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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字符号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大步，而录音技术的发明可谓是继文字发明之后
的数千年里，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了。
它的出现使人类可以记录下声音这种与文字完全不同的“直接的”、“真实的”、“物理的”、“动
态的”信息，进而使人类的信息传播、文明传承产生了革命性的范式转换。
它不仅在大众传媒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使人类的艺术发展、传播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毫无疑问，其中对音乐艺术、电影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
　　几乎和人类自身一样历史悠久的音乐艺术，在历史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璀璨夺目的艺术珍品
，可有谁见识过嵇康《广陵散》的慷慨激昂或李斯特琴键上的神乎其技？
人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包括符号化的乐谱）中去想象那些大师们的异样风采。
录音技术，包括其后的广播、家用音响系统的发展，让我们终于可以留住艺术家们的精彩表现。
不仅如此，录音艺术实际上对音乐自身从创作、表演到传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形态到观念都改变
着人们对音乐的认识，而现代流行音乐更是电声技术的产物。
我们再也无需因文字符号的局限，使我们的后代继续着对日渐消亡的原生态民间音乐的质朴与美妙的
回想和对传统戏曲的曼妙歌舞的神往了，因为借助录音技术，我们可以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切。
　　同样对于电影，这个被称为“最伟大的第七艺术”的“五次革命性的事件”中（1895年电影的诞
生，1927年有声电影的发明，1935年三色染印法彩色电影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宽银幕的使用，60年
代末、7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和环绕声技术的广泛应用），除了电影的发明外，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有
声电影的出现了。
可以说它才使电影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形态，使电影在叙事、风格表现，以及体裁、题材上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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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录音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电影、电视、音乐制作及各种演出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一个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具有双重特性的工作过程，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物理声学、心理
、生理声学、电声学、室内声学、音乐声学等知识，同时还应了解音乐、了解艺术，从而在录音过程
中对音准、节奏、失误及塑造形象的准确性上能有严格的艺术把关，这样才能得到在录音音响中有准
确的声像分布，自然优美的音质及合理的动态范围的作品。
　　本教材内容翔实，比较全面地从应用角度将录音工艺中涉及到的各个环节阐述分析，在现有的专
业教材的基础上加入了多声道监听、拾音及母带处理等新的问题，内容涵盖了从模拟录音到数字录音
的录音工艺流程、录音方法比较分析，且浅显易懂，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录音专业入门教材，同时也适
合没有工科背景的文科专业学生及相关从业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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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频率失真：在可听域范围内的频率的放大率不一致，就会造成频率失真。
比如，由于传声器过于靠近声源而产生的“近讲效应”，会使低频成分加重。
这就是频率失真的一种表现。
　　谐波失真：由于声音信号处理设备的非线性，使得信号处理过程中，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多出了
部分谐波，致使输出信号变化而引起的一种失真。
　　互调失真：两个频率不同的声音信号叠加在一起，就会产生由两个信号互调而产生的新的谐波成
分，这就是互调失真。
　　瞬态失真：瞬态失真是由于声音信号处理设备不能将瞬态突变信号还原而引起的，它代表了信号
处理设备对瞬态突变信号的反应还原能力。
　　过载失真：声音信号处理设备都有一定的声音动态范围，超过这一范围，声音就会产生过载失真
现象，也称为振幅失真或调制失真。
过载失真是不可逆的。
　　声音的生理和心理属性　　人们的听觉在接受声音信号的时候，是由声波先到达鼓膜引起振动，
然后经中耳放大并将信号传送内耳，引起内耳的淋巴液的振荡，带动基底膜运动，再由听毛弯曲发出
电信号，最后大脑来负责接受和分析这个电信号，产生听觉。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
在研究声音的过程中，人们自身的一些生理和心理活动也会对声音和听觉产生影响，声音也因此具备
一些生理和心理属性。
　　声像　　声音的空间分布是由双耳效应决定的。
如果人为地在人的听觉印象里利用时间差、强度差或者相位差等手段产生一个空间印象，就好像实际
空间中的某一个点在发声，这个虚拟空间中的声源的位置点就叫做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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