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思想



内容

¡ 贝拉的生平

¡ 贝拉的主要电影美
学思想和贡献



贝拉的生平
¡ Béla Balázs 
¡ 1884年8月4日生于塞格德，1949年5月17日卒于布达佩斯。 

¡ 1908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关注戏剧的影响力。
¡ 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25年：侨居德国和奥地
利期间开始从事电影评论工作 ；1941年侨居苏联

¡ 1945年：回国后创建电影研究所。 

¡ 著作：
�《死亡美学》（1906）
�《舞台表演理论》（1922）
�《可见的人》（1924）
�《电影的精神》（1930）
�《电影文化》（1945）

¡ 创作：
�诗集：《明天》（象征主义诗歌）
�诗剧：《木刻王子》（1917）《蓝胡子公爵的城堡》（1918）（两部
皆由巴托克作曲）

�电影：《三分钱歌剧》（1931）；《蓝光》（1932，与人合写，导演，
里芬斯塔尔）；《在欧洲某处》（1947）











电影美学思想和贡献

¡ 开创电影文化学

¡ 对电影艺术特性的研究

¡ 肯定电影技术进步

¡ 重视电影教育





¡ 电影：重新使人“可见”
�电影重新发挥了“视觉”的作用
¡电影使人们可以“纯粹通过视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
情绪，甚至思想。”

�电影画面的直接性、丰富性

¡ “它有时候能表达语言艺术家所难以表达的某些东西了。
” “人的内心也将变成可见的了。”
¡面部表情可以迅速地传达出内心的体验。

�画面语言更具普遍性

¡身体语言比文字语言具有更大的相通性

¡无声电影不受语言隔阂的限制。
�电影今天已经只说全世界人民都能了解的通用语言

�电影必将大大有助于消除不同种族和民族在身体动作方面的差异，
并因而成为推动人类身中大同世界发展的最有作用的先驱者之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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