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X)7年2月

凡b.2(X]7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nmalofChon四in 5，】ial Edition)

第24卷第1期

VoL24 NO.1

接受美学在中国影视艺术中遭遇尴尬‘

邵茄波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以洲〕67)

    〔摘要〕将接受美学的观点与影视批评的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接受美学的三个角

度— 效果价值评判、审美期待视界和本文召唤结构出发，分析接受关学在中国影视艺术中遭
遇的尴尬，指出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影视艺术自身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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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美学作为对构成文学的四要素之一—

读者— 进行研究的集大成理论成果，是二十世纪

后半叶西方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之一，是美学发展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

    接受美学虽然以文学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但

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所开创的思路对于其他艺术

门类的研究也应该是适用的。然而，在我运用接受

美学的观念对中国当前的影视艺术进行思索的过

程中，却处处碰壁。本文着重从效果价值评判、审

美期待视界和本文召唤结构三个角度来分析接受

美学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所遭遇到的这种尴尬处境。

    一、效果价值评判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价值是作品对读者获得审

美享受的需求满足与否的关系;它是一个以审美价

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系统;它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

程中才能现实地生成。而一部作品所产生的社会

效果，则是评判其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文学史应

该是接受文学史或效果史。电影在人们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在电影发明的

初期，人们虽然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娱乐功能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但始终不承认它是一门艺术。直到移

居法国的意大利人卡努杜所创立的“第七艺术”概

念逐渐被公众接受后，它的地位才日益重要起来。

特别是当它具备了完全的视听表现力时，一些理论

家甚至预言其他艺术门类将会随着电影艺术的发

展而渐趋消亡。然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

年代，随着电视的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的电影业普

遍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到了八、九十年代，录

像、影碟、MTV、卫星天线以及网络的接踵出现，进

一步动摇了电影的重要社会地位。

    如果说好莱坞以其多年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丰

富的类型片制作经验和紧随高科技发展步伐的创

新态势而保持了它的坚挺地位、而消除了电影将会

消亡的预言的话，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电影缺乏的

正是这些。当前，中国电影业的不景气是有目共睹

的。国产片连本国观众都不愿意去观赏，更不用提

去开拓海外市场了;城市电影院或豪华奢侈或举步

维艰，乡镇电影院门可罗雀甚至关门大吉;新拍的

农村题材影片农民无法看到，露天放映的老掉牙的

影片再也无法吸引十里八村的人奔走相告了。

“一方面，国产电影在定位和生产上越来越远离影

院消费的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影院的消费环境越

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现实。”川如此以来，
观众根本无意接受或接受不到电影制作者费时、费

力、费资创造出来的作品，还怎么去奢谈这部作品

的社会效果如何，价值是大是小，还怎么去打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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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观众，进而提升观众的审美经验。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价值是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显示出来的。的

确，这种情况在电影的接受过程中时有发生。《一

个和八个》在当初送审时，就连电影界的专家也难

以接受，后来却一举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甚至被陈凯歌称之为“我们一代人的骄傲”〔’];香
港周星驰的影片原来只被看作纯粹消遣娱乐性的

商业片，后来却被推崇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但

是，我们凭什么可以判断当前无人看的国产片就一

定能被以后的观众所接受?接受美学的批评建立

在作品在过去和现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基础上，

对这种将来可能产生的效果无法适用。

    那么，对于电视呢?应该说自从电视诞生以

来，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始终处于上升态

势。人们越来越把大把大把的休息时间花费在了

看电视上，甚至形成了观看癖。可以说，电视目前

已经发展成为引导社会舆论、提供消遣娱乐、宣扬

伦理道德的最重要的媒介。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电视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就中国当

