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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总长

1. 播映时间：单部影视
节目播映的时间总长；
2. 对编导的要求；
3. 报道时间的要求；

蒙太奇时间

即“蒙太奇时间”：
银屏幕上表现事物的
时间，是创造出来的
艺术化的时间形态；

心理时间

即播映时间和叙述时间
综合作用在观众心理造
成的独特时间感---主
观的时间形态；

叙述时间 欣赏的心理时间播映时间

•（一）三种不同性质的时间形式

叙述时间

第一部分 蒙太奇时间形态



1.压缩 2. 延长

3. 停滞 4. 实时

“4”

•片段省略

•插入镜头

•借物暗示 1 2 3

•辅助性剪辑技术
（声音提前进入、叠化、快动作、淡出淡入）

•画面定格（静帧） •表现技巧：长镜头

根据叙事人物的心态让时间暂时
静止，是主观化的手段之一。

•（二）叙述时间的表现形式及技巧：



延长时间的方法包括这样几种：

第一.在事件过程中穿插反映细节的特写镜头； >>>

第二.对同一动作用不同机位、不同景别来拍摄，然后通过剪辑连接在一起； vedio

第三.平行蒙太奇的使用；

第四.特技处理，常见的手法是电影中的升格拍摄和电视中的慢镜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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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影视作品中的时空结构具体有如下几种表现方式：

线性结构：

串联式结构：

并联式结构：

交错式结构：

内含式结构：

重复式结构：

意识流式结构：



线性结构：

以情节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依据进行组接，符合生活自身逻辑性和
因果关系，是一种传统的结构方法。

特征：1、明显的事件线索/段落层次分明、事件发展因果关系；
2、整体布局严谨/注意头尾照应和高潮处理/段落转换过渡自然/
适用于事件性较强的题材

剪辑依据：1、时间发展；
2、认识事物的逻辑关系。

线性结构的缺点：1、很难对客观世界的复杂形态作多侧面/全方位的反映；
2、包容性较差，容易造成自然主义泛滥。

线性结构的缺点：1、很难对客观世界的复杂形态作多侧面/全方位的反映；
2、包容性较差，容易造成自然主义泛滥。

特征：1、明显的事件线索/段落层次分明、事件发展因果关系；
2、整体布局严谨/注意头尾照应和高潮处理/段落转换过渡自然/
适用于事件性较强的题材

剪辑依据：1、时间发展；
2、认识事物的逻辑关系。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串联式结构：

影片中有两条或以上时间线索，各个叙事线索相互独立完整，在叙事过程中
没有相互穿插呈现，一个叙事完成接另一个叙事的结构形式。

串联式结构创作要点：
1、保持各个板块内容的相对完整和线索上的单一清晰，时空跳跃不宜太大；
2、注意各板块之间的转换，既要给观众一个提示，又不能让观众感到一种

意义上的中断；
3、注意板块的选择上既要维持各自的相对独立，又必须能被创作者的一个

意义或主题所统领，使得它们在一种意义的整合结构上成一个整体。

代表影片：《城南旧事》、《非诚勿扰》、《爱情麻辣烫》。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城南旧事》用一个小女孩为线索，用她的
眼光去看待当时的社会。导演巧妙地用三个不同的
人物把影片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
一个弄得满城风雨的小偷，一个跟随多年的佣人。
影片每一部分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影响和关照，大
社会背景下人们的遭遇贯穿整个影片，深深牵动着
人们的内心，故事背后不仅流露着亲情，而更多流
露着观众对社会的思考。



并联式结构：

影片中一般只有两条或三条时间线索，且各条叙事线索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
有时各个叙事时空中的许多场景时空交织呈现。

并联式结构特征：
更强调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增加观众认识生活、认识某事物的深度和广度

代表影片：《如果爱》、《阮玲玉》。代表影片：《阮玲玉》、《如果爱》。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阮玲玉》（1992年关锦鹏导演）

电影因其视角独特、套层结构丰富和触及问题深锐而开辟影界新思路。如：张曼玉在戏中
“演绎阮玲玉本人”、“演绎阮玲玉所演绎角色”以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三个层次交互展
现，塑造出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



交错式结构：

影片中有两条或以上时间线索有机交错，把两条以上存在内在联系的线索按照
因果、对差、对比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安排，以此来推动事件发展和主题表达。

交错式结构与串联式结构主要区别：
串联式是依次出现，交错式的各条叙事线索是交错地穿插呈现

代表影片：《沙与海》、《党同伐异》。代表影片：《沙与海》、《党同伐异》。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沙与海》（1991年）

