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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影音藝術的欣賞

 現今是影像爆炸的時代，我們無時無刻都暴露在大量的靜態或動態的影像

之中，無論是百貨商圈林立的廣告看板或是播放新聞的大型電視牆，甚至回到

家中，我們也無法抗拒電視和網路所傳播影像的誘惑。有人說，身處在現代社

會，不會閱讀影像的人將成為新一批的文盲。我們經常無意識地讓影像流過眼

前，卻很少思考這些影像的意義以及它如何建構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面對

周遭事物的價值體系。長久以來，我們學習閱讀文字來獲取知識，使用文字作

為人際溝通的方式，如今，影像的影響力已不容小覷，但教導我們如何閱讀影

像的管道卻嚴重缺乏。因此，影像教育的奠基與發展實屬必要的關鍵課題。不

過，影像的來源何其多，究竟要如何選取適當的影像媒介作為教學和閱讀的題

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例如：電影可說是大眾最常接觸的媒介之一，由於電

影本身具備貼近大眾和寓教於樂的價值，不啻為閱讀和思考影像的入門選擇。

除此之外，透過電腦與網際網路所建構的影像作品，例如：電腦動畫、多媒體

藝術作品、網路與線上遊戲等，都是身處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的我們所必須了

解的。

 就電影而言，電影是現代人尋求娛樂消遣不可或缺的休閒方式，我們買

票進電影院，為的就是要逃脫現實環境的束縛，遁入由導演和編劇虛構的世

界，去體驗劇中角色的生活，聆聽一個從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有趣故事。透過

電影，我們可發揮無窮的創意和想像，並結合影像和文字來發想和述說一個精

彩的故事，對長期接受制式教育而較欠缺活潑創意的學生而言，電影具有不同

於繪畫和工藝的創意訓練課程的潛能。另一方面，電影也能幫助表達人們對自

我、他人和整個世界的觀感。我們可從經典和當代的大師作品中，了解他們如

何用攝影機探索自我，用底片記錄人生；電影和永垂不朽的文學作品一樣，能

幫助我們省思人生，進而解決生命中如家庭、事業、感情等許多難解的問題。

 除了刺激創意的發掘及思索人生意義之外，電影亦扮演著認識異國歷史和

文化的窗口。現代人普遍接觸的影視媒體，大多僅提供表面的事件陳述，亦或

刻板意識形態的呈現，多少窄化了我們對世界其他角落的認知。透過觀賞不同

國家所拍攝各種不同題材的劇情片或紀錄片，我們得以了解其他國家特有的民



1�第二篇   導  論

圖2-1-1《翻滾吧！男孩》劇照

族性格與風俗文化，甚至提供完全不同於報章雜誌詮釋種族、性別和歷史事件

的角度，使我們重新檢視和批判對既有事件的態度和看法。而這也比閱讀提供

單一思維的歷史和地理課本的照片和文字，更具有學習的效果與價值。

 電影能使我們放鬆心情，也能使我們思考反省。電影能幫我們逃避現實，

也能幫我們面對現實。電影結合了娛樂和藝術的價值，容易為眾人接受，也更

容易發揮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因此，學會如何看電影，將有助於我們以多

元、深層的角度了解內在自我的心智和外在社會的運作。

 由認識電影開始，我們需要注意更寬廣的影像世界。如前所述，人們的生

活其實被各種影像包圍著，從路邊的廣告招牌，到個人電腦上展示的網頁，都

閃爍著五花八門的影像與圖像。就音像藝術領域而言，電腦動畫、數位媒體與

錄影藝術等產製的作品，同樣需要學習賞析的方法，才能從傳統的類比影像，

跨越到數位內容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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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從一八九五年誕生至今約已一百多年，從一個遊樂場的玩具發展成為

