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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美芳、杨和平主编的《电影胶片保护》对胶片发展历史和电影胶片保护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
胶片的结构、特性、老化机理等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分析了胶片保护过程中的长期存储
技术、修复方法、管理模式、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在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的同时，努力做到理论的前沿性和全面性，并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地
结合，使之实用性和应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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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世纪中叶，摄影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自我审视的视角，作为一种新的记录方式
为后人所用。
摄影被认为是社会的镜子，是观察社会的窗户或是认知的大门，它以画面的形式让我们与过去面对面
、触摸现在、记住瞬间。
这是过去与现在的相遇融合，好像星座一样，各种距离和时间的星光都在同一个星空下出现，时空因
此而停顿。
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停顿，不仅仅是审视大堆的历史资料，还在于能够在看似川流不息的时间中停顿。
 胶片使得我们可以查明真相，证明身份与特征；胶片与其他类型的载体一样，可以为研究者解答疑问
并且提出新的思考；胶片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视觉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事实真相，是历史的凭
证，反映了同时代的某些观点。
许多影像体现和展示了社会的价值与渴望、社会的多样性及其演变，作为历史的纽带和凭证，胶片成
为了研究历史的丰富资源。
 世界各国保存的胶片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根据最新的一次统计，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现今保存有1500万张以上的胶片档案；中国电影资料馆保存
影片胶片27200余部、影片素材18000余套以及大量珍贵的电影海报、文图及录像资料。
不管是百年前拍摄的还是近期刚刚拍摄的，胶片所要传递的通常是些非常独特的信息。
无论是照片、底片还是幻灯片，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无论旧与新，不管是褪色了的或是色彩艳丽的
，单独的，还是成集的，最为关键的是它们都见证着各国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与兴衰，捕捉了许多用
文字无法描述的经典一刻。
 1．1 胶片的产生及其发展 100多年来，摄影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过去和保存当前记忆的方式。
各国摄影类收藏可谓是丰富多彩，有政府项目，也有商业焦点；有私人影像，也有公众人物；有天才
的专家，也有执著的业余爱好者。
不管怎样，它的作用是空前的，反映了我们的意愿、期望和理想。
胶片在记录各个国家、各个国家的人民以及社会发展经历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独特的、不朽的。
 法国人约瑟夫。
尼埃普斯是世界上第一幅永久性照片的成功拍摄者。
从1793年起，尼埃普斯就开始使用感光材料做永久性保存影像的试验。
1826年的一天，尼埃普斯在房子顶楼的工作室里，进行了摄影技术的尝试，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时的制作工艺是在白蜡板上敷上一层薄沥青，然后利用阳光和原始镜头，拍摄下窗外的景色，曝光
时间长达八小时，再经过熏衣草油的冲洗，才获得了人类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尼埃普斯把他这种用日光将影像永久地记录在玻璃和金属板上的摄影方法，称作“日光蚀刻法”，又
称“阳光摄影法”。
他的摄影方法比达盖尔早了十几年，实际上应被称为摄影术的发明者，只是由于尼埃普斯为保密而一
直拒绝公开，也就未被予以公认。
美国盖蒂研究保护所的科学家最近对这张世界上最古老的照片进行全方位分析后认为，这张照片至今
保存完好。
 法国人路易斯。
达盖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用摄影术的发明人。
达盖尔最初就是用查恩式暗箱进行精心绘画的，当他得知尼埃普斯的阳光摄影法之后。
就与尼埃普斯通信，并与他合作共同探讨新的摄影方法。
但尼埃普斯没有同意达盖尔用银盐做进一步实验的主张，所以直到尼埃普斯去世，阳光摄影法都没有
得到根本的改善。
 直到1837年，达盖尔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新的实验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摄影技术。
他用感光过度的镀银铜板，浸泡在加热的盐水中获得定影而完成了自己的“达盖尔法”。
他的作品存世很少，《巴黎寺院街》是他在1838年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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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曝光时间要长达数分钟之久，因此，很难留下人的行迹和身影。
 这种摄影法的原理是在涂银的铜薄板上使水银蒸汽与光线发生光化学反应而呈现影像，作为第一个用
以反映现实真实环境的较为实用的照相法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银盐照相使用的是一端带有镜头的木质方盒照相机，在相机另一端则是一个可插入式的感光板，光线
通过镜头聚焦在感光板上。
该方法所拍出的照片经常需要手工着色以完善照片的细节之处。
它的细致程度成为肖像画的竞争对手，并且为中产阶级所接受，成为富裕家庭将自己形象留给后人的
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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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胶片保护》是目前国内首部有关胶片保存和长期维护的专著，填补了档案保护、文献保护、胶
片保护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空白，对实际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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