刘泽远是内蒙与宁夏交界处，沙漠边缘的农民，在沙化的土地上种植粮食，饲养
骆驼，全家的水源来自一口井，每年的收入是五千圆。

刘丕成是辽东半岛上的一个孤岛--井洼岛上的渔民，当地人传说他已经赚了四十多
万的家产，他很不愿意引人注目，甚至对摄像机产生了敌意。

虽然两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不一样，但是编导试图在表现各自独有的生活方
式的同时，寻找某种共同点。



内含式结构：

有故事的外框架，但比较简单，核心是里面被讲的故事。

代表影片：《红高粱》、《我的父亲母亲》代表影片：《红高粱》、《我的父亲母亲》、《Titanic》。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重复式结构：

叙事时空只有一个，适合表现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样事件的表述和
叙述是有差异的。

叙事特点：事件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进入叙事以后，不同的人的主观会
对事件做篡改。

代表影片：《罗拉快跑》、《滑动门》 、《罗生门》 、《英雄》 。《罗拉快跑》、《滑动门》 、《罗生门》 、《英雄》 。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罗拉快跑》（1998年）

本片不屈从于好莱坞的经典叙述模式，而是采用了三段
式的格局，叙事结构上采用重复式的板块结构。经典的最后一分
钟营救在汤姆-提克威这里全不奏效。

德国柏林，为了得到10万马克和营救男友曼尼，罗拉在
20分钟之内拼命地奔跑。同时，曼尼在电话亭中不断地打电话
到处借钱。电影表现了罗拉奔跑、罗拉找钱营救曼尼的三个过程
和三种结果。

第一次奔跑：罗拉没借到钱，罗拉和曼尼抢超市，罗拉被
警方击毙。

第二次奔跑：罗拉在银行抢到钱。曼尼被急救车撞死。

第三次奔跑：罗拉在赌场赢钱，曼尼找回丢失的钱。罗拉、
曼尼成为富人。



意识流结构：

驾驭比较有难度，作品内容是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外化，所以表面看来作品结
构在很多时候是不符合逻辑的，实际上其叙述逻辑依然存在

代表作品：《广岛之恋》、《野草莓》。

•（三）影视中的时空结构：



影视叙事中的时间和空间

主讲：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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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蒙太奇空间形态

构成的空间指将一系列记录真实空间的片段，经过选择、取舍、
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统一的空间形态。
1. 空间组合的基本方式：

. 通过局部空间组合表现事物全貌 “好莱坞三镜头法”

. 利用直接的空间跳跃，简化叙事过程：同一空间 / 不同空间

. 利用空间对列，创造情绪性或戏剧性效果 e.g
2. 画外空间 >>>>>；

屏幕空间：蒙太奇空间
根据传统分类屏幕处理空间形式分为：构成的空间和再现的空间.

>>>>>

构成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

构成的空间



“好莱坞三镜头法”

一种局部空间组合表现事物全貌的手法

所谓三镜头法，即正反拍+中景的双人镜头

打破“好莱坞三镜头法”



第二部分 蒙太奇空间形态

构成的空间指讲一系列记录真实空间的片段，经过选择、取舍、
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统一的空间形态。
1. 空间组合的基本方式：

. 通过局部空间组合表现事物全貌 “好莱坞三镜头法”

. 利用直接的空间跳跃，简化叙事过程：同一空间 / 不同空间

. 利用空间对列，创造情绪性或戏剧性效果 e.g
2. 画外空间 >>>>>；

屏幕空间：蒙太奇空间
根据传统分类屏幕处理空间形式分为：构成的空间和再现的空间.

>>>>>

构成的空间



画外空间

片段1

片段2

片段3

片段5 画外音拓展空间（无需镜头解释）

片段4

局部画面拓展空间

画外音拓展空间（声音联想）

：局部画面 /  画外音



画外空间意识的作用：

1

2 3

4

开放式的空间意识 VS  内聚式空间剪辑 e.g



第二部分 蒙太奇空间形态

再现的空间.指通过摄像机的记录特性和运动特性再现事物的直观
行为空间，由于摄像机可以以与人眼相似的透视比把对象的形态造
型、环境背景、运动方式等逼真记录下来，从而使观众产生真实的
空间感。(长镜头的运用) >>>>>

构成的空间指讲一系列记录真实空间的片段，经过选择、取舍、
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统一的空间形态。

1. 空间组合的基本方式：
. 通过局部空间组合表现事物全貌 “好莱坞三镜头法”
. 利用直接的空间跳跃，简化叙事过程：同一空间 / 不同空间
. 利用空间对列，创造情绪性或戏剧性效果 e.g

