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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影视新视角丛书·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影视视听语言》内容包括影像、声
音、剪辑三大部分。
影像部分主要论述视觉语言，具体包括构图、景别、角度、焦距、运动、色彩、光线、轴线、场面调
度、长镜头等问题；声音部分主要论述听觉语言，主要包括人声、音乐和音响三部分；剪辑部分是把
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综合进来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剪辑的概念、历史、形式、原理、技巧等诸多内容
。
另外，本书还附上了影视作品的视听语言分析案例，目的是帮助大家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作品分析
中。

　　本书可作为影视学、影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等专业本科生，也可作为研究生
以及影视从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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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影视作品作为视听结合的艺术，既可以通过蒙太奇表达创作者的美学思想，也能够
发挥摄影机的照相本性，客观真实地再现物质世界。
影视作品中的镜头、画面一般力求还原人眼的视觉特点和感受，而这与景别密切相关。
景别不仅是影片叙事和画面造型的重要手段，也形成导演风格的重要元素之一。
 景别是影视艺术中一个非常基本和重要的概念。
所谓景别，是指被摄对象在画面中所占面积的大小。
景别的变化与摄影机和被摄对象之间距离的远近有关。
和人眼正常的视觉特性一样，当摄影机和被摄对象距离近的时候，被摄对象在画框中占据的空间就大
；如果摄影机和被摄对象的距离拉远，那么被摄对象在画面中占据的面积就小。
景别的变化除了可以通过摄影机的外部运动实现外，也可以通过摄影机的内部运动即镜头焦距的变化
来确定范围的大小。
 景别的概念不是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存在的，那时的电影创作者拍摄影片时，“摄影机在整个一景中总
是保持静止不动，只是单纯地纪录下在它面前所发生的事情。
”①摄影机没有运动也没有焦距的变化，所以在卢米埃尔和梅里爱的时代，一部影片通常只有一个景
别。
虽然在《火车进站》这部影片中，由于火车自身的运动改变了摄影机和被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而有了不
甚明显的景别变化，但是这种景别的产生是拍摄者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因此是自然的景别。
英国的布列顿学派的作品《祖母的放大镜》和《望远镜中所见的景象》中开始有了景别的转换。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影视创作者们逐渐意识到在拍摄对象时，景别可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更
符合人眼的视觉特性，也会带给观众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于是景别的运用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
。
摄影机可以通过景别的有意识的变化来模拟人眼在不同位置、不同距离观察事物的情况，也可以细致
地表现人在注意力发生变化时所得到的视觉形象。
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在《论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一书中以观看游行队伍为例详细阐述了景别
变化的意义：“这个观察者变换他的视点已经有三次了，他之所以时而从近处看看，时而又跑到远处
望望，就是要从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中得到一幅尽可能完整而无遗漏的画面。
美国人首先探索了如何设法用摄影机来代替这种活动的观察者。
⋯‘就在这个时候，电影中初次出现了特写、中景和远景的概念⋯⋯” 时至今日，景别的运用已经成
为影视创作的基本手段，镜头的运动、焦距的变化和场面调度使得景别的转换更加流畅自然，也最大
限度地贴合了人眼的视觉感知特性。
 景别是对画面内容的控制，选择什么作为被摄对象，被摄对象在画面中所占据范围的大小，引导观众
去注意什么或忽略什么，这些都是由景别来完成的。
一般来说，有两种划分景别的方式：一种是以拍摄对象（非人像）在画面中所占的比例大小为标准确
定景别；另一种是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为标准直接来划分。
影视艺术的拍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人，因此景别的划分普遍采用第二种方式，即根据画框截取人体部
位的多少划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五种基本景别。
 一、远景 远景是摄像机远距离拍摄人物和景物，取景范围最大的一种景别。
远景镜头中人物通常被压缩得很小，甚至在一些远景镜头中只有景物没有人物，这种镜头称为“空镜
头”。
由于人物在画面中占据的面积很小，看不清人物的表情甚至动作，所以通常在远景镜头中人物不是表
现的主体，环境才是着力表现的对象。
远景镜头一般用来表现壮美开阔的自然景色，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展现某种社会环境，往往具有气
势恢宏、意蕴悠远的特点。
具体来说，远景镜头具有如下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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