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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界》

内容概要

《镜界:电视剧的视觉传播》内容简介：媒介即是信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技术是一种新的尺度，肯定
了媒介技术对于传播内容的影响。“技术硬件决定了叙事的方式和方法”，媒介特质(mediality)决定媒
体艺术的特定的传播方式。
电视剧是一种以摄像机为中心的屏幕叙事艺术，电视技术、电视的媒介特征，使电视剧获得了不同于
文学、戏剧和电影等其他叙事艺术的质的规定性。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而言，传统叙事艺术的创作接受
机制是建立在作者——文本——读者的交流之上，与此不同，电视剧由于摄像机的介入，形成了视觉
艺术独特的交流机制。因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电视剧的媒介的时候，就有可能寻找到电视剧传播与
观众接受之间的连接点，进而寻找到传播与接受的特点与规律。
《镜界:电视剧的视觉传播》从五个层面来探讨电视剧视觉传播的特点与规律：
一、电视剧视觉传播的基本框架、心理机制与媒介特点
1.本节运用格式塔原理，提出了电视剧视觉传播的心理机制。电视剧视觉传播的心理机制，主要建立
在视觉心理学之上，其中涉及格式塔与视觉形式。根据格式塔原理，外部世界的某种图式能够引起人
的审美情感；反过来，人的情感也可以通过可见的力的图式比如画面形式来表达。人类就这样能够在
视觉层面上进行沟通。
“看”和“想象”构成电视剧的视觉形式，因而看电视剧不仅仅是“看”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心理活
动。电视剧的影像从现实客观事物到达观众要经历多次转换，以美国电视剧《越狱》为例，纸鹤作为
该剧重要的道具如何到达观众?首先是客观的纸鹤通过摄影机成为纸鹤的影像，然后是纸鹤的影像成为
符号进入人的思维层面，从而被理解。《越狱》中的纸鹤从不断出现的次数以及剧情设计的功能等各
个方面被突显出来，从而能够被观众所注意，进而引领观众去理解影像背后的内涵。
视觉思维在电视剧影像中以一定的表现形式作用于电视剧的传播，其机制及视觉形式与原理需要在电
视影像的运用中加以总结。在视觉心理学层面，视觉形式核心是形式与思维，主要是指形式与抽象思
维的关系。在创作层面，视觉形式在思维上作用于电视剧的创作，最终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与视觉效
果体现出来。
2.电视剧的视觉传播，从生产、传播到接受的整个过程都是以影像作为载体。影像是媒介的显在之物
，媒介的特点最终以可见的视觉影像来体现。
电视剧由于媒介的制约而获得自身独特的艺术形式与地位。媒介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影像为中介。影
像构成了电视剧，影像是视觉传播的基础。
二、电视剧的视觉表达的两个基本手段即再现、表现与传播的关系
1.再现——影像与客观现实生活的真实关系，建立了传受之间认同的基础。影像的真实至少包含空间
的表现、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调度与剪辑等方面符合生活的逻辑，具有逼真感。
2.作为表达方法，再现与表现相互融合。表现性的影像，一是注重影像的象征意义；二是更多地用来
表达情感与思想；三是注重视觉形式感等以求获得超越影像本身的影像之外的意义，从而激发观众的
想象，使之参与电视剧影像的完形。
3.电视剧视觉样式的类型化与创新在影响电视剧视觉传播方面是一对矛盾体。电视剧的类型化是传播
过程中，艺术家、观众和生产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电视剧类型化必然在视觉影像上有所反映，形成
相应的视觉样式。只有通过同化与顺应机制寻找创新与重复的平衡点，才能够建立起传受之间的动态
平衡。
三、看电视剧既是“看”的行为，也是与接受相关的心理活动
1.电视剧的视觉形式使观众从“看”的过程，进入“视觉”，即思维的过程。
(1)只有具有视觉形式的影像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才有可能进入被接受层面。
(2)观众对于一个影像的认识依赖于他对前一个、几个或者更多的影像的认识。观众的先在结构，以及
当下的视觉经验成为影响观众解读的因素。依据不同的先在结构，观众对具体的电视剧的认识，会做
出不同的读解，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
(3)视觉具有主动性。人的眼睛总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想要观看的对象，电视剧也只有进入观众的关注范
围，才能进入视觉和审美的状态。
2.看电视剧就是一种“直观”，但是这种“直观”并不是生理感官的行为，而是在直观中把握事物的
本质。观众正是在视觉过程中，以直觉的方式积极参与影片中抽象形式所提供的知觉过程，思维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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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界》

象转化到抽象或者从抽象转化到形象，知觉到独特的视觉形式，获得特别的艺术享受。
四、电视剧的展示价值是其价值体系中新的价值形态
影像是景观的基础，但是只有具有展示价值的影像才有景观的意义。电视剧的展示价值是建立在电子
