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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内容概要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写于1989年至1990年，当时，叙事研究在电影领域已经历了10年的蓬勃发展。
事实上，影片叙事学早些年就已存在，许多专家发表了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明确提出了影片叙事学
。与克里斯蒂安·麦茨所建立的、主要是阐明隐喻性的“电影语言”的实质的电影符号学不同，这些
作者全都将理解电影叙事放在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中心。为了认清观众对于理解电影及电视画面的作用
，他表明观众远不是可见的东西、将影片当作对世界的一种简单的模仿或复制，而是不断地将它们与
他已知的叙事进行对比，将可见的东西、将影片联系他自己为它们设想的“意向性”的来源，这样，
可见的东西才能成为叙事，影片才能成为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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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加拿大）安德烈·戈德罗 （法国）弗朗索瓦·若斯特 译者：刘云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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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什么是叙事？ 一个叙事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任何作为产品的叙事都有“终结”。当然，有
一些影片会暗示其后的发展，连续剧或者像《星球大战》（乔治·卢卡斯，1977）和《洛奇》（约翰
·G.阿维尔森，1976）之类的美国大片就避免回答观众提出的所有问题，而设置一些不确定的线索，
以便能够据此组织新的故事。也有一些影片将我们带回到出发点，让我们处于一个没有终点的螺旋状
态中。《不朽的女人》（阿兰·罗布一格里耶，1963）就是这样，最后的画面简直就是第一幅画面的
重演。还有一些影片看起来只是在更加包罗万象的事件整体中抽取出一部分行动系列让我们看到。《
马耳他之鹰》（约翰·休斯顿，1941）不过是讲述许多年间寻找鹰隼小塑像这一珍品所引发的众多插
曲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无论悬置的结尾，还是循环的结尾，都毫不改变作为产品的叙事的本性：任何
书本都有最后一页，任何影片都有最后一个镜头，角色人物仅仅在观众的想象中才能继续活下去。根
据来自拉费的观念，叙事与“现实的世界”相互对立。麦茨没有详细说明他所肯定的现实世界没有“
起始和终结”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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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是商务新知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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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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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精彩书评

