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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的造型世界》

内容概要

本书为苏联的查希里杨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电影理论著作。查希里杨认为“电影理论不是凭空臆造出来
的，它是从创作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在本书中通过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对比和电影理论发展的历
史回顾，对电影的运动、时间、空间、幻觉、形象、节拍、节奏、风格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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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的造型世界》

精彩书评

1、人通过自己的感官从外部世界得到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一基础上，人产生了对周围现实的
表象。外部世界的全部多样性—也就是它的三个范畴即空间、运动和时间的多样性。没有时间、运动
和空间，就既不存在人的周围世界，也不存在人本身。空间、时间和运动，不是先天的概念，而是通
过人的体验这一媒介而达到的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属性。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艺术，它
能够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以永无止境的、多种多样的信息来揭示现实。如果说，可能存在某种这样
的东西（这是很难想象的）的话，那么，这也只能是完全脱胎于现实的一种模式，从中看不到人的精
神活动的主要方面——科学的或艺术的认识。同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艺术，在这种艺术作品中（哪
怕是间接地）只再现空间，或者只再现运动，只再现时间。因为，即使是在最静态的艺术如建筑艺术
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形式的运动，这种艺术愈是完美，它表现出来的运动也就愈加鲜明。至于画家画
幅上的某一个静态的姿势——这也不过是运动的一个瞬间。建筑和绘画的每一件作品都离不开时间，
都永远带着时间的印记。即使是最富于运动的艺术——音乐，同空间也不是漠不相关的。立体声，也
就是说它的空间配置，在音乐演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决定每一种艺术的特性和特点的基本因
素，仍然是如何在艺术中再现现实世界的三个范畴——空间、时间和运动。各种艺术都可以分为三类
。诉诸于我们的视觉的属于第一类，诉诸于听觉的属于第二类，最后，既诉诸于视觉又诉诸于听觉的
属于第三类。在无声电影时期，电影属于哪一类艺术的问题似乎是很明确的。至于有声电影，那就是
另一回事了。在这里，为了塑造艺术形象，影片作者既拥有诉诸视觉也拥有诉诸听觉的可能，他几乎
可以运用所有其他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段。可不可以把电影与戏剧完全等同起来呢（在有声电影初期就
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影片、戏剧或歌剧演出都被看作综合的艺术，因为我们既看了，也听了。这种
类比尽管很吸引人，但却是错误的，因为在银幕上再现出来的时间、运动和空间舞台上的完全是两码
事。还在所谓古典艺术学时期，就有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综合艺术中，综合性永远是以成形的那
个成分为基础的。在戏剧中这样的艺术基础是语言——对话，在歌剧中是音乐和歌唱，也就是说是那
些诉诸于听觉，而不是诉诸于视觉的艺术成分。我们也可以只听戏剧和歌剧的广播（广播剧）、音乐
会上的演唱或录音。这样做可能失掉一些东西，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理解的，其中的道理很清楚。在戏
剧和歌剧演出中，视觉印象不是基本的，只能起从属的作用。它们仅能丰富在戏剧中由语言，在歌剧
中则是由音乐和歌唱所创造的那个艺术形象。在这里语言和音乐是无处不在地发展运动之中，而视觉
印象却是静态的：在一幕或一场之内布景是不变的，而且场景的转换对于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也并不那
么重要，虽然它们能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深化语言的或音乐的情节。至于音乐片，那就是另外一个问
题了。单听塞满了对话和音乐的影片是不可能的。如果一部影片只能看而不能听，那么其艺术上的损
失也就显而易见了。在电影里，视觉和听觉印象虽说不具有同等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
谈到），但它们是如此重要，因此如果在放映影片时掐断声带或是使画面消失都会使观众感到不快，
因为这是对艺术统一的严重破坏。在有声片中往往像在生活中一样，视觉和音响印象几乎是在不断发
展、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那么，什么是电影中成形的成分呢？借助于什么或有赖于什么才能在影
片中再现空间、时间和运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回答其它艺术诸元素在电影中
综合的基础是什么？然而，有声片是不是某种例外呢？在有声片中所有艺术的综合是否并无从属关系
，而是所谓权利均等的共存着呢？在涉及视觉或是音响印象究竟何者在电影中占主导地位时，一些影
片创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性质所发表的言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实践也往往证明视觉印象对他们的
创作具有重大意义。例如，爱森斯坦写道：“对于人物在做什么和他们的相互位置没有具体的视像，
就不能在纸上描写他们的行动。他们在你眼前不断走来走去。有时候他们简直就可以触摸得到，似乎
你闭着眼睛也能够把它们画在纸上。他们将要在一年、两年、三年以后才出现在摄影机前。你想把最
重要的东西记下来，于是产生了草图。它们不是电影剧本的图解。它们更不是小册子的装饰品。它们
有时候是对一个场面的感受的初步印象，以后在写电影剧本时再根据这些草图描写或记录下来。有时
候，这仅是早在最初阶段就能看到的登场人物行为的这种可能性的临时方案。有时候，这是那种应当
从一个画面中，或多半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感觉的扼要记录。”爱森斯坦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在阅读艺
术文学作品（普希金，果戈理，弥尔顿，左拉，爱伦坡）时视觉联想的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其它
许多电影工作者也指出，对于电影导演说来，善于用视觉形象来思考是多么重要。例如伯克——纳扎
洛夫在我们上面引用的爱森斯坦的笔记问世好几年以前就曾写道：我深信，杰出的苏联艺术家爱森斯
坦像具有极端敏锐的听觉的音乐家那样，具有极端灵敏的视觉，这种才能在他身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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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的造型世界》

