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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音乐音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本书试图从宏观到微观围绕电视中的声音（主要是音乐音响）
功能以及声画结合的规律进行多层次的探讨。
    “电视音乐”是电视表现要素之一，它有音乐艺术的规律可循，又要纳入电视艺术的轨道，它在和
电视其他表现因素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变化，形成新的特点。
电视剧和纪录片中的音乐特点最为突出，因而也是本课研究的重点。
    为了掌握和运用“电视音乐”这一要素，就必须了解独立艺术的音乐的表现手段和特点，因而本书
第二章专门对有关知识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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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视听艺术声音的发展历程　　【本章内容提要】　　舞台艺术是农耕时代产生的艺术，
电影是工业化时代产生的艺术，电视是电子时代产生的艺术，这是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科技文明飞
跃的必然结果。
　　电视和电影是视听艺术。
视听艺术具有所有独立艺术和舞台艺术无可比拟的制作手段。
音乐是率先进入视听艺术的声音，早期无声电影使用交响曲和钢琴曲片断，由演奏家在银幕后面为电
影配乐。
　　视听艺术需要音乐是因为它有丰富的表情性、动人的描绘功能、强烈的时代感、鲜明的民族特色
、地方风格和概括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视音乐与电影音乐更多的是学习和继承。
由于电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更广泛，节目种类大量增加，形成一些新的门类，在风格和运用上也有自
己的特点，电视音乐已经形成自己的体系。
　　构成艺术工厂化的生产方式与舞台艺术完全不同，各工种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视听艺术
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
声画协调、巧妙、有机地配合至关重要。
　　艺术化的听觉世界是使画面活起来，增加立体感，增加节目信息量和画面组接多样化的重要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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