媒介技术之上的影像的视觉美感与冲击力。由于影像与现实的“平行”关系，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大规
模无损复制、广泛传播的易得性，又由于视觉文化的兴起，视觉景观被独立出来成为消费对象，一方
面形成电视剧视觉传播中接受环节的新的特点，另一方面，必然在视觉表达上有所体现，从而影响电
视剧的影像语言形态。
五、电视剧的视觉说服
电视剧是一个视觉说服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电视剧的叙事通过影像来进行，以电视剧特有的
方式来传播创作者隐含在影像之中的情感与观念；二是电视剧的包装与自我营销，以及植入广告通过
剧情来营销。电视剧的包装与广告植入，既加强了电视包装的视觉美感，同时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电视
剧的叙事与视觉表达。
由于“视觉的转向”，以及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与各种成像器材的发展，视觉形象充满了人们生存
的空间，人们生产与消费视觉产品，而且通过视觉产品实现信息的传播。人们通过“看”与视觉，从
可见的世界走进可知的世界。
电视剧作为传播链条中的视觉艺术形态，既是人们消费的视觉产品，同时又是人们认识社会、把握世
界的认知方式。人们通过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以视觉的方式分享对自然、人生与社会的理性和情感经
验，从影像的传播最终实现心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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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可武，广西宾阳人士。厦门大学哲学学士，北京广播学院文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博士，现任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编辑、副研究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会员。关注影像的创意与传播，曾在《现代传播》、《当代电影》等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主编有《
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一书。拥有丰富的影视创作经验，执导影视广告作品以及纪录片《跨国
风云》、《中国院士》等多部集。完成电影剧本《形影不离》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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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摘要绪论一、视觉与视觉传播1.鲁宾的面孔／花瓶幻觉2.视觉传播二、视觉转向1.丹尼模式2.媒介与
艺术形态三、电视剧与视觉传播1.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电视剧2.视觉思维四、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五、文
献综述第一章 电视剧视觉传播要素及心理机制第一节 大众传媒中的电视剧一、电视剧——电视媒介
的艺术形式1.传播主体2.电视媒介的艺术3.受众二、媒介环境中的电视剧三、电视剧传播基本要素第二
节 电视剧视觉传播的生理与心理机制一、视觉传播的生理机制二、视觉传播的心理机制1.格式塔理
论2.影响视觉的因素第三节 电视剧的视觉形式一、电视剧的视觉形式二、视觉形式作为一种抽象思
维1.数的关系2.方向的关系3.雨作为意象三、电视剧视觉形式的原则与意义1.电视剧视觉形式的原则2.
电视剧视觉形式对于电视剧创作的意义第二章 电视剧的媒介第一节 电视剧的媒介一、电视媒介二、
媒介与中国电视剧的观念第二节 影像一、真实性与假定性的统一1.真实性2.假定性二、确定性与非确
定性的统一1.影像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2.非确定性对于电视剧视觉传播的意义三、影像既是电视剧的载
体，也是观众消费的对象四、影像的层次与电视剧的视觉传播第三章 电视剧视觉表达与传播第一节 
电视剧的视觉再现与传播一、电视剧的真实性与视觉传播1.影像的真实观2.电视剧的影像真实3.真实性
在传播学上的意义二、构建电视剧的影像真实1.空间的真实2.心理空间的真实3.场面调度的生活依据4.
构图形态与情感的真实第二节 电视剧的视觉表现与传播一、电视剧的视觉表现1.影像的象征2.影像的
思想3.视觉形式与表现性影像二、传播中的心理完形1.传播中的受众成为主体2.文艺接受美学中的读
者3.心理完形第三节 电视剧视觉样式类型化、创新与传播一、电视剧视觉样式与传播1.电视剧视觉样
式与传播2.纪实性电视剧的样式与传播二、创新的影像1.创新的心理机制2.创新的影像与传播第四章 从
视觉看电视剧的接受第一节 视觉对电视剧接受的影响一、进入心灵的影像二、视觉经验1.纯真之眼2.
视觉经验三、视觉的主动性第二节 视点与接受一、电视剧的视点二、电视剧的视点与接受1.主观视点
与接受2.客观视点与接受3.全知视点与接受第三节 艺术直觉一、自然之光二、电视剧的视觉形式与观
众的接受1.形象依靠抽象的形式2.超越画面效果的视觉传达3.电视剧《橘子红了》中风筝的视觉形式分
析4.视觉形式对观众接受的意义第五章 电视剧的展示价值第一节 电视剧的展示价值一、视觉传播与展
示价值1.视觉传播中的膜拜2.视觉传播中的展示二、展示价值对于电视剧的意义1.电视剧的展示价值2.
