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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苏联电影与俄苏文学：历史考察与现象述评”
，是对苏联电影发展进程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所进行的宏观、时序性的考察尝试，力图勾
勒出明晰、扼要的历史脉络。
第二部分为“苏联电影中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对某些俄苏经典文学作品的银幕改编以
及苏联电影创作中出现过的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现象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尝试总结其所代
表的特定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部分是附录，主要收入了《文学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和《根据俄苏文学作品改编的
苏联影片要目(1919—1990)》两篇由笔者自己撰写和收集整理的、与本书内容相关的资料
性文字，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情况和进一步研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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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技术演进中的电视媒介形态
严格来说，电视是一个外来语，其英文名词是Television在英文里，tele这个前缀词素通常
表示远和远距离，Vision的词义是视觉或者看见的事物。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这个名
词构成所表达的意思显然较为清晰，应该是实现远距离的观看。翻译到中文，电视这个
词由电和视俩个字组成，其内在的含义，应该是通过电的传输而实现视觉的观看。在我
们看来，这两个名语，在不同的层面上，分别概括了电视媒介的基本特性：电视是一种
通过电子传输技术而实现远距离视觉图像和声音介质传播的媒介。换句话说，没有19世
纪电子传输技术的出现，就不会诞生电视媒介。
  远距离传送图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彼德斯所指出的：“在人
类历史上，远方人之间的接触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从离散和朝觐到通讯和雕塑等多种
形式。社交距离的延伸绝对不是19世纪才出现的特殊情况。新鲜的情况是对人类未知领
域的一连串入侵。信号的捕捉与扩散有这样的含义：人体特征的视听信号不再和人体拴
在一起。不错．二千五百年前的文字和四百年前的印刷术使个人的说话——苏格拉底所
谓思想的种子——能够跨越时空而广泛传播。”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贝尔发明了电
话。爱迪生随事又发明了留声机，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就产生了对“电视”的渴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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