他无疑是在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看见了不仅体现为整体、而且也表现为具体细节的自己全部创作意图了
。杰出的外国电影大师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路易 达更指出，电影的情绪感染力和说服力首先在于视觉
力量。“我们几乎能背诵各种各样的语句”——雷内克莱尔早在1923年就这样说过，“我们有眼睛，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看。”还应当引用最老的法国电影导演之一阿贝尔 冈斯在回答法国《电影手册》
杂志的一个编辑的问题时说的一段俏皮话：“在无声电影末期，我们已经接近掌握能表明意识中的变
化的武器了。然而我们却让这种武器生了锈，尔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地球上语言并非常常取胜，赢
得战斗的不是演说家。声波落后于光波。应当一出现画面，我们就已经什么都明白了。语言往往显得
是多余的重复，或者它告诉我们的同单独的视觉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码事。由于画面没有得到
充分的利用，因而电影部分的丧失了自己的视觉感染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还给他，因为，归根结底
，一切思想，甚至抽象的思想，都是通过形象产生的...许多著名的电影导演的创作经历也是值得注意
的。他们过去是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布景师，他们从事电影导演工作是由于他们看到了在他们原
先的艺术专业与电影艺术之间的那种直接的联系。理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颇为一致。“影片
”，卡赞斯基在1927年指出：“是一系列在明亮的银幕上不断出现和运动着的影影绰绰的画面。总而
言之，这永远是白色背景上的黑色线条和斑点的游戏。在物质上影片是没有的，它不包含也不可能包
含什么。因此，在形式上电影是独特的影子艺术，是某种”版画“，正象图画是涂在平面行的某些颜
料一样，影片是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子。因此，电影就其艺术材料和表达手法而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
。”自从银幕不再是无声的以后，决定电影的本性的基本因素是否改变了呢？“我至今还认为，”普
多夫金在1949年写道：“视觉形象乃是电影中的一个主要的但远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力量。”尤特
凯维奇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导演的首要特质是，善于在进行拍摄以前，在写导演剧本
以前，亦即尚在阅读戏剧作品的时候，在自己的幻想中看到未来的作品仿佛已经被体现在银幕上了。
”在优秀的导演那里，这一“视像”达到了“幻觉”（就其正确涵义而言）的程度，也就是说他越是
清晰的感觉到和看到自己未来作品的形象，他就越能彻底地和鲜明的体现这一形象。”现在让我们转
到正题上来。人感受外部世界的领域早就引起古代哲学家们的兴趣。“视觉，”柏拉图断言：“最能
破坏我们的想象，因为它是我们的感觉中最敏锐的...”。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和唯物主义思想家泰
勒斯 勒克里修斯 卡勒斯认为，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文艺复兴时代的活动家们，对人正确感受
现实的能力也进行了很多思考。莱奥纳多 达芬奇写道：“被称为灵魂之窗的眼睛，乃是心灵的要道，
心灵依靠它才得以最广泛最宏伟地考察大自然的无穷作品。耳朵则居次位，它依靠收听肉眼目击的事
物才获得自己的身价。”人自古以来对自然地观察使他得出结论说，人正是借助于眼睛才能感知周围
世界。这些思想也在民间的谚语中得到反映，例如：“百闻不如一见。”各种试验资料证明，视觉对
于人类具有重大的意义。人的脑子接受来自眼睛的报道平均大约三十倍于另一最重要的感官——耳朵
。我们主要是靠视觉来感知周围世界的空间关系的，而感知运动，视觉并不亚于听觉。即使在有声电
影中，观众看到的也往往比听到的多。对于电影的各种片种来说，都是同样的，无论是故事片，动画
片，纪录片或科教片当然，音响系统的各种艺术成分——文学的（艺术语言）、戏剧的（对白的语调
构成）以及音乐——声乐成分，在影片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若没有这些东西，影片仍旧可能
存在。如果我们首先到银幕造型形象的特点中去寻找在电影中再现现实世界的三个基本范畴——空间
、时间和运动——的特殊性，我们也不会犯错误。要证明视觉印象，也就是造型形象在影片中的重要
性并不那么困难。困难的是把影片中的造型形象同绘画、版画、雕塑‘建筑和戏剧作品中的造型形象
加以区别。因为，大多数艺术都像电影一样是诉诸于眼睛的。建筑的造型形象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
的立体的三度空间的形式是完全真实的。它对运动和时间的表达则是假定性的，永远只是间接地，但
从来不是真实的。不仅如此，在明确表达感情上，建筑在我们的时代几乎不能表现任何具体的东西。
因此，科学院士H·A·格拉巴尔公正地指出，不能把建筑看做造型艺术。而电影、舞蹈、哑剧和所
有传统艺术的造型形象却在表达艺术家的情感和思想的同时，根据各自的特点再现出实际存在的世界
那么，比如说，舞蹈和哑剧的造型形象同电影形象有无区别呢？我们记得，许多法国电影理论家认为
，由于富有动作变化，它们同电影最接近。首先是因为在舞蹈和哑剧中，造型形象无论在时间、运动
或三度空间方面都是真实的。在电影中也像在绘画和版画中一样，造型形象是假定性的；在现实中有
容积的空间是印在平面胶片上的，然后再投射到同样是平面的二向度银幕上。当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
士A·A·西多洛夫在1919年苏联电影理论草创时期就曾指出使电影接近于真正的造型艺术的这一特点
。“电影”，他写道：“在一切方面，以至于在造型手段方面较之戏剧无疑更富于假定性。正是这一
点使它比戏剧更接近于造型艺术。”此外，舞蹈和哑剧中的造型形象离不开它的表演者，只要创作动

