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影幻人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光影幻人形>>

13位ISBN编号：9787106030698

10位ISBN编号：7106030694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郑国恩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06出版)

作者：郑国恩

页数：3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影幻人形>>

前言

郑国恩教授是我上北京电影学院时的老师。
而且，是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上学时的主任教员。
后来，又担任了学院摄影系的主任，他对电影摄影的创作及理论的学术研究非常关注，成绩颇多，为
我们后来留校的同学，创造并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
让我给自己的老师撰写序，我有思想上、年龄上、专业上的压力，自己才疏学浅，无能、无力承担如
此重要的工作，作为我，只能是站在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角度上，从电影学科建设和学术建设以及电
影理论研究的高度，为我们的电影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行呐喊，以唤起所有创作教师对学术理论梳
理的重视。
实际上，作为学院的教师，都应该为这种创作与理论的学术建设而努力。
在我有限的了解中，郑国恩教授1948年参军，参加革命，然后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三期训练班，学
习以后就留在了东影的摄影科工作，1951年刚刚解放不久，受东影的指派，专门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
俄语，到1954年学习完成的时候，又回到了东影的摄影科工作，后因中央文化部组团随中国电影工作
者赴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进行专业实习，后国家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调到学院跟随苏联专家，
同时担任翻译及教学，他的电影摄影创作的这些经历，直接锻炼了郑老师，他后来的对摄影理论的关
注和研究，直接形成了他自己的电影摄影创作及理论研究和教学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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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影幻人形（郑国恩文集）》在编辑整理构成的构思上，在文体结构的安排上，兼顾了创作和
教学、总结和研究、历史和理论，在研究问题和研究的形式上，在研究的具体人物和片例选择上，都
非常有实际意义和指导作用。
这些都是电影摄影学习者、教学者所关注的内容。
对提高我们的电影摄影教学和学习电影摄影知识，有非常多的帮助，我们在文集中，也看到了郑老师
作为教师的学术境界，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考和理论思考。
该著作的出版，对专业电影摄影人员和从事电影摄影理论研究的人员，都是一部非常好的参考书目，
也是一本学习电影摄影基础和理论的一本极好教科书；对有关高校从事影视摄影教学是一本非常实用
的范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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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关于电影摄影电影中的摄影艺术电影摄影漫谈当代影视忧思录要重视电影本体的研究电影摄影杂
谈中国电影摄影现状五人谈电影摄影技巧理论电影艺术是银幕形象艺术电影银幕形象构成要素(上)电
影银幕形象构成要素(中)电影银幕形象构成要素(下)摄影造型功能及其派生的影像形态电影摄影艺术
探究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中国“第四代”电影摄影及摄影师研究二十年光影回
顾“新生代”电影扫描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略前言第一章 解放前的我国电影摄影第二章 新中国
电影摄影艺术第三章 一场浩劫第四章 新时期电影摄影艺术影视摄影个例分析形象的镜头语言——《
生旦净末》观后题材、风格化与摄影浅谈两部电视电影的摄影航拍，叫你把美看个够——《鸟瞰新重
庆》简析大师研究苏联电影的革新骁将聂晶电影摄影艺术浅探译文生前未发表过的手稿论电影摄影师
的创作形象的诞生其他《周恩来外交风云》剪辑艺术浅析一个鼓舞人的可行工程新时期电影创作片忆
苏联对新中国电影教育创建的影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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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一）电影银幕形象是电影艺术形象的存在形式“看电影”这是最通俗的用语，它是指观众从
银幕上出现的影像中看到电影（也包括听到声音）。
这是电影技术、艺术造型表现手段摄录的结果。
电影银幕形象具有可视可闻的性质，并且是在时空中进行运动的具体形象。
银幕形象是传输电影艺术信息的媒介，是电影艺术形象的载体，是电影艺术表情达意的语言；观众也
是通过对银幕形象的观照，受到艺术感染，得到美感满足的。
所有电影专业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为着创造一个完美的视听银幕形象。
文学剧本、导演分镜头剧本及其他创作人员的构思、阐述、设计等，可能也都以文字或图画形式成为
独立的客观存在，但皆非电影。
文学剧本是电影文学。
其他则只是创作电影银幕形象前的总体或局部创作意图、想象和设计的记载和备忘录。
这些多不与观众见面。
作为电影与观众见面的只是银幕形象。
电影艺术反映现实、表现生活、塑造人物、展示环境、抒发情感、体现艺术家审美意识等都必须而且
只能通过银幕形象。
所以电影艺术是银幕形象艺术。
如果说，文学艺术形象存在形式是语言文学描述的艺术形象，因此，文学是语言艺术，简称文学；绘
画、雕塑艺术形象是以色彩描绘、石木雕琢而塑造出可视的艺术形象为其存在形式，故称它为造型艺
术；音乐艺术形象的存在形式是声音、节奏和旋律，其可闻性能激起人的情感反应和联想，它被称为
音乐艺术；戏剧艺术形象存在形象是舞台演出，故称其为演出艺术或舞台艺术，那么，电影艺术形象
的存在形式是银幕形象，综合进电影艺术中的其他艺术形式都失去了本来的性质，它们都是为着创造
银幕形象而存在、而产生价值，故电影艺术就是银幕形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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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把这本文集该要的文章都收集齐全后，面对这些实物，不是感到应有的轻松，而是百感交集，甚
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隐现。
白驹过隙，时光流逝。
转眼，我早年过古稀，已近八旬。
这本选集可能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回想，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建立和成长是我许多前辈乃至同学、战友艰苦创业、毕生奋斗的结果。
他们中许多人早已驾鹤仙游。
于是，不由得想起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日子。
经过那么多坎坎坷坷，体验那么多酸甜苦辣，我们之间合作，始终同甘共苦、融洽和谐。
所有的事都摆到桌面上，有些事，意见不统一，定然各抒己见，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但均对事不对人，从不影响同志关系。
只要该做的事，一经定了下来，不管每个人原来持何种意见，都会各司其职，千方百计、同心协力把
事情做好。
这是摄影系从东影、新影摄影队那儿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摄影系的每一个成员都以此引以为自豪。
如“摄影艺术教研组”最初成员基本都是来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
逝者，如刘维翰（东影，二期训练班学员）、韩健文和孟庆鹏（我们都是东影三期训练班学员，孟庆
鹏又是我安达第一中学校的同学）、沈嵩生（南京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健在者，如任杰（东影二
期训练班学员）、曹作宾（东影，四期训练班学员）等，系的历届领导，如鲁明、夜淮也都来自摄影
队。
因此，艺术教研组大多数成员都是从新影或长影调聘来的。
这本书中所收集的文章都是我执笔书写的，但其中却不乏他们的思想烙印，故仅把此书奉献给他们，
作为我对这些老战友的永久深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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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影幻人形(郑国恩文集)》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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