1、想起来看并寻找到这本书是想搞明白 两个让我觉得神秘的东西：一是蒙太奇神奇的表达能力，这
是属于画面的；二是声音与画面在一起叙事时神奇的化学反应。这种直接而明确的目的让我憧憬一次
充实而顺利的思想旅行。不过，进去以后，才发现：关键还是“叙事”。而阻碍我理解的，好像是我
们的教育。教科书上充满铺陈，而不是富有诗意的简洁；老师们擅长演示，而非叙事。我现在甚至觉
得，我们都很难拉开一段距离去欣赏一段漂亮的叙事，去体味心灵与媒介之间的化学反应过程。看这
书，像是 在吐出教育对心灵的毒素。
2、叙事学：托多罗夫：主题叙事学，关注被讲述的故事、人物的行动及作用、行动元之间的关系热
奈特：语式叙事学，关注人们讲述所用的表现形式，叙述者的表现形式，作为叙事中介的表现材料（
画面、声音、词语），叙述层次、叙事的时间性、视点。什么是叙事：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
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1. 一个叙事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整体性与无穷无尽的现实世界对
立2.双重时间段落：事件时间+叙述时间，画面——描写——叙述3.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话语，对叙事的
感知使得事件非现实化什么是电影叙事：画面不等于单个词语而是一句陈述；电影画面的含混性，很
难用一句陈述概括，因为画面show instead of telling。电影诞生之初：单一镜头，地点、时间、行动三
一律电影处于书面叙述和戏剧演示之间：不是完全narration，也不完全是演示monstration：不是同时性
的演示；摄像机的运动可以约束和引导观众的视线多重叙述：电影的复调性：电影的基本叙述者、大
叙述者的声音与第二叙述者即次叙述者的声音的重叠没有一定之规，展现出话语的多样化。基本叙述
者即影片的交流负责人是一种机制，操作各种表现材料对其作出安排，组织叙述方式，向观众提供各
种叙事信息。空间：书写叙述与电影叙述的区别：书写叙述只能分开地先后处理同一空间中同时发生
的两个事件（区别于19世纪的小说，现代小说中描写可生成叙事），而电影叙述中空间始终在场。视
点：区分视觉聚焦ocularisation、听觉聚焦、认知聚焦；认知聚焦：内认知（观众所知=人物所知）；
外认知（观众所知&lt;人物所知）；观众认知（观众所知&gt;人物所知）
3、终于又把《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完一遍。这是读第三遍，读起来还是那么兴致盎然。好书确实
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这虽然是一本本薄薄的小书，但却把电影叙事学的关键问题讲得一清二楚，两
位作者（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探讨了电影叙事的双重性特点、电影叙事的研究方法
、词语与画面的关系以及空间、时间和视点等基本但绝对重要的问题，对每一个方面，作者都给出了
细致入微又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汉语电影学界涉及叙事者甚多，但似乎大都懵懵懂懂纠结不清，没
见到哪位在电影叙事方面做出比较到位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所以，对叙事学和电影研究感兴趣的同
学，都可以读读这本小书。本书的译者刘云舟曾留学法国，认识作者之一，又以电影叙事作为其博士
论文主题，他的翻译很值得信赖。本书的两位作者谦虚地表示，他们不企求详尽地探讨所有可能的叙
事学研究的领域，期望读者在他们止步的地方继续深入下去。下面这几段文字抄自结语，值得我们思
考和学习：“一个书写的叙事绝不是一个电影的叙事。对此，只要一个理由就可以说明，前者是单一
性，后者是复调性的。这个平庸的确认并非对研究部发生影响。怎样谈论电影的‘叙事’？电影叙事
者不直接显现出来，而处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引导。‘视点’在一本小说中可以具有什么含义？无论
如何，小说都不能直接运用目光。只有通过不同媒介之间的不断比较，这类问题才能得到答案。例如
，电影因为演示行动与戏剧类同，因为使用言语与小说相似，如此等等。但这种戏剧性，或言语性的
系数在影片中有所变化，就因为影片同时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材料。所以，这些比较不能脱离符号学
对材料的思考靠来进行，这在叙述、空间、时间和视点的阐述中已经涉及。结果，小说研究领域所建
立的某些概念显然需要重新探讨，例如，影片分析将聚焦分为认知的、视觉的和听觉的聚焦。返回也
是合理的，文学叙事学需要在晚辈电影的推动下开展新的探讨。其实，这就是我们应当得到的教诲。
今天，不再可能固守于边界确定的研究领域，叙事学理应是比较的，在于不同媒介的对比中向前发展
，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然，这一观点遭到一些抵制，这是因为电影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依然
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即使一些非常有见识的人认可某一学科可以‘严肃地’谈论电影，也很少从谈
论电影的学科那里借鉴一些此学科所创建的模式。然而，必须对此习以为常：概念的完善只能依靠在
不同的对象上检验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文学叙事学对电影叙事学的成果加以再思考，并用于自己的分
析会有很多收获。就像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文学叙事学也只是叙事学的一部分。
同样，电影叙事学理应考虑其他视觉艺术和形象表现的叙事学发展，例如，有关戏剧的，或者连环画
的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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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4、首先引述了叙事学与电影的联系，电影的声画、摄像机镜头、机位的摆布都可以与叙事学叙述人
、视角、时空等元素相联系。结构分为“电影与叙事”、“陈述和叙述”、“词语和画面”、“电影
叙事的空间”、“叙事的时间性与电影”、“视点”这六部分。其中，第一二三部分是强调谁为叙述
人、采用何种方式叙述及在时视听媒体中如何变化（话语：代理叙述者—无声电影字幕—画外音）。
第四五部分展示了空间和时间性，展示空间性除了从机位上去表达，基本都是面对人物这个行动元对
象进行解析（与我论文中为静态的对象不同，论文这里要改变）；而时间性的时长时频时序也是通过
人物行为来表达和解说的，基于其中可分析的对象体为人物的行动，与论文此点不同。第六部分写了
聚焦，除了热奈特强调的一些经典聚焦之外，还添加了“听觉聚焦”和“观众认知聚焦”这两小节，
听觉聚焦实际上也是面对观众而言的，如两人在舞厅里讲话，周围的环境杂声会渐渐低下去，实际上
剧中响声并未消失，只是从观众的视角出发，听不到这些杂声而已。而“观众认知聚焦”中还包括观
众对空间的限制认知，具体例子如《低俗小说》中的开始镜头（有局限性的餐厅），但这实际上第四
五章已经讲过了。对我而言，这本书举例广泛，浅显易懂，但是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章节逻辑不是
很清楚，很多相类似的东西，这也说点，那也说点，再加上大量例子，有点乱麻状态。不知是否感受
相同，还望阅过此书之人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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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章节试读

1、《什么是电影叙事学》的笔记-第34页

        当对话比看得见的行动更重要的时候，就是说叙事信息先在词语中，然后才在画面里传达与表现
，米特里称之为“拍摄出来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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