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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分析的范式、影片分析的范式、影片分析的策略、影片剧作分析、影片艺术分析等内
容；对电影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是为了能够更关注影片的艺术，为了达到更深入、更充分地读解影
片、欣赏和评论影片。
【图书目录】
序论 从分析说起
一、对“分析”的分析
二、影片的分析
三、分析的目的
第一章 分析的范式
第一节理论范式
第二节过度诠释
第三节诠释本文的分析
第四节转换与生成
第二章 影片分析的范式
第一节时空形式
第二节视听形象
第三节镜头语言
第四节造型意识
第三章 影片分析的策略
第一节可能性还原
第二节注意和辨认模式
第三节关联性和判断
第四节连续抽象
第五节从分析走向综合
第四章 影片剧作分析
第一节概括的方式
第二节形象设计与塑造
第三节情节构思
第四节规定性情境
第五节结构作为系统
第五章 影片艺术分析
第一节场面设计与调度
第二节图形的构成
第三节镜头控制
第四节美工造型
第五节光影与色彩
第六节声音的合成
第七节演员与角色
第八节剪辑技巧
附录 影片分析个案
拜读《红色》
大悲恸与大绝望
一代人的成长与觉醒
处处无家处处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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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作者简介

　　颜纯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协会理事、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等教育学会理事、福建省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
电视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个人著作有《电影的读解》、《记述与
呈现》、《影片分析教程》等六部，主编《文化的交响——中国电影比较研究》、《影视写作教程》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百余篇，承担一个国家部委课题和三个省社科课题，业余从事文艺创作，有小说、散文、随笔
百余篇，影视剧本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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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书籍目录

序论 从分析说起一、对“分析”的分析二、影片的分析三、分析的目的第一章　分析的范式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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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章节摘录

　　一、造型意识　　所谓电影造型，是指通过视听形象来表现电影创作意图的各种形式和动作。这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电影所拥有的全部造型成分的总和——如摄影造型、美工造型、演员形
体动作的造型、由镜头画面组接而产生的蒙太奇含义的造型效果。电影造型与一般所说的形象塑造是
不同的，不是随便什么形象的塑造都可以称之为造型的。在艺术世界中，一般只有绘画、雕塑和摄影
被归人造型艺术之中。这几种艺术形式共同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在处理被表现的艺术对象时，都同样
去选择某个最能显示形象特征的瞬间。比如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个满脸皱纹的父亲捧着粗碗的瞬
间；比如西方雕塑《掷铁饼者》那只执铁饼的手绕到身后，即将作出有力一掷的瞬间；比如摄影作品
《希望工程的女孩》那个睁着忧郁的大眼望向世人的瞬间⋯⋯这些艺术作品对题材的处理都显示出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去把握、去强化形象某种突出的特征，并以此去完成表达的任务。戏剧艺术
虽然不被称为造型艺术，但同样是要塑造形象的。一般情况下，演员只是根据情节把人物呈现于舞台
，但在服装和化装上，在演员上台之初的亮相上，在一些武打场面或唱腔设计上，戏剧艺术同样也在
强化着形象的突出特征。尤其是古代戏剧在化装上的脸谱化，孙悟空的脸谱、包公的脸谱、关云长的
脸谱，都是基于强化形象的突出特征而设计的。由此看来，造型的概念如果狭义地理解，那就是通过
一定的形式和动作使形象特征得以强化的方式。在默片时代，无声的电影画面是电影叙事的惟一语言
，那时的电影理论家便理所当然地认为：“电影就其艺术材料和表达手段而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
”(卡赞斯基，1927)后来，随着摄影棚的舞台化设计，随着声音进入电影，以语言为表达工具的戏剧
也逐渐渗入电影，戏剧艺术的许多基本法则自然而然地成为电影的法则。这一时期，电影逐渐形成以
情节结构为核心的电影思维。电影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如何对戏剧情节结构加以“电影化”，以蒙太
奇剪辑手段来突破戏剧被局限了的时空。这时出现了大量的从文学或戏剧改编而来的影片，造型的意
识反倒被戏剧冲突的意识所取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在西方出现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这就
是被称为先锋派的电影史时期。先锋派电影两个最重要的反传统表现就是反形象再现论和反情节叙事
性。在20年代的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影片制作都包含着明显的绘画表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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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精彩短评

1、【补签】推荐。
2、深入浅出。。不错的入门级书籍
3、院长的书
4、电影书一册。
5、我第一次主动去看理论书，因为看着也会联想起老颜上课的内容与他的声音形态，所以更生动一
点吧。嘿嘿。第一次看电影理论，收获挺多的啦。
6、吃懂这本书足足花了4年时间，悟性是有够低！
7、电影人值得看的一本
8、专业的又有联系实际的解读，喜欢电影的和专业的都可以看~就是比较专业而已啦。哈哈
9、很好的电影入门读物
10、老师的著作啊！大大推荐一下。。用心地看就会读懂了，和他上课的风格很像，把很多抽象的层
次都表达出来了。我看的是95年的版本，书的结尾部分对很多错误的电影批判的指责很尖锐！
11、意外的好
12、在国内算是比较好的理论书
13、颜纯钧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电影学者，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第一任院长，在电影读解、中国电影
比较研究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传院自2004年以来，先后具备了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博士的招生资格
，并拥有了戏影的博士后流动站。颜老师的课一直是我硕士同学最为喜欢和重视的课程，每次上课都
尽量和颜老师坐的近一些。感恩。
14、林筠老师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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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精彩书评

1、教你从欣赏者的身份去看电影，而不是看过就忘。前面部分很多理论，但是举例也比较多，所以
不算很晦涩。是看电影的入门书。
2、此书首版于90年代中，写作体例较新，内容丰富，未显晦涩。细数市上较具体系之影片分析类教材
，可读之书译著不过《认识电影》、《电影艺术》，国人著述不过《荣誉》与此。读此书，可知欲写
一有深度之影评，须有相当哲学、电影理论修养为基础。作者于文学、传播学方面修养颇深。书后所
附影评，虽万字长篇，亦不觉冗长。
3、昨天开始看的这本书，到现在看完了绪论和第一章，不明白作者在讲什么，看不下去了。语言太
过罗嗦，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来回来去解释了好几段，有点儿车轱辘话来回转的感觉，而且还有很多句
子在表达上都不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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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读解》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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