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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视诞生数十年来，与人类生活的关联性愈加紧密。
如今，电视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渗透性和影响力的一种大众媒介，遍布“地球村”的各个角落，应用于
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休闲娱乐、表达见解与释放情感的重要工具
。
信息时代，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介已经成为人类须臾难离的中介，成为当代人类交往的基本形态，成为
社会的总体表达形式。
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电视传播的内容难分难解，电视媒介生产和传播的符号也与社会现实交相辉映。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指出：“电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明，但究竟人类能否享用它的好处，
主要取决于人类运用它的智慧，能否与发明它的智慧并驾齐驱。
”①的确，要运用好电视，既要把握好电视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也要确立好电视运用的目的与场合，
还要掌握好电视制作的规律与技巧。
电视的基本规律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把信息传达给观众，电视编辑则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最终环节。
可以说，电视编辑是人类“运用电视”的基础，对于人类享用电视的好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好的电视编辑，不仅可以有效地贯彻导演意图，实施视听语言的通畅表达；也可以锦上添花
，使视听元素产生整合力；还可以纠正某些失误之处，或繁化、或简化素材，有时可以改变阐述素材
的格式：如果节奏太慢可以采取裁剪、删削、砍掉首尾等方法加快节奏，而节奏太快则可以运用慢镜
头或者叠化等技巧方式延缓。
这就好比一个好的厨师，其厨艺的精湛往往就体现在用不同的加工方法和工艺去烹饪相同的原材料，
使之成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电视编辑的任务，正是通过对视听素材的集成向观众奉献这样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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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既注重理论思维的切实指导，又突出编辑技艺的可操作性，使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
按照电视编辑的基本流程设计内容体系，使之符合思维习惯、编辑实践和教学需要。
同时，充实教学案例，尽可能图文并茂地作形象化解读、解释和说明。
在每章末，除安排常规的思考题外，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实践建议，希望为开展电视编辑学习与研究
提供一些思路；在逻辑体系上，既借鉴和吸取百余年来电影剪辑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吸取其精华；由
此系统、全面地构建相对独特的电视编辑理论和实践体系，探讨电视编辑本身的思维规律、艺术技巧
和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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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视中的梦境、幻想、回忆、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镜头和主观镜头、闪回镜头，都是心理空间
的思维表达形式。
还有倒叙时的事件空间，也具有心理空间的性质。
那些时空交叉式影视剧中的现实时空和过去时空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问，前者是戏剧空间，后者是
对过去回忆的心理空间。
影片《周恩来》中，主线是在戏剧空间中展开的，但南昌起义、长征、日内瓦之行等历史事件的穿插
都是以回忆的形式加入的，属于心理空间，是基于对总理的历史观照和心理观照而设计的，这样的空
间起到连接情绪和延伸情绪的作用。
心理空间的基础仍然是戏剧性空间，因为戏剧空问提供的是客观存在。
　　3.哲理空间的传播　　屏幕空间不仅是叙事的载体，在很多情况下，它还可以以独立的造型方式
来表达情绪思想。
哲理空间正是借助画面造型传达某种理性认识或者观念的空间，又称为观念空间，它并不是真实意义
上的空间，是隐显在画面背后的具有某种表现性的功用空间。
哲理空问的构造主要是借景引理，或者以景喻理，表达对主观世界的理性认识。
电视纪录片《西藏的诱惑》开篇，三代僧侣跋涉在朝圣路上，它既不是单纯地再现空间，也不是简单
意义上的戏剧空间，而是创作者理性认识的体现：“人人心中有真神，不是真神不显圣，只怕半心半
意的人”，可贵的“朝圣精神”的表达空间在此构造出来，观众的思维获得开拓，思想得到点拨。
在影视中，许多隐喻、象征、对比、暗示等手法组合的视觉空间，都具有某种理性的意义，时而揭示
思想内涵。
时而阐释哲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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