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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电视灯光的技术内涵。
灯光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高科技灯光设备，丰富了灯光艺术的创作手段。
如何了解电视灯光技术，如何使用电视灯光设备，如何使用现代化灯光元素创作出优美的电视图像，
是我们每一位灯光工作者的追求目标，也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
如果您对电视灯光技术还比较陌生，或者还不够深入了解，或者想进一步掌握和熟悉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本书将满足您的需求。
让您认识电视灯光、了解电视灯光、掌握电视灯光设计的基本要领，使您成为电视灯光界的专家能手
。
这是本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本书通过最通俗最易懂的语言，讲述最专业最有用的东西，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把电视灯光的内容奉
献给您。
相信您一定能够从中获得最需要的专业知识。
学知识学以致用，长本领事半功倍，当专家不求他人。
这是本书写作的基本宗旨。
本书是作者从事电视灯光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大量技术数据的归纳和概括。
本书从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系统设备、设计创意应用、录制安全技术等几个方面入手，讲解了电视灯
光技术的基本知识，介绍了电视节目制作中的灯光系统，阐述了灯光设计的技巧以及电视灯光制作的
新技术新理念。
本书共分为23章91节。
每个章节都是一个主题，在讲解基本理论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应用。
采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作者的初衷。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我的同事赵贵华先生对第二十二章中有关视频技术的内容进行了审校，国际著
名灯光设计师沙晓岚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优美的图片，钟文庆先生——一位年轻有为的后生——为
第二章 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知识的搜集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甚至错误，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可作为电视灯光初学者的入门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在校大中专学生的参考资料，主要还是作
为灯光专业人士的工作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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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从事电视灯光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大量技术数据的归纳和概括。
本书从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系统设备、设计创意应用、录制安全技术等几个方面，讲解了电视灯光技
术的基本知识，介绍了电视节目制作中的灯光系统，阐述了灯光设计的技巧以及电视制作的新技术新
理念。
本书共分为23章90节。
每个章节都是一个主题，在讲解基本理论概念的同时，特别强调应用，运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写
作手法，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作者的初衷。
     本书可作为电视灯光初学者的入门教材，可作为相关专业在校大中专学生的参考资料，主要还是作
为灯光专业人士的工作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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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京池，山东临朐人，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光学系。
现为中央电视台制作部高级工程师，中国照明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照明学会舞台电影电视照明专业委
员会委员、秘书，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专家会员，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演艺科技》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
 
    曾担任原兵器工业部某单位研究室主任，负责研制的国家重点项目获“兵器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
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灯光技术工作以来， 
    负责或参与过CCTV春节联欢晚会、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等许多重大活动的技术保障
工作。
 近几年来，在各专业杂志上发表灯光专业论文近40篇，参与编写出版了《现代电视照明》和《电视演
播室》两本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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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的眼睛具有各种各样的光学缺陷，但是，摄像机却不能有这些缺陷。
眼睛本能的重新调整和大脑固有的判断功能，给我们留下了影像完好、清晰度全面的场景印象。
摄像机能抛开那些令人迷惑的光学错觉，让我们接受到环境中固有的准确图像。
事实上，当环顾自己周围时，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不断地进行校正做出瞬时的判断。
在注意某些特性的同时忽略了其他的东西，我们主观地接受的色调和色彩经常是错误的。
我们能够忽视看到了什么，也会假想那里没有的东西。
现实世界和我们的记忆方式之间经常也是不同的。
站在阳光照耀下的雪景中，我们往往忽视由天空反射光照射所产生的阴影。
但是当我们看到由摄像机拍摄的这种画面时，蓝色的阴影就被捕捉到，因此，看起来不太真实，甚至
是非常虚假的。
有时候，当我们拍摄了一个非常有欣赏价值的物体，而当后来从屏幕上看到这个镜头时却令人感到失
望。
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幅非常好看的照片，而实际去看照片中的地方时却感到非常扫兴，原来从照片
中假想的色彩已荡然无存。
一幅场景照片的主要特性现在看起来成为附属的，这是因为当我们拍摄时其他一些东西没有能够引起
足够的重视造成的。
实际上，我们看或者解释一个真实场景的方式与我们拍摄的相应画面方式之间具有许多不同。
一、摄像机总是虚假的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屏幕上实际所看到的东西，它的平面直角图像仅仅给我们
显示场景的一小部分，一般是包括从1/2、到60。
的范围，导演提供给我们的视点只是信息量很有限的一部分。
即使是高清画面扩展了视野，但与人眼比较毕竟是有限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随意观察以得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情况，但是屏幕却只给我们动人的一瞥，我们
只能从摄像机展现的画面中去猜测。
节目制作者也在不断地利用屏幕限制的特点，在布光、制景以及摄像控制中以能够满足拍摄为前提，
节约制作成本。
屏幕上观众看见的一个门口，里面也许仅仅只有一个大开间，背景中窗户的影子，也是由辅助光投影
造成的效果，实际上窗户并不存在。
电视的造假能力，使我们能够接受屏幕上各种各样的画面，而不去追究它的真实性，甚至忘却了它是
由包括特写镜头、剪接以及摄像机调焦等艺术手段造成的结果。
二、构图效果我们很容易忽视屏幕图像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画面的效果。
有时候，当我们观看任一图像时，在画面中看到的每一样东西构成了视觉中的相互关系，但这种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是从来不发生的。
通过镜头，线条和色调变成了可传递的信息。
通过一个窄角镜头（远摄镜头；长焦）可以将远处的表面变成前景后面的突出物，当用广角镜头（短
焦）拍摄近距离的毫无活力的栅栏线条时，看起来会感到有生气。
我们的印象是受屏幕图像限制的，而不是受实际发生的事物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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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灯光技术与应用》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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