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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内容概要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公认的西方写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理论家。《电影的本性》一书是他
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在书中他建立起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电影理论体系：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
原”这一基本命题出发，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
。他的结论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拍摄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
电影本性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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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作者简介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99－1966）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生于莱茵河畔法兰克
福，卒于美国纽约。早年做过报刊编辑，1933年因遭纳粹迫害流亡国外，开始艺术史的研究。1941年
定成美国，进行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研究。著作有《电影的本性》、《宣传和纳粹战争片》和《从卡
里加利到希特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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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书籍目录

导论1.照相历史概述系统的研究Ⅰ 一般特性2.基本概念手段的特性两个主要倾向电影的方法是不是艺
术的问题3.物质现实的再现记录的功能揭示的功能4.固有的近亲性未经搬演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无穷无尽
含义模糊的事物“生活流”Ⅱ 范围和元素5.历史和幻想历史幻想6.略论演员技能职能类型7.对话和声音
导论对话四种配音方法纯粹的声音8.音乐心理的职能美学的职能9.观众效果满足Ⅲ 构成10.实验影片导
论：两大片种来源先锋派意图先锋派倾向11.纪实影片导论艺术作品纪录片纪录片12.舞台化的故事导论
源流特点适应的努力结论13.穿插：电影和小说14.找到的故事和插曲15.内容问题尾声16.我们时代的电
影附录参考书目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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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章节摘录

书摘舞蹈    第二类特别适合于电影表现的运动是舞蹈。当然，这里并不包括芭蕾舞剧，因为它是在一
个超现实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极有意思的是历来想把芭蕾舞剧“储存”起来的尝试都失败了。对
舞剧演出的银幕再现不是求全得令人讨厌，便是只选一些优美的片段，结果与其说保存了，不如说肢
解了原作，令人莫名所以。舞蹈只有当它是外部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它才是上乘的电影化题
材。雷内·克莱尔的早期有声片曾被十分得当地称做芭蕾舞剧。它们的确是芭蕾舞剧，但是演出者却
是真实生活中的巴黎居民，他们在求情觅爱和龃龉口角时，简直就不由自主地做出种种舞蹈的动作。
克莱尔用极其灵巧的手法让这些人物摇摆在真实和不真实的分界线上。有时候，这些小厮、出租汽车
司机、女招待、店员、小铺子老板和身份不明的人物，看来像是一群木偶，完全按照事先的设计进退
聚散，精致得像一幅刺绣，但有时却又在外表上和举止上跟巴黎街头和小酒店里的常人一般无二。后
一印象是处于主要地位的。因为，即便这些人物被放进了一个假想性质的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无非是
经过风格化处理的真实世界。其中的舞蹈仿佛只是出于一时之兴致，这些芭蕾舞片段是日常生活变化
的产物。    弗雷德·亚斯坦也偏爱带有明显即兴性质的表演，甚于正规的舞蹈演出；他很清楚，这种
表演是适合于电影手段的。他说：“每一场舞蹈都应当多少是出于性格或情境的要求，否则它只是一
个游艺节目而已。”这并不是说，他要排斥舞台演出节目。但他总是刚开始演出不久，便立刻打破了
预先设计好的舞台形式的束缚，施展出即兴表演的天才，跳上桌子，拐进花径，踏人了日常生活世界
。这是一条单程航线，它总是从舞台脚灯开始，导向摄影机现实的核心。亚斯坦的完美的舞蹈使人感
到的是他在影片里描写的真实生活事件的一部分；它在人们不知不觉之间涌现然后又消失在这些事件
的演进过程之中。    还有什么能比“自然的”舞蹈跟那个“演进过程”结合得更紧的呢?电影导演经常
把他们的摄影机瞄准翩然起舞的情侣或社交舞的场面，这些直接来自生活的运动的电影化本性似乎对
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力。不妨回想一下《吉萨蓓尔》和《卖花女》中的美丽的舞厅场面或《红
磨坊》中那段精美的康康舞。再如罗吉尔·梯尔顿的《爵士舞》，它把实地拍摄的镜头巧妙地剪辑在
一起，传达出了爵士迷欢聚一堂时的狂喜心情。每一个电影观众都能回想起无数这样的例子。记录舞
蹈的镜头有时还能深入舞蹈者的私密的内心。他的忘其所以的狂喜心情会在古怪的手势和歪扭的面部
表情中流露出来，虽然这一切并非为了给人看而故意做出来的，而那些伴舞者因为自己也在跳舞，同
样不可能注意到这些。看着这种私情的表露，像在窥人隐私；你感到难为情，悔不该踏进一个只能心
领而不应目睹其中的种种活动的禁域。然而，摄影机的最主要优点恰恰在于它让人们看见。    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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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编辑推荐

《电影的本性》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公认的西方写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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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精彩短评

1、我的功课
2、纯理论，看一章睡三章，邵牧君的译文，可以放心阅读
3、老旧而优美的文风，不适合长时间阅读。写实主义理论的经典之作，读来最有启发的反而是写实
验片的那章，很多地方太想把自然物象与电影本体论做精密联结，难免武断。另外所说的话被全书引
用最多的电影导演是费里尼（除了爱森斯坦，但爱森斯坦还有另一个电影理论家的身份，而克拉考尔
无疑是在这个层面引用他的话），费里尼老师确实太会说话了。
4、很好的理论书籍
5、物质世界的再现？
6、阿阿阿，我超級贊的一本電影理論書。＝＝

