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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表演？

　　什么是动画角色的表演？

　　如何塑造动画角色并合理设计其表演？

　　请阅读这本由北京电影学院的资深教授编写的权威教材——《影视动画表演》，本教材图文并茂
，讲解生动，综合系统地介绍了各种表演原理，以及影视动画表演中的夸张变形、人体元素、戏剧元
素等知识，为训练影视动画表演所需的基本功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素材。
本教材旨在指导和帮助学习者掌握动画表演的基本要素，同时列举了大量中外优秀动漫影视作品中值
得借鉴的经典桥段，力求通过这些精彩影片的分析解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为读者勾画出动画电影创
作的思路。

　　全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以作为大中院校动漫专业学生的教材，也是动漫爱好者很好的参考
书和休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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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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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动画表演借鉴喜剧
    一、喜剧的特点
    二、喜剧的类型
    三、谈谈丑化表演
  第二节 借鉴戏剧程式化
    一、程式化的动作——以模仿动作和舞蹈动作替代真实的行为
    二、程式化的乐曲——以不同的曲牌表现不同的情绪
    三、程式化的语言——以某地方言代替各地方言
    四、程式化的形象设计——以夸张意象的脸谱表现各种类型人物
    五、程式化的服装设计——以夸张的色彩和款式表现各种人物的服装
    六、程式化的布景道具
  第三节 动画角色性格的塑造
    一、角色性格的概念与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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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视觉感受练习提示
    二、味觉感受练习提示
    三、嗅觉感受练习提示
    四、触觉感受练习提示
    五、听觉感受练习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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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体验力是动画表演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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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体验情绪转折练习
    三、体验激情练习
  第四节 想象力是动画表演的中枢
    一、物体变形的想象
    二、简单动作编小品
    三、用道具编小品
    四、用地点编故事
  第五节 表现力是动画表演的通路
    一、规定情境命题练习提示
    二、单人命题小品练习提示
    三、人物关系命题小品练习
    四、多人命题小品练习提示
附录一 动画制作的基础手法——原画要领口诀
附录二 动匦表演动作设计技巧
附录三 聋哑人手语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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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独幕话剧——《圣井》
参考书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动画表演>>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动画表演的人体元素第二节　面部动作与形色语言人脸是活的画面，传递着内心情感；
争辩时急赤白脸，尴尬时满面羞惭；爱慕时含情脉脉，轻蔑时撇嘴斜眼；兴奋时眉飞色舞，紧张时神
色慌乱；疑惑时目光呆滞，恍惚时视线飘散；痛恨时咬牙切齿，沉思时额动耳扇；生气时绷嘴沉脸，
烦闷时愁眉不展；调情时秋波流转，示意时努嘴挤眼。
关于面部动作的表情性，即使是体验派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十分重视的。
他在《奥赛罗导演计划》中多次谈到面部表情与言语表情的动作配合。
其中对埃古的一段独白提示到：“在这个停顿中，演员必须使观众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他的面部表情
，必须避免肢体动作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在埃古说完‘我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头驴子那样牵着鼻子跑’之后是‘抑制的笑’。
然后他的表情完成‘阴郁的沉思’。
我可以不靠台词塑造出整个这场戏来，只有呼喊、动作、痛苦的表情、愤怒的爆发以及全然绝望的姿
态。
”虽然说人体的各个部位都能表达情感，可最重要的部位还是面部。
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人的面部表情会越来越丰富多彩：惊奇与恐惧、羞愧与自
卑、鄙视与骄傲、羡慕与妒忌、兴奋与愉快、愤怒与憋气、悲哀与痛苦⋯⋯这些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
的情感，都会在面部的细微变化中准确地传达出来。
动画创作者要学会像演员那样对周围生活进行细微观察和研究，储存信息，然后对着镜子琢磨，以便
选择最准确、最生动的表情样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受创作手段的限制，即使动作设计再精细的动画片也无法达到像真人一样丰富细腻
的表情动作，所以动画片中的表情动作是有一定程式的，是对人类真实表情动作的高度提炼，同时经
过夸张处理，使每种表情都有所区分，区分越细化表情就越丰富。
在当今的动画创作中，尽可能设计出逼真细腻的表情动作渐渐成为世界动画领域内的一大潮流，动画
创作者已经从过去尽可能展示动画的高度假定性，逐步问追求动画作品的心理真实性迈进，无论是多
么天马行空的动画题材，在表情和动。
作设计上都已逐渐趋于写实。
请参考《五岁庵》（2003）——写实风格的当代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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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NIMATION影视动画表演》主要包括了动画表演的人体元素、动画表演的夸张变形、动画表演的
喜剧元素、动画表演基本训练这四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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