Page 4



《银幕的造型世界》

作一完成，它就消失了。而在绘画、版画和雕塑中，造型形象是艺术家固定在他所加工的材料上的：
雕塑家是在石头、金属和木头上进行加工；版画家和画家是用线条和彩色在粗麻、纸、灰墙等等上进
行加工的。在电影中，造型形象恰恰也是由艺术家通过物质材料固定下来的。“艺术电影的过程也是
很奇妙的，”A·彼奥特罗夫斯基写道：“因为它的技术基础在于用机械方法把外部视觉材料固定在
感光胶片上。”诚然，在电影中把画面固定在材料上是一个较之传统造型艺术更为复杂的创作和技术
过程。影片创作者为固定自己的意图和把它再现在银幕上所运用的不是千百年来所习用的艺术匠艺武
器，而是复杂的现代技术。雕塑家的刻刀，画家的笔和彩色、版画家的刻板和墨在电影中已让位给光
学仪器和化学试剂了。但是复杂的技术进程并没有使作为造型形象的电影形象的本性在原则上发生什
么改变。H·列别杰夫在1935年就已指出，电影的技术基础本身不可能使人去怀疑在银幕上创造造型
艺术形象的可能性。同时，在电影中同在其他造型艺术中一样，无论是创造造型形象的技术或是用以
固定这一形象的材料，对于创作活动的具体结果，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如雕塑用的材料（黏土、木头
、石头、金属）和制作方法（塑造、铸造以及其他等等），在绘画中是用来画画的颜料（蜡‘油’水
彩颜料‘色粉等等）和在上面作画的材料（粗麻布、纸、木板、灰泥墙），在版画里是素描刻划（用
羽笔、石笔等等）和再现它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艺术作品的性质，并对创作想
象有所启发。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改变不了造型艺术的艺术本性。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不错，电影不同于传统造型艺术。电影艺术的技术基础（拍摄技术、器材、胶片）日益完善、精细，
表现手段（无论是黑白片、彩色片、宽银幕电影、全景电影或宽胶片电影）也日益丰富，这强有力的
迫使电影必须改变电影中造型形象的艺术本性。从影片问世那一天起，再现在银幕上的电影造型形象
的不可改变性、明确性和具体性就确定不移了。那么，银幕上的造型形象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尽管
在这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从理论上却还没有加以概括。在“伟大的哑巴”时期，电影的特
性仅仅被归结为直接作用于视觉这一特征——表达运动的能力。当时，使电影区别于绘画、版画和雕
塑的似乎仅仅是这一点。然而是不是这样呢？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奇怪，但在今天的有关影片造型方面
的电影理论文献中，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接触到，就是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由于电影的综合本性，
使它有可能广泛运用艺术文学、戏剧和音乐的术语和美学经验。与此同时，电影无疑又接近于绘画和
版画，因为在银幕上也像在图画或素描中一样，三度空间是在两度平面上表达出来的。我们的任务在
于，不仅指出使电影与绘画和版画相似的东西，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区别。所以我们需要搞清电影中的
造型形象的本性那么，作为艺术的电影的特性是什么呢？在这里，运动的幻觉、时间流逝的幻觉和空
间的幻觉都是通过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绘画、版画等等所运用的那样一些手段再现出来的，而所达到的
效果与其他艺术迥然不同。世界不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运动是不可想象的。空间，时间和运动实际上
是彼此分不开的。在艺术只能怪却并非永远如此。传统造型艺术通过空间向度再现运动和时间，音乐
则是通过运动和时间来表现空间。而电影却能创造出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彼此分不开的时间，空间和
运动的具体真实的、几近完整的幻觉。因此，为了阐明电影的造型特性而把它们分开来加以考察尽管
是必要的，但当然也是有条件的和不能坚持到底的。要分析在电影中 怎样表达运动和时间就不可能不
去考察在平面银幕上再现三度空间的特点。而电影观众感受空间的问题又同电影在表达运动和时间方
面的可能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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