前的电视剧而言，“文艺理论家仲呈祥认为它给受

众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情商越来越高，智商越来越

低，胆子越来越大’，而影视评论家黄式宪认为现

在的电视剧追求的是‘感官的盛宴’和‘快乐的诱

惑”’[3]。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直接效果是改变人

们的灵魂，最大的魅力在于震撼心灵、激发情感。

而电视把观众的观赏活动紧紧束缚在感观层次，不

能引导他们进行深人地反思，这根本触及不到接受

美学所达到的高度。

对影像的消费反而造成了对虚幻影像的盲目模仿、

依赖和沉腼，不仅没有对原有的审美期待视界和审

美经验产生建构作用，反而进行了部分地消解，致

使“人们的叙事经验越来越简单，美学体验越来越

表层，空间意识越来越衰退，超日常理想越来越淡

漠’，[，j。
    相对而言，“电影的审美经验是超日常的⋯⋯

追求视听的奇观化，叙事的复杂化，审美体验有限

的‘陌生化’。”〔6]在观赏方式上，它是封闭性的，不

像观赏电视那样容易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和遥控器

的诱惑。因此，人们在进人电影院之前和走出电影

院之后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与电影中的

世界是不同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抱着审美的

态度去消费影像，像阅读文学作品那样将自己的审

美期待视界与影片的视界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异，

思索、发掘影片的深层内涵。也只有完成了这样的

程序，观众的视界和审美经验才能够得以有时是突
飞猛进，有时是潜移默化地改变。遗憾的是，由于

中国电影的缺席，观众的视听审美能力便不能得到

有效地提高;反过来，也正由于观众的视听审美能

力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国产电影的生产便无法准

确地进行定位，市场也就一天一天地萎缩下去。这

样的恶性循环只能导致本已落后的中国电影与世

界电影发展趋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审美期待视界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从原有的审

美期待视界出发的，在与作品的具体接触、碰撞中

对作品进行重建，最终达到读者视界与作品视界的

沟通与交融，读者自身的视界得到了改变与更新，

审美经验得到了开拓与积累。

    电视的普及使影像文化日益渗透到现代社会

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

式。早已有人指出电视中过滥的凶杀、暴力节目应

该为当前混乱的社会治安负责。还有人将这种现

象称之为“生活模仿艺术”。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

《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媒体世界里，

除了警察和贩毒者外，谁都吃不开。电视世界是一

个不事生产只讲消费的世界。’，[’J由此可见，观众

    三、本文召唤结构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阅读能动性的调动与发挥

不全是自发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本文召唤结

构。文学创作应该自觉地追随“潜在的读者”创造

适当的“空白”与“不确定性”，创造语符的能指与

所指之间的“偏离效应”。

    相对于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含混性，影视作品

的影像本身就具有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观众想像力的发挥。比如说，文学作品中“姑娘

好像一朵花”一句话可以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思，但

如果要用影像来表达的话，是选用荷花、菊花，还是

选用牡丹、兰花呢?恐怕无论选用哪一种，都无法

达到原来的意境。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坚决反对将

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根本原因所在。

    既然有了这一方面的缺陷，影视制作者就应该

在其他方面积极创新，增强作品结构的召唤性，让

作品的视界始终保持在既高于观众的审美期待视

界又不能高不可攀的水平上。其实，要使作品打

破、改变观众的旧视界，不一定要创造出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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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界来，只要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距离即可;不一

定要创造出全新的形式来，只要有所创新即可;不
一定要提出一种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只要在层次

上、水平上或程度上不完全相同即可。

    然而，也许是中国的影视制作者认为观众的审

美层次太低的缘故吧，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总是给

人一种十分平淡的感觉，总是力图将一件事情的前

前后后一点不漏地讲清楚，生怕观众不能理解作品

留下来的“空白”。电影方面，不能将高科技手段

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其中(当然也有技术水平、资金

方面的原因)，不愿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加人一点点

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不愿放弃自命清高的姿态去与

商业因素联姻;电视方面，永远是家长里短、三角恋

爱的故事在絮絮叨叨地讲述着，永远是似乎益智实

则弱智、似乎搞笑实则搞笑的人可笑的游戏在进行

着，永远让观众觉得四十多个频道选来选去始终找

不到自己的“最爱”。如此一来，“潜在的读者”不

仅没有被召唤为“现实的读者”，反而真的“潜伏”

了下来。为了自我解脱，电影上升成了精英艺术，

电视退化成了媚俗艺术。

    综上所述，接受美学在中国影视艺术中遭遇到

的尴尬实际上也是中国影视艺术自身的尴尬。要

想改变这种尴尬局面，真正将电影和电视发展成为

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需要影视界的有识之士

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殷切期待着影视艺术振兴

之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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