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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白剪辑是电影制作中很关键的却不易为人所知的部分。
好的对白剪辑是不露痕迹的，而糟糕的对白剪辑则让影视声音变得混乱、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并让故事
显得不真实。
《对白剪辑——通往看不见的艺术》由获得艾美奖(Emmy
Award)的声音剪辑师所著，为那些需要给影视作品剪辑同期声、却一直找不到好的学习渠道的人们提
供了方法。
书中逐步介绍了对白剪辑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对常见问题的详细解释，如房间声的平衡、降噪、透
视控制、寻找替换素材等。
全书贯穿着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你将学会如何节省时间，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成功的对白剪辑师必须理解电影制作中非声音制作的一些内容。
和音响效果剪辑师、环境声剪辑师或拟音剪辑师不同，对白剪辑师的工作直接受到之前所完成工作的
影响。
电影的拍摄方式、录制方式及剪辑方式都极大地影响到对白剪辑师的工作，因此，《对白剪辑——通
往看不见的艺术》也包括对电影画面和声音后期制作相关问题的讨论，如胶片、磁带、NTSC制、PAL
制、24p和高清等。
书中也有对电影画面剪辑、EDL处理及ADR管理的概述。

　　《对白剪辑——通往看不见的艺术》作者约翰·珀塞尔(John
Purcell)已在电影电视领域工作了30个年头。
作为一名画面剪辑师和声音剪辑师，他剪辑的项目包括PBS的纪录片和表演类节目、总统竞选广告、
电视系列剧和电影。
他在儿童电视工作室(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的工作为他赢取了一项声音后期制作艾美奖。
他也剪辑过一些获得格莱美奖提名(Grammy-nominated)的传统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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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你没有Titan或其他自动同步工具，就不得不靠自己的手和耳来完成同步了。
当你面对很多不统一的同步误差，并且不知道每条音频块的误差方向时，最好尝试以下的同步计划： 
将所有的自动组合声轨进行剪辑编组。
 将自动组合声轨输出到立体声母线的其中一条，将参考轨输出到另一条。
把自动组合声轨放到左声道或右声道都没有关系，但在整个同步过程中要保持一致，这样你就不用去
考虑哪条声轨是要同步的声轨。
我总是习惯把参考轨放在左声道。
 同时播放自动组合轨和参考轨的同一音频块。
把左、右声道的音量调成一致。
如果同步误差很大，你将很容易听出自动组合轨的音频块是超前还是滞后。
有时候同步误差很小，难以区分时间上的前后关系。
这种情况下，注意辨别立体声的声像位置。
如果自动组合轨的声音放在右边，而立体声声像往右拖拽的话，自动组合轨的音频块就比参考轨上的
要超前。
当同步误差非常细微时，你对超前声音的感受是觉得它要更响一些。
推动自动组合音频块在时间线上的位置，直到声像位于立体声场的正中间，你听到的相位关系表明信
号已经同步。
 如果你使用外接调音台监听，将两个通道的声像都定位在中间，辨别它们之间的绝对相位关系。
 对所有的音频块执行以上操作。
 9.3设置剪辑工作区 一旦你拥有了完全同步的OMF声轨和自动组合声轨，就挑选其中一个来剪辑。
你很可能会选择自动组合轨，因为它的声音可能要好一些。
如果是这样，就让OMF声轨处于未激活状态并隐藏起来，然后为自动组合声轨做备份，也让备份轨处
于未激活状态并隐藏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这些备份轨有什么用？
OMF声轨，即使你完全不采用它的声音，它也是很有用的参考声。
画面剪辑时所做的淡入淡出，添加的临时音效和音乐，以及音量自动化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帮助
你理解画面剪辑师的用意。
另外，有些不带时间码的素材，如“剪辑机房ADR”素材，将会出现在OMF声轨中，但在自动组合声
轨中却没有。
当你开始剪辑某个场景时，听一下OMF声轨以了解剪辑师的想法。
然后带着剪辑师在叙事和艺术处理上的一些好的想法，回到自动组合声轨上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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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白剪辑:通往看不见的艺术》贯穿着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你将学会如何节省时间，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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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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