一種俗稱「第八藝術」的形式；從一種記錄現實的工具而發展成一種表達人類

思維與內在感情世界的媒介；從無聲發展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豐富了人類

文化生活的內涵。電影成為超越國界與語言種種限制，了解各種不同文化的最

便利的工具。

 然而觀賞電影其實是一種視覺上的幻象，我們相信自己看到銀幕上的是連

續、流動的動作，實際上，那是短暫而連續的分割畫面串連起來所產生的「動

作」。眼睛之所以會將他們變成連續動作，主要是由於眼睛的視覺特性以及腦

中詮釋訊息的方式。當人的眼睛離開所看的物體之後，該物體的影像不會馬上

消失，而會在視網膜上繼續滯留一段時間，例如：持一個點燃的亮點在暗處旋

轉，會產生像一條發亮的帶子或火圈之感，這種現象稱為「視覺暫留」。

 電影的發明一直要到攝影科技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後才開始。一八七九

年英國攝影師梅勃立奇並排將十二架使用玻璃感光板的照相機，以快速曝光的

方式拍了一系列馬在跑的照片，他的目的是凝住運動的剎那，證明馬能四腳騰

空，這種系列影像的攝影，就是電影攝影的前身。 

 一八八九年，美國人喬治柯達發明了一種底片，稱作賽璐璐，這種底片

既柔軟，韌度又強，能夠通過攝影機的快門而曝光，同時其長度又可大幅度增

加，使得拍攝的時間亦可相對的延長。

 至於在放映機方面，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有人採用魔術幻燈的投影

原理加以改良，並加上快門裝置，製作成早期的電影放映機。為了要讓影片在

接受光線時能產生間歇的運動，以穩定而持續的通過快門，法國科學家馬海在

一八八八年又發明了馬爾他齒輪，加裝在攝影機和放映機上，使影片在接受光

線時，底片能做短暫的停止，後來這種齒輪成為攝影機與放映機必備的裝置。

 透明底片、快速曝光讓底片產生間歇運動及順利通過快門的裝置等種種的

設計組合，在一八九○年左右終於完成，電影於焉誕生。

 電影的發明起源眾說紛紜，如果我們認真考察一下當時的史實，這些說

法都不足為奇。科技的發展本來就凝聚著眾多科學家的智慧，後繼者承襲前人

的成果。在法國、俄國、美國、英國同時都有人進行電影放映以及從事電影相

關之發明，然而在所有的電影先驅者當中，以美國的愛迪生及法國的盧米埃兩

 貳、電影發展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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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發明最重要、成就最高，他們被公認為電影之始祖。愛迪生的貢獻是發

明了西洋鏡，這可說是遊樂場中的一種玩具，每次只能給一個人看的「窺看機

器」。所放映的影片沒有故事可言，純然是片段的動作或運動的記錄罷了，例

如：舞蹈魔術、小丑表演或世界奇觀等，由於這些動作栩栩如生，吸引了大量

遊客。故西洋鏡在一八九○年代早期出現後，很快就成了雜耍遊樂場中不可缺

少的項目。

 法國的盧米埃兄弟則秉持著不同的理念。他們一開始就將電影放映視為大

眾娛樂，而致力於電影放映到大銀幕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近代電影有著深遠

而直接的影響。盧米埃兄弟於一八九四年開始研究愛迪生的放映機和攝影機，

並加以改良，成功研發一種輕便並兼具拍攝與放映功能的攝影機。一八九五年

初，盧米埃兄弟拍攝了世界第一部無聲影片，叫《工人們離開工廠》； 同年

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們又在巴黎的「大咖啡館」正式向社會公開放映《火車

進站》與《水澆園丁》等十部短片。這些短片捕捉了事件流動、自然的影像，

記錄著當時每日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認為盧米埃兄弟是電影寫實傳統的建

立者，所以大抵認定一八九五年是電影的誕生年。

 電影初期的成功，導演們開始尋找更複雜、更有趣的形式來吸引大眾的興

趣。一八九六年梅里葉從英國買了一架放映機改裝成攝影機。梅里葉是個魔術

師，發明了許多簡易的電影特效。梅里葉製作如幻想世界的精細布景，拍攝他

的魔術。除了簡單拍攝魔術表演，還用一系列「景畫」來拍較長、純屬想像的

奇幻影片，如《月球之旅》等，因為他的影片大都混合著幻想式敘事結構和奇

幻場面，立下了影像形式表現傳統的開端。

 在一九○五年的美國，開始出現所謂的五分錢戲院，吸引各個社會階層

的觀眾，展開所謂好萊塢式的電影片廠與明星制度。一九○八年葛里菲斯開始

了他的導演生涯，在五年中拍了近百部短片，皆是在短時間中製造相當複雜的

敘事線。葛里菲斯在拍攝《國家的誕生》與《偏見的故事》時，開始用交叉剪

接，同時交代好幾個地點所發生的事件。為了捕捉演員臉部的細微表情變化，

他開始將鏡頭向前移，比一般早期電影中的全景或腰部以上的中景鏡頭更接近

演員。他的影片影響深遠，尤其是在《偏見的故事》後段場面的快速剪接，對

二○年代俄國蒙太奇風格有相當大的衝擊。

 一九二○年艾森斯坦受了一九一九年葛里菲斯的《偏見的故事》影響，

而進入電影界。他的第一部劇情片《罷工》，成為蒙太奇運動的開端。第二部

《波坦金戰艦》上片後也大受歡迎，引起許多國家對該運動的注意。接下來的

數年，艾森斯坦、普多夫、維多夫等拍了一系列具蒙太奇風格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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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華納兄弟公司所拍攝的《爵士歌手》代表有聲電影的誕生。