展示价值的景观特色3.展示价值作用于电视剧的影像形态第二节 电视剧接受中的景观消费一、电视剧
的景观消费二、身体消费三、影像的奇观1.传播的仪式性2.传奇的故事四、意象形态第六章 电视剧的
视觉说服第一节 电视剧的视觉说服第二节 电视剧的包装一、电视剧的包装二、电视剧包装的理念1.形
式感2.情感性3.抽象性第三节 电视剧植入式广告一、植入式广告1.隐蔽性2.永久性3.以塑造形象为主二
、植入形式与视觉表现1.广告作为电视剧的道具2.植入广告作为场景3.植入广告作为情节结语：从眼睛
到心灵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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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种意象，如果能代表或再现同类中所有其他个别的意象，就是一般普遍性的或抽
象的；如果仅考虑它自身，就是个别的。一般普遍性或抽象性并不取决于意象本身的固有性质，而是
存在于该意象同它代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中，一旦它被我们看作是从一个比之更加复杂的实体或某一
类实体中提取或蒸馏出来的东西，就即刻成为抽象的了。”意即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则是外在的具
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意象在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
、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在电视剧创作中，意象通过抽象思维的作用，也能够把普通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上升到审美的层次，提高艺术感染力。三、电视剧视觉形式的原则与意义1.电视
剧视觉形式的原则电视剧的影像叙事运用的是一种视觉思维，创作者的观念既受到电子媒介的制约，
又受到电视剧艺术表达的影响，最终以影像的方式来体现。艺无定法，不同创作者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即使是同一位创作者根据创作的需要也需要不同的思维。因而对于视觉形式的基本种类、表现形式
与应用等的认识是一个发展的、不能穷尽的过程，在这里尝试着讨论一下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前文所
提到电视剧《相思雨》中的萧晓朴开着宝马找萧晓牧的镜头段落，就可以总结出几种视觉形式的样式
：比如数的关系，包括大小、多少，方向关系——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上与下等，以及艺术意象等
。这些视觉形式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其在电视视觉传播中的存在以及对于提高电视剧艺术感觉的意义
。视觉形式是人们通过视觉感受电视剧内在各种元素关系的特殊系统，从大的方面说，电视剧的由某
个主题主导的整个结构体现为一种视觉形式；从小的方面说，某个镜头段落以一定的形式完成蒙太奇
叙事也能够体现出一种视觉形式。那么是否所有的镜头段落或者整部的电视剧都具有视觉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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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镜界:电视剧的视觉传播》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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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叫《镜界》的书 1在家里看盗版的美剧、偶尔去影院看看被剪辑过的电影，回来后依稀有一些
影像在脑海里重现，一些能够带来一种难以言表的特别的视觉美感，另一些则例外。我在想着其中的
差别以及差别的原因。技术层面-胶片、数字处理等的差别相对较少，不同的创作团队张艺谋、冯小刚
、姜文等造就了不同的电影与影像风格。是人决定了作品，人因为思维而存在。不同思维造成就多样
化的影像。在以影像作为媒介的艺术中，视觉思维与影像是一种相互制约的互动的关系，总结经典影
像，分析背后的视觉思维，也许能够找出一些共通的规律，能够对于创作以及接受提供帮助。这就是
本书要试图探讨的问题。影像作为客观事物的再现物，它的物理过程相对简单，而且也有局限，比如
，一棵树在胶片上是一棵树的影像，但是当这棵树的影像有视觉思维参与，它就能够脱离具象，获得
超越具体事物的意义来。具象是有限的，而视觉思维是无限的，无限的思维是创造丰富多彩的影像之
源。2我不是一位写书的好手，缺乏自制力，这本书前后3年才写成，中间经历多次在金钱与学问之间
的挣扎。最开始曾经放弃过一个投资40多万的电视广告，以示壮士断腕带决心...全身心投入。后来才
知道时间成本的概念，如果按时间成本来算，希望它能够让自己也让我未知的读者所值得。3成书之
后，社科院我的大学同学著名的民间宗教学者进国先生，给它起了个镜界的名字，镜头的镜，以示本
书是一本与镜头与视觉以及美学相关的书籍。知识可以改变很多，进国学者的智慧让这本小书一时有
了力量。远在瑞士的麦子手绘了一张封面，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尽管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了遗憾
，但是那些温暖的情谊使得这本书成为美好的情谊的见证。  麦子的作品4从内心我希望能够拍几部像
样的电影、电视剧甚或纪录片，对于过去创作的积累与总结，使得本书像作者本人一样，努力，止于
至善。未来的创作也将从思维的总结中起步，也许能够用我自己的影像表达来验证与再传播我的视觉
传播的观念5某日，与孟君午餐孟：你为这本书付出很多，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潘：我自己讨厌凑合，
虽然谈不上文章千古事这种境界，但是我不想成为自己所讨厌的人。这个对话真的有点做广告的嫌疑
。6《镜界—电视剧的视觉传播》已经有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敬请关注这，纯属广告。 阅读更
多 &rsa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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