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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内容概要

《电影概论》系统地介绍了电影的相关基础知识,在"电影基本理论"编中,对电影的综合艺术属性、影像
、声音、蒙太奇与长镜头做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在“电影史论”编中，分外国电影简史和中国电影
简史两个部分，以简洁、明了的文字描述了世界电影的总体概貌；在“电影的欣赏与评论”编中，对
电影欣赏和电影评论、批评做了系统的介绍。
《电影概论》知识系统、结构明晰、体例规范、重点突出。知识阐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深入浅出是
一本电影基础性入门教材。
可供高等院校本科影视、戏剧、中文专业和同等学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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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作者简介

周星，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师
范大学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艺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史论、影视文化传播与艺术批评、艺术教育理论等。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艺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学术专著有：《从文学之隅到影视文化之路》
、《中国影视艺术理论研究》、《美育基础》、《艺术概论》、《影视文学》、《跨世纪中国电影艺
术传统史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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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电影基本理论
第一章　综合艺术
第一节　电影本体
第二节　电影与科技
第三节　电影的时空及视听综合
第四节　电影工业背景
第五节　电影艺术与市场观念
第六节　电影与社会历史
第二章　影像
第一节　景别与构图
第二节　运动的魅力
第三节　光线和色彩
第三章　声音
第一节　声音的造型价值
第二节　人声
第三节　音响
第四节　音乐
第五节　声画关系
第四章　蒙太奇与长镜头
第一节　蒙太奇的概念
第二节　蒙太奇的类型与功能
第三节　长镜头的概念
第四节　蒙太奇和长镜头的关系
第二编　电影史论
第五章　外国电影简史
第一节　电影的发明
第二节　电影美学思潮与流派
第三节　好莱坞电影概述
第四节　欧洲电影概述
第五节　皿洲电影
第六章　中国电影简史
第一节　中国电影初创时期
第二节　中国电影之传统形成时期
第三节　新中国电影时期
第四节　内地电影之改革开放变革开拓时期
第五节　中国电影理论概况
第六节　香港电影简述
第七节　台湾电影简述
第三编　电影欣赏与评论
第七章　电影欣赏
第一节　电影欣赏特征与方法
第二节　电影欣赏接受与心理
第三节　电影欣赏对象与元素
第八章　电影评论
第一节　电影评论的价值及意义
第二节　电影评论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电影评论的方法和写作要求

Page 4



《电影概论》

第四节　电影评论的现状及问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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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章节摘录

插图：自路易·卢米埃尔于1895年12月28日首次公映《火车进站》（图1一1）等影片开始，电影已经
有了100多年的历史。那么，电影是怎样一个概念范畴呢？我们可以从物质和美学两个方面来加以界定
。物质上的电影是根据“视觉暂留”原理，运用照相（以及录音）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以及声
音）摄录在胶片上，通过放映（以及还音），在银幕上造成活动影像（以及声音），以表现一定内容
的技术。而美学上的电影则指电影艺术，即以电影技术为手段，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在银幕上运动
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门艺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讲的电影，其实是
指电影艺术这一美学范畴。而事实上，电影技术是电影艺术存在的物质前提。一、电影存在的物质基
础电影是科学技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光、电、声、化等
方面的先决条件，没有感光胶片、光学镜头、摄影机、放映机等配套设备的问世，就不可能催生出电
影这门新颖的“第八艺术”。电影的物质基础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1.透视成像1823年，一位叫尼埃
浦斯的法国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人们从此可以通过机械复制影像，直观人类自身的活动。照
相术把造型艺术从追求形似的困惑中解放出来，为现代影像文化的创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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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后记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提供的简明扼要的电影教学基础理论教材。在当今世界上，电影电视是社会传播面
很广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整个20世纪中，影视艺术以其视听综合、时空综合、艺术与技术综合的绝对
优势而引入注目，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进步与精神文明建设。国内外经验证明，高质量的影视艺
术作品不仅对开拓广泛的经济市场有益，而且对加大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提高该民族在国际
社会中的整体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至今对电影电视艺术理论的研究还相当欠缺，实
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现象成为这一领域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理论始终未能成为实践的先导。影视艺术
教育是后起的艺术教育形式。伴随着包容艺术、商业、技术等混杂因素而具有实践明显特征的电影的
出现，电影教育成为艺术教育的独特一员，成为20世纪新兴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但实际上，电影教育长期以来仅仅是我国专业艺术院校独树一帜的特色学科，其专业化指向和实用特
征成为狭义“电影教育”的排斥性理由，电影“教育”的宽泛人文内涵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改革开放
以来，电影教育的真正意义才得以实现。专业院校的电影教育包容面更加宽泛，全国较多大学也开始
尝试电影教育的课程，电影教育的人文价值得到重视，专业化教育和艺术文化教育的多重职能开始落
实。2l世纪的影视艺术已经成为显学之一，但其基础理论教育依然比较薄弱，本书试图从基础入手，
为高等院校和对电影艺术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实用合理的基础教材。本书是集体撰著，参与撰写的有：
周星、左衡、张燕、周雯、孙萌、沈小风、肖冬民、毛琦、刘苗苗等。此外，参与资料搜集与部分文
字撰写的还有：苏松妹、韩婷婷、李珂、蔡晓芳、陈可红、张春华、关迎春、李艳英、王国平、孙遥
等。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体育艺术分社领导对本书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张江艺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的
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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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编辑推荐

《电影概论》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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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概论》

精彩短评

1、中国人的教材。
2、直观.平叙.
3、大一。
4、入门吧，蒙太奇的世界。
5、某未来艺术家的课本，被我抢来
6、算是教材里不错的了
7、启蒙书
8、帮别人考研买的⋯⋯似乎还行~我看着也算增长知识~嘿~
9、时隔两个月，我才读完这本书。我没恋爱，没工作，没上课，没玩游戏，没旅游，读书又是两个
月才读完三四本，我自己也很纳闷，整体忙里忙外地在干什么！可能是我的读书习惯有点问题吧，不
习惯跳读，总要一字不落地读下去。这本书的很多地方枯燥空洞，读的时候很慢，读完了又不知所云
。
10、当教科书看了
11、周星老师.
12、从很多理论中可以看出，编书的老师可能就没怎么看过原典，错误百出任性发挥，还有人说是本
不错的教材，可怜啊。
13、抄抄抄！
14、教材里的良心作品。虽然受篇幅所限例子讲得不是那么丰富，但基本上每个概念都讲清楚了，条
分缕析，逻辑严明。这就是中国教材和外国理论书的差别，前者因为是照搬别人的理论，所以一二三
四已经给你归纳总结好了，后者因为是自己写的理论，所以读起来涣散艰涩，需要读者自己去总结归
纳。
15、你们的介绍上说这本书是英语?真是的吗?
16、基础概念解释得相当到位。非常适合初学者阅读。就是年份久了，封面边上起了几个“泡泡”，
影响不大。尽管叫“概论”，但也可以说是“讲义”。建议在看每个章节之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比方说“蒙太奇是什么？”“蒙太奇有哪些分类？”等等，这样的阅读效果可能会更好。
17、一看就是N个人合写的，作者不是周星，主编才是。有些写得精彩有些是废话，一看就知道是水
平不同的人写的~书的结构倒还不错~
18、专业性很强，和我学的课程很吻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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