該片受到觀眾們的熱情歡迎，使得當時瀕於破產的華納兄弟公司賺到了起死回

生的利潤，也促使美國所有的電影製片廠在兩年之內都改拍有聲片。美國的電

影觀眾於是從一九二七年的六百萬，暴增到一九二九年的一千萬。電影的無聲

時代就此宣告結束。

 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興起，成為西方電影在此一

時期最為重要的電影現象。義大利傑出的電影藝術家，在漫長的法西斯主義統

治下，從戰後的碎磚瓦礫中站立起來，想盡辦法籌措資金和膠片來拍攝影片。

他們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電影藝術家一樣，不顧忌傳統，富有創造

性和探索精神。一批批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作品相繼推出，引起世界影壇的

關注。他們以極為樸實、真摯和深刻的藝術影片，打動全世界每個民族。事實

上，影片中所表現的戰後特定題材和內容，幾乎是全世界所共有的經驗，義大

利電影藝術家以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在影片中反映出來。他們緊緊地抓住這

個機遇，發展了屬於自己民族的電影文化，同時，也屬於全世界的電影文化。

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鮮明的美學特徵，標誌著有聲電影以來，電影趨向於現實主

義美學追求的最突出成就。同時，他們改變了西方電影與美國電影之間的抗

衡，向傳統的戲劇電影挑戰，創造出較為電影化的藝術作品。義大利新寫實主

義，是一次從內容到形式徹底的美學革命，在世界電影史上出現的第二次電影

美學運動，這對於世界電影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一九五○年代中期，法國一群年輕作者常在電影期刊上攻擊當時頗受藝術

界尊重的電影導演。然而如楚浮、高達、夏布洛、侯麥、賈克希維特等人，一

起推崇被認為已經過時的導演如尚雷諾、馬克斯歐弗斯或布列松等人。重要的

是，這些評論家在攻訐當時法國電影制度時，並不覺得欣賞誇大花俏的好萊塢

作品是一種矛盾。重要的電影期刊《電影筆記》在一九五八年誕生，貢獻了新

的電影形式與風格，大力提倡「作者論」，帶動所謂「新浪潮」。後來這些年

輕人轉而拍攝電影，到了一九五九年形成了一股勢力：高達的《斷了氣》、楚

浮的《四百擊》、希維特拍的《巴黎屬於我們的》等在坎城得首獎。這批精力

充沛的電影生力軍被記者稱為新浪潮，且這五位導演的作品源源不絕出現，在

一九五九∼一九六六年間共拍了三十二部劇情片。這麼多產量的作品之間的敘

事形式和電影風格非常類似，明顯的形成一股新浪潮運動。新浪潮影片最明顯

的創新特質在於這些年輕導演外表不修邊幅，讚揚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電影，

反對棚內拍攝，因此在巴黎市區尋找實景拍攝形成了一種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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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時代的來臨，電影也在進行一場新的數位電影革命。數位攝影技術

目前正蓬勃發展，像是美國的《星際大戰3》、俄羅斯電影大師蘇古諾夫以一

天拍攝完成的一鏡到底鉅作《創世紀》等，此外，許多重要的影展特別開放播

放數位電影的專區，由此可知電影界對數位電影並非排斥，而是接納及期許。

雖然數位電影目前還未發展成熟，但是全新的詮釋方式，震撼了觀眾及評審的

感官，讓未來電影發展趨向多樣化、數位化。

 雖然新科技的形成有助於品質或成本的提升，但這只是所謂的表現手法不

同而已。一部好電影不在於使用的技術多好，而是能感動人心的劇情，讓人們

留下深刻的印象。科技的運用只是輔助電影拍攝的圓滿達成，而非最終目標。

在數位科技的影響下，我們必須將過去所學的美學、經驗、成果等，應用在新

電影，並且靈活運用新工具，整合藝術與科技，為數位影像領域做新的發展與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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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主義 古典主義 形式主義