很OK的。
7、现实主义
8、8折购书
9、风吹树叶自成波浪；街道与面孔；生活流；迷恋事物表面的“真正的电影” 
10、核心阐述电影的照相性
11、一句话写了一本书
12、写实派体系力作，跟巴赞的对照起来读相得益彰~
13、前半部分关于电影特性、电影语言的论述实在经典，后半部分关于故事类型和样式的论述则已过
时了
14、就是看着晕，越看越晕，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晕个不停
15、一天半看完，哈哈，真开心，不要被吓到，投入进去后，就一切都不是问题，加油，加油。
16、可能是年限有点远了，有很多理论不甚接受，比如电影是现实世界的还原等，甚至还有点嘲讽艺
术电影。不过，思路还是好的，有很多体现出辩证思考的方还是不错的。比较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大
意是，人们在现实中无法体验多种生活方式，而电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提供各种不同的生活，所
以人们才会沉浸于电影，或者说，沉浸于电影构建的世界，电影构建的多种生活。但是，这本书主要
是倾向于电影的工具性，也就是记录真实的世界。我比较认同的是电影的艺术性，我认为电影就是一
部艺术作品，可以根据制作人的艺术修养和表达方式、内容等自由制作，完全是可以个人化的东西。
至于最终的呈现，那就完全依制作人的思维和观赏人的理解了。
17、2009
18、我觉得这书只有学术史价值了，早期电影理论研究尚未成型、力图全面又各种不靠的典型吧。论
流派特色不如巴赞，论电影的专门性不如后浪那些教材，论哲学性又远不够抽象深刻。现在来看不管
是做电影理论还是要用电影理论去研究电影，它都不是很给力。
19、大一时咬牙切齿读完的．　　哦！！！！
20、2009年8月始
21、电影是物质现实复原的利器。
22、恩　有收获,最后一章才是我最喜欢的
23、浅显易懂，学电影必读
24、 电影理论 
25、物质现实复原论。
26、克拉考尔扯一本书不如侯孝贤一段话讲得精辟透彻。
27、看完最后一章才知道，原来克拉考尔如此偏执地把电影和其他艺术完全地区分开来，并剔除其他
艺术的影响，有这么个宏伟的乌托邦式的立意。
28、读了感觉甚好，有一股魔力在⋯⋯可谓历久弥新啊
29、古朴语言的魅力
30、没有读完
31、1.克拉考尔对电影是真爱，他认为电影是一门完全独立的艺术，是实体的美学，记录和揭示物质
现实，描述易于消逝的现实生活。并且坚决将它与其他传统艺术分离开来，于是大批电影就属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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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本性》

电影化的电影”，“电影化的电影”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见到。2.对于他的一些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比如他认为故事就排除了电影展现生活的可能性，优秀的电影不接受情节的诱惑【麦基可以和他打
一架了...我觉得电影作为艺术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自由性和无限可能，后来一看，这本书是1960年写
完的，如果再晚二十年，克拉考尔就能看到电影的巨大革新了，包括他非常偏爱的费里尼、布努埃尔
，也在1960年之后拍出了更多的杰作。3.克拉考尔用普鲁斯特举例不下10次，拼命卖安利啊。4.除了书
里的格里菲斯、罗西里尼，小津的电影最符合他心中的完美“电影”吧。
32、他对潘诺夫斯基论丢勒的评价，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
33、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拍摄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
影片。
34、一个世纪的争吵。
35、电影偏爱“不适合舞台表演的现实”，不应该由导演的艺术爱好来“改变”生活本身的完整性？
36、很好的书,希望大家都看看
37、宗教结束不了，“新宗教”的呈现方式一定是不同于以往宗教的，人所以为人的原因可能正因为
他脱离了物质的单纯主宰，更多的依靠那非凡的想象力而成为一种观念的动物。
38、和巴赞的对比着看⋯⋯
39、还是觉得有点扯
40、没想到读起来蛮轻松的~
41、风吹树叶自成波浪；街道与面孔；生活流；迷恋事物表面的“真正的电影”
42、克拉考尔的本性
43、有些话，如果不是巴赞说的，那就是克拉考尔说的。
44、3.5
45、历史上的电影理论，主要关于本体论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和相对感性的论证
46、过瘾。克拉考尔对普鲁斯特很是赞赏啊！
47、多年理科思维，总让本人难以接受哲学或艺术理念中关于诸多“本性”的定义，且自然派唯电影
语言论的审美观其实也不太赞同。可是这本所谓的理论书籍在论证观点的过程中充满诗意，有给默片
配乐的酒鬼钢琴家，有研究非洲原始部落对电影反应的人类学资料，等等，最后还提到了一点颇有启
发的观点：电影所抓住的现实，在艺术审美上制衡了宗教缺失后抽象体系化的人类文明倾向，尝试寻
回最初的诗意。无论赞同与否，至少能被作者本人的诗意所感染吧
48、碎成片片的个人在碎片的现实里进行自己的活动.
49、我擦。。。。终于看完了
50、 电影的本性就在于对物质现实的再现，影像以对物质本身的亲近的特征连接起由偶然事件所构成
的开放的世界，所以绝对不要把电影看做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译文不错，原著绝对旁征博引，参考书
目有35页，仅包括书中引用和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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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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