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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概念——影视·换一种方式思考 

作者： 丁海宴  

关键词： 影视 蒙太奇┊阅读：170次┊ 

何谓概念？简而言之，就是关于事物含义的总的认识。 

人类总是通过概念来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又是关于事物含义的某种制约和肯定。两类事

物的差异，常常取决于两个概念的异同。 

无疑，人是概念的建立者。那么，人的历史的局限性，就决定了限定、制约的局限性。应该讲，任何事物含义的制约和

限定，都只是某种历史时空的制约，某种观察时空的限定。或者说，制约和限定只是意味着在某一特定时空、角度、位

置上的界定。随着时空的变化，环境的迁移，视域的差异，限定时常可能失去效力；制约时常可能失去意义。很像黄山

上多姿多彩的奇峰异石，改个角度，变个位置，换个时空条件，其姿其态，就会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甚至无姿无态。 

我以为，关于概念的理解不应只限于对事物含义的总体的认识，概念的别一种价值，应该是对事物含义的总体的——全

方位的开掘，多角度的创造。概念的每一次被理解、被改变、被重估，都应视为一次对概念含义的新的开掘， 是一次对

概念生命的扩展和延续。如此，概念的价值才是一种完整的价值，概念才享有一种生命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重估概念，就是旨在重新领略概念含义的意义和风采，重新体验概念含义的生命价值。 

蒙太奇——重估影视概念之一 

我们知道，蒙太奇是从法语中借用来的一个建筑学上的名词。原意为装配、组合。音译为蒙太奇。 

在影视理论中，蒙太奇常与两个意义相同的词交替使用。一个是剪辑（又称剪接），一个是编辑。实际上，三个词所反

映的本是一个内容，一种关系，即声形之间的关系。不过，细细品来，三个词又分别具有三种不同的概念指向。我想，

剪辑是这一关系在行为意义上的概念——将声、 形分开又重组的行为； 蒙太奇是这一关系在比喻意义上的概念——

声、形的组合，像建筑施工中砖瓦、梁柱的拼接；编辑则是这一关系在思维意义上的概念——按照一种思路，通领声、

形的排列与配置。 

总之，从主体关系的角度看，三个词是一种意义的三个不同指向。从概念指向角度看，三个词只是一种概念的三种不同

描述。想必，探究其一，便可明了其二，领悟其三。故而便选择蒙太奇为例。 

（一） 感受的概念 

蒙太奇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形与形、声与声、声与形之间的联接和组合。其实这种界定，仅是一种表象的描述。或者称

其为形式的概念。 

从表象上讲，形象与声音是现实的一种存在形式。体现在影视艺术中，声、形的存在确切地讲是一种感受的存在。而关

于这一存在的表现，就是蒙太奇的表现。就此而言，现实存在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人的感受之间的联系，而非现实存

在本身。严格地讲，蒙太奇是针对感受而言，是关于感受的表现。惟有这种表现才可能成为个性化的表现。 

从形态上讲，蒙太奇是通过声、形的联接，创造各种形态的组合。而实质上，通过蒙太奇联接、构成的，首先是一种感

受的关系。因为，联接的前提是感受，感受的表现是声形，也就是说，在声音和形象之间始终潜藏着一条决定性的脉

络，即感受的血脉。应该讲，决定蒙太奇关系的不是实存本身，而是关于实存的感受。蒙太奇不仅是实存之间的关系，

更是感受之间的联系。一切实存（声音和形象）只是感受的载体，以致成为感受的表现。 

罗素先生曾经有过一次观察，“一个小圆币，虽然我们总断定它是圆形的，但是， 除非我们正面对着它， 不然看起来

它可能是椭圆形的。我们断定它是圆形的时候， 我们是断定它具有一个实在的形状， 这个实在的形状并不就是它的外

观的形状， 而是与它的外表无关的本身内在的那个形状。和科学有关的这一实在形状才占有一个实在的空间，这个空间

不同于任何人表面所看见的空间。实在的空间是公共的， 而表面所看见的空间则是属于知觉者个人的”。（［英］罗素

《哲学问题》第22页） 

实际上，面对实存中的声音和形象也是一样，我们从摄取中选择出的声音和形象片断，既存在着独立片断的含义，也潜

在着组合成新片断的意义。比如，甲在甲的系统中，具有甲的含义。一旦甲到了乙的系统中，便具有了不同于或多于甲

的含义。 一张哭泣的面容，在失去亲人时，表示着对亲人的思恋；而在胜利喜悦时，则表示为极度的喜悦。声音也与形

象一样，枪声与倒下的人相接，意为枪杀；枪声与欢呼的人群组合，意为欢庆。可能正是由于声形这种含义的不确定性

（即可变性），蒙太奇才具有了无限诱人的魅力和创造力，加之每个人感受的多样化，诱人的魅力才能不断地得以张

扬。 

人作为人的最具人性的特征，即人的创造力。蒙太奇最具魅力的体现，就在于体现了这种创造力，而不是体现在声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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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自然形态中。蒙太奇的形态是创造的形态，准确地讲，是关于声形之间感受的创造。失去了丰富的感受，便失去