紀錄片 劇情片 前衛電影

心靈與益智

鐵達尼號

誘惑

翻滾吧！男孩 英雄

圖2-3-1

 參、影音基本元素介紹

 如何欣賞影音作品？我們可以從欣賞電影的方式開始談起。其實觀看電影

的方式有很多角度切入，例如：是寫實還是抽象、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是前

衛影像、不然就是什麼類型的劇情片。通常電影依其風格與類型分為三類：寫

實主義、古典主義還有形式主義。其基本類型又分為：紀錄片、劇情片和實驗

片，這些分類也只是為了區別的方便，因為在電影中他們經常彼此重疊。由下

圖表提供大家一個清楚的脈絡：

 由上面的圖表（圖2-3-1）可知，紀錄片也可以是劇情片的元素，比如《翻

滾吧！男孩》雖然是紀錄片，卻也有劇情片的要件，像是故事的起承轉合，沒

有一個地方看不到劇情片的元素。又如《英雄》雖然是劇情片，但其電影表現

太過於注重形式，所以影片中也有著實驗性質的感覺。接下來的章節，就以一

般劇情片的幾種欣賞方法來解析如何欣賞電影。

 通常看電影，我們總會注意到幾種元素：攝影、場面調度、剪接、聲音、

形式等。以下我們就由這幾個元素開始，細細道出欣賞電影之道。

一、攝影

 攝影可細分為：鏡頭、角度、光影與色彩。就鏡頭而言，可分為大遠景、

遠景、全景、中景、特寫、大特寫，還有比較特別的深焦鏡頭。大遠景通常用

在建立鏡頭，這種鏡頭在史詩電影常常出現，如在電影《魔戒》中，這種鏡頭

就常常出現，用以表現磅礡的氣勢。遠景與全景鏡頭頗為類似，主要用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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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身鏡頭，卓別林的喜劇影片就非常偏好此種鏡頭，因為這樣可以把演員

誇張的肢體動作表露無遺，這種鏡頭比較有劇場舞臺的感覺。中景是人物膝或

腰以上的鏡頭，一般用在兩人對話的掌鏡。特寫鏡頭是把鏡頭焦點放在物件的

細微部分，大特寫則是其特寫鏡頭的再擴大。最後，深焦鏡頭即所謂的廣角鏡

頭，在深焦鏡頭內，不管遠近事物一律清晰可見。

 角度有鳥瞰鏡頭、俯角、水平角度、仰角和傾斜角度。俯角拍攝會減少被

攝物的重要性，使人物顯得卑微。仰角鏡頭與俯角相反，通常給人恐怖感、莊

嚴及令人尊敬的感覺。傾斜角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鏡頭，會給人緊張、轉換及

動作即將改變的感覺，通常用於暴力場景。

 最後是光影與色彩。光影往往和電影的主題與氣氛有關。比如喜劇愛用

明亮的光，恐怖片就比較偏黑、暗調的光。談到色彩，最鮮明的例子就是《英

雄》，它以紅、藍、白、黑講述故事，這種電影往往都帶有表現主義的味道；

它同時呈現心理意涵，是電影中下意識的元素。色彩具有強烈的情緒性，訴諸

的不是意識與知性，而是表現性和氣氛。

二、場面調度

 場面調度一詞借自於法國劇場，原意是「舞臺上的佈位」，在劇場裡泛指

固定舞臺上一切視覺元素的安排。電影裡，場面調度有四個不同的形式元素：

動作的安排、布景與道具、構圖方式、景框中事物被拍攝的方式。希區考克曾

表示說：「我只想該如何像填畫布一樣，將空白銀幕填滿，這就是為什麼我把

分鏡及道具安排的草圖給攝影師。」以場面調度來說，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杜

琪峰所導演的《大事件》，該片是一部警匪片，然而在開場七分多鐘的長鏡頭

中，卻能夠把警匪對峙的關係交代得清清楚楚，警方到底要抓誰？如何部署？

歹徒又是如何逃脫？在攝影機的鏡頭運行之下，讓觀眾一目了然。

三、剪接

 鏡頭是電影組成的基本元素，而電影靠著鏡頭與鏡頭間的組合產生意義。

這個鏡頭與鏡頭間的組合就是所謂的剪接，也就是電影文理。說到剪接，不免

要提到蒙太奇。普多夫金認為兩個鏡頭並列的意義大於單個鏡頭的內容。庫勒

雪夫做了很多片段組合的實驗，他發現有時候演員不一定要演戲，光是鏡頭的

並列，戲劇效果就已經產生。而後艾森斯坦又說，兩個不同鏡頭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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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