2. 画外空间 >>>>>；

屏幕空间：蒙太奇空间
根据传统分类屏幕处理空间形式分为：构成的空间和再现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

构成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
（一）如何再现空间

一个问题：在两维平面的电视画面中如何逼真再现现实生活的三维空间？

空间的再现主要依赖前期摄像

成熟的经验：

1、摇镜头渐次展现空间领域；
2、纵向移动牵引观众；
3、利用前后景的比例关系和背景光影变化显示空间丰富的层次；

大景深：一个画面内部实现两条及以上的叙事线索；



景深镜头

“景深”：指有所摄镜头前景延伸到后景的整个区域的清晰度；

从空间表现来看，他能讲近景细部与全景场面容纳在一个画面里，是客观世界作为整体在
屏幕上得到再现，因此空间具有立体化效果和可能呈现多重关系、多重信息的形态。

景深镜头功能：

第一、同时表现几个动作；

第二、立体化再现空间；

第三、增加信息量；

第四、增强真实感；

第五、产生多样化的戏剧性效果 >>>

电视纪实创作中，景深镜头和运动型长镜头配合，在连续的运动形态跟时间流程中，完整的
空间得到连贯展现，最大程度保持与现实一致的时空统一，保持时间完整性，体现开放叙事
追求。

>>>>>

前

中
后



再现的空间
（一）如何再现空间

一个问题：在两维平面的电视画面中如何逼真再现现实生活的三维空间？

空间的再现主要依赖前期摄像

成熟的经验：

1、摇镜头渐次展现空间领域；
2、纵向移动牵引观众；
3、利用前后景的比例关系和背景光影变化显示空间丰富的层次；

大景深：一个画面内部实现两条及以上的叙事线索；

小景深：虚实调度 >>>

4、借用镜面拓展空间；

无论何种方式再现，一个重要目的：力求体现空间层次的丰富感和画面的信息量。



第二部分 蒙太奇空间形态

再现的空间.指通过摄像机的记录特性和运动特性再现事物的直观
行为空间，由于摄像机可以以与人眼相似的透视比把对象的形态造
型、环境背景、运动方式等逼真记录下来，从而使观众产生真实的
空间感。(长镜头的运用) >>>>>

构成的空间指讲一系列记录真实空间的片段，经过选择、取舍、
重新组合构成新的统一的空间形态。

1. 空间组合的基本方式：
. 通过局部空间组合表现事物全貌 “好莱坞三镜头法”
. 利用直接的空间跳跃，简化叙事过程：同一空间 / 不同空间
. 利用空间对列，创造情绪性或戏剧性效果 e.g

2. 画外空间 >>>>>；

屏幕空间：蒙太奇空间
根据传统分类屏幕处理空间形式分为：构成的空间和再现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

构成的空间

依赖于拍摄

依赖于剪辑



第四部分 各种空间的镜头组接方法

不同空间主体动作的组接方法

相异空间主体动作的组接

同一空间内主体动作的组接方法



画面组接的剪接点



同一空间内主体动作的组接方法

基本方法：主体人物不出画、不进画
（本主体接本主体）
注意：景别的变化









不同空间主体动作的组接方法



例如：一个小孩写完作业，高兴的说：“看电影去了。”然后，拿票去电影院。

这个例子可以采用多种剪辑方法：









相异空间主体动作的组接



出画是无限时空

不出画是有限时空

>>>>>



固定镜头 /运动镜头的时空掌控

固定镜头 运动镜头

镜头样态
“我不动你动”静观其变
（镜头样态客观）

跟拍，控制画面
（镜头样态主观）

镜头视觉逻辑
来自镜头外部-画面与画面的组接
（逻辑主观-外部的剪辑逻辑）

来自镜头内部-所有运动镜头都服务建立关联
（逻辑客观-镜头内部运动逻辑）

对时空的掌控 固定镜头善于控制时间 运动镜头善于控制空间



本章小结：

叙事时间

压缩

延长

停滞

实时

叙事空间
构成空间

再现空间

控制时空
固定镜头-控制时间

运动镜头-控制空间

影视作品中
的时间结构

“画外空间”

“长镜头”

线性结构

串联式结构

并联式结构

交错式结构

内含式结构

重复式结构

意识流式结构



复习与思考

？
长镜头在时空结构上有何特性

如何理解屏幕空间，有几种表现形态

慢动特技有什么作用

运用哪些剪辑技巧可以压缩/延长屏幕时间

电视播放时间方式对节目编辑影响

画外空间有什么作用



你的坚持
终将美好

华图在线，祝您成功上岸！

华图在线APP华图在线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