了声形间丰富的形态变化，没有了多样的感受，也就没有了声形间无穷的创造。 

我们来看一组形象内容： 

这样一组画面，构成了一个主题式蒙太奇（即一个强盛国家的主题）其中，每一个画面虽然都代表了一个具象的内容，

在整体中，每一个具象便聚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主题的产生，生发于一种感受。感受溶炼出不同的形象符号，成为

感受的表达。感受不光可以建立和构成声形间的含义，也可以改变声形间的喻意。感受是蒙太奇的魂魄，感受赋予了蒙

太奇的生命。 

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性视野，这样，在每个人的个性空间中，“在不同的人的个人空间里，同一客体仿

佛具有不同的形状；这样，实在的空间（客体在其中具有它的实在形状）也就必然和个人的空间不同。因此，科学上的

空间虽然和我们所看见的、所感觉到的空间相互有联系，但是并不相同；而且，它们的联系方式还需要加以考察”

（［英］罗素《哲学问题》第22页） 

艺术是极具个性的感受，极佳的蒙太奇一定是极具个性的蒙太奇。这种蒙太奇的表现，才可称其为艺术的表现。 

（二） 关系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下面三组镜头： 

（A）中两个镜头的组合，显然不是让人们欣赏眼睛的美丽和商厦的雄伟，而是要表明一个人要去商厦购物。（B）中的

效果同样不是眼睛的展示，而是一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态势。（C）中更不是让人们了解恐惧的雷声，而是要展现山

雨欲来的自然景观。 

这里我们能发现，如果人们将形、声单独地展示时，其含义是单独个体的含义，一旦形与形、声与声或声与形组合起来

时，形或声的意义指向，就会转移到对象上去，成为声、形之间关系的意义显现。即使无意识无目的地将形、声组合起

来，其结果也是形声之关系产生出的效果。应该说，蒙太奇中的形与声的含义，往往是要通过与其相联的对象的意思得

以确定。比如，一双焦虑的眼睛，可以成为对儿女的期盼；也可以成为对灾情的思虑。一般来说，不经组合的声音或形

象，不是蒙太奇的声、形，而蒙太奇的声、形，一定是对声、形关系的注释。或者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或者是一种关系

的改变；或者改变旧的组合，或者建立新的关系。关系拓展了声形本身的意义容量，延展了声形本身的含义空间。 

蒙太奇虽然是声与声、形与形、声与形之间的组接，而其意义却产生于声形关系的确立。恰似音乐中音符与旋律的关

系，音符只有7个，却能组合出无数的旋律。音符的作用在于形成旋律，而不是展示音符本身，不同旋律的形成，来源于

不同音符的不同组合。不同的组合便要通过不同关系的确立。因此，在蒙太奇的思考中，存留于人们心中的并不是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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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是关于声或形的思考。 

在传统的哲学上，许多追随康德的哲学家都认为：“关系乃是心灵的行为，事物本身并不具有关系，各种关系之所以产

生是由于心灵在一次思考行为中把各种事物带到了一起，并判断这些关系就是事物所具有的”（［英］罗素《哲学问

题》第74页） 

实际上，用罗素的话说，“关系就像它所涉及的那些项目一样，并不是有赖于我们的思考而存在的，它属于思想所能理

解而不能创造的那个独立世界”（《哲学问题》第81页）。换句话说，关系乃是一种无法被人左右的客观实在。建立或

改变关系本身，并不是创建一个人为的实在，而是不断地满足或适应或发现各种新的实在，新的关系。 

总之，只有在关系的世界里，蒙太奇才会成为创造的主人。 

（三） 效应的概念 

既然蒙太奇追求的不是每一声音或形象的意义，而是一对、一组声形之间产生的效应，那么，效应的概念，才应该是蒙

太奇的概念。换句话说，蒙太奇的结果或目的，一定是获得声形之间关系的效果，即效果的意味或意义。 

影视作品进入后期编辑时，人们总是习惯地把镜头分为“好”镜头或“坏”镜头，这当然是从镜头本身而言。实际上，

从蒙太奇的角度来说，“好”与“坏”就不是那样绝对了。应该说，“好”有“好”的效果，“坏”有“坏”的效应。

不像一只杯子，好可以替代坏，坏无法取代好。就效果而言，“好”有“好”的用场，“坏”有“坏”的去处。在效应

面前无所谓个体的优劣，只有效应本身。在许多电视剧或综艺节目中，导演时常将拍“坏”的镜头组合起来，产生出人

们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这种效果是“好”镜头无法企及的，也就是说，“坏”的镜头组合，实现了“好”镜头无法实

现的效果。 

蒙太奇处理的过程，是一个选择、取舍的过程。取是一种肯定，却是一种相对意义的肯定，相对范围的肯定。舍是一种

否定，也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否定，相对范围的否定。舍并不完全取决于每一声形本身，取则决定于选择的整体效果。蒙

太奇总是把组合的整体效果崇为至上。 

至此，人们便能很好地把握蒙太奇思维的特征，即声形配置的集约效力。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的话，可叫做“旋律效

应”。蒙太奇的创造实际上像是不同旋律的创造，声形之间的关系如同旋律与音符的关系。没有旋律般的声形组合，不

是蒙太奇组合；没有旋律化的声形关系，不是蒙太奇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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