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以電影《芝加哥》為例，在律師操縱布偶人的那段戲，便是現實與虛幻

的相互剪接。現實中，律師大放厥詞，講得天花亂墜，目的只為了操縱媒體；而在虛幻的畫

面，記者與女主角變成了他操縱的布偶。這兩者交互剪接，把故事與畫面經營得讓觀眾更能深

入體會。

四、聲音

 電影的聲音分為三種：音效、音樂與對白。黑澤明曾說過：電影的聲音不僅有加強、連

接影像的效果，其效果更是加大了好幾倍。音效的主要功能是在營造氣氛，但也可以成為電影

的主要意義，如在驚悚或懸疑片中製造恐怖效果。有時候，在有聲片中突然的無聲，通常象徵

著死亡。如在電影《情書》（圖2-3-2）中，女主角藤井樹在醫院等待的畫面，整個空間突然無

聲。而後，她看到已故的父親躺在病床上，被眾人推往急診室。

 接著，我們談談電影音樂。音樂的作用很多，當電影字幕升起時，音樂宛如序曲，代表

電影整體的精神和氣氛。在《狂琴難了》中，音樂為最重要的主題。故事從一個未完成的旋律

到一首完整的歌曲出現，每個階段都有不同意

義。音樂在未完成時，三人之間的關係與愛情

在發酵，音樂完成後也正式宣告三人的關係開

始走樣。女主角不得已獻唱那首歌 “Gloomy 

Sunday”時，導致作曲者自殺，三人關係從此

崩離。

五、形式

 形式即電影系統。可以分為兩種關係：一

是形式與情感，另一則是形式與意義。情感在

形式經驗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又可分為兩

類：作品中所呈現的情感以及觀眾觀賞時的情

感反應。電影的情感即由攝影、燈光、色彩、

場面調度、聲音以及演員表演所產生。比如：

喜劇演員的演出，恐怖片的燈光處理等。這些

元素彼此間交互影響，並透過形式結構來表達

電影裡的情感、有系統的與其他部分互動，觀

眾的反應即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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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3

 形式與意義的關係就像情感一樣，意義對藝術的經驗相當重要，其中有四

種不同面向：

 ‧指示性意義

 ‧外在意義

 ‧內在意義

 ‧徵候性意義

 指示性意義即故事最基本的骨架摘要；外在意義指電影透過主角告訴我們

什麼；內在意義是觀眾看完後理解影片的涵意並得到感想；徵候性意義即電影

中的意識形態。在此，我們以《悲情城市》來解釋上述所說：

‧指示性意義

 《悲情城市》中的指示性意義是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後的九份為背景，以

這個背景來描述二二八的故事。（圖2-3-3）

‧外在意義

 在《悲情城市》中，電影透過文生這個角色，甚至文生的家人來述說一個

大時代的無奈。（圖2-3-4）

‧內在意義

 本片讓我們思考，在那樣的一個時空背景下，人的一舉一動無法隨心所

欲，時代的壓力與誤解，造成不可抹滅的傷痛。《悲情城市》不是要揭開舊歷

史的傷痛，而是要讓大家了解在大環境中，有許多事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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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關鍵字

第一章：網際網路、電腦動畫

第二章：視覺暫留、五分錢戲院、蒙太奇、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法國新浪潮

第三章：場面調度、剪接

‧徵候性意義

 此即影片的意識形態。《悲情城市》說

的就是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殖民觀—走

了日本人，卻來了大陸的國民兵。

結論

 什麼是一部好電影？我們先把個人喜

好作為判斷電影好壞的標準放在一邊，當我

們評論一部電影時，有的人以道德為準則，有的人卻是以寫實為準則。在此，

我們加入一些形式的觀點來考量作為評論標準。首先，看影片首尾有無一貫，

依本質而言，一個作品夠不夠完整、生不生動、是否扣人心弦引人入勝，都是

一個好作品必備的條件。二是複雜度。能否吸引觀眾多方面的注意力，並且在

眾多的形式中創造出創新而有趣的表現。最後就是原創性，一部好的電影必須

有其原創性，當然不是為原創而原創就是好，如果一部電影能夠在舊有的題材

上，發揮新的創意，展現新的表現手法，創造出一個新形式，不啻是一部好作

品。

圖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