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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视艺术的发展与技术密不可分，随着数字内容产业越来越受重视，非线性编辑已经成为数字内容制
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非线性编辑课程的实际应用非常广泛，涉及内容制作的电影、视频、音频、动画、游戏、广告、多媒
体等各类专业。
目前国内关于非线性编辑的教材多以Prerrliere软件为主，随着2002年面向DV用户的Avid软件推出，获
得多次奥斯卡技术奖和格莱美奖的Avid软件终于和我们实现了近距离接触，但在教学领域适合学习的
教材却一直都匮乏。
我从事非线性编辑的教学工作已有十余年，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思考如何使学生在一学期有限的学时内
掌握非线性编辑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应用，并为将来的深入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非线性编辑的学习虽然和软件应用关系密切，但绝不是简单学习某一个软件的操作方法。
如果把非线性编辑理论比作树根的话，那么众多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好比一片片树叶，只有掌握了基本
的理论体系，作为工具的各类软件的使用才会融会贯通。
Avid软件是影视后期制作的专业级软件，具有先进的编辑理念。
作为非线性技术的创始人，Avid参与了美国90％的电视节目、85％的特技电影和80％的商业广告的制
作。
在我国，Avid在各大电视台、院校、政府部门和影视制作机构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很多高校纷纷建立以Avid产品为平台的多媒体教室，为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先进而专业的教学环境。
将Avid软件引入教材，能够加强学生对非线性编辑技术原理、应用及实战技巧的理解，对于学生掌
握Final cut Pro、Premiere、Edius等其他非线性编辑软件也有帮助，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制作水平。
本着内容实用、结构清晰的写作原则，我编写了这本教材。
2004年我曾编写过国内第一本Avid教材，现在看来内容偏于基础和简单，在之后5年的教学中，使用
的Avid软件版本由Avid Xpress DV3.5升级到Avid Media Composer，再加上很多课堂实例和学生作业使得
我对教材有了新的构思。
这本教材基本体现了非线性编辑课程的教学特色，书中大量制作实例及学生作业分析都来自教学实践
，是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的经验总结。
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技术与艺术结合，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数字影视后期制作技术中的重要内容
——非线性编辑的技术原理、艺术原则及实际操作的方法与技巧。
本书在内容组织上贯穿教学思想，涉及非线性编辑概述、项目创建与管理、视音频编辑、特技应用、
色彩校正、音频、字幕制作和节目输出等各个环节。
感谢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和软件学院认真听课的同学们，在教学过程中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有
益的启示；感谢成都理工大学陈臻老师的教学交流和帮助；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青和芮逸敏，为保证本书按质按时完成，她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虽经数次审校，仍不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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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Avid软件为基础，系统阐述了现代数字影视后期制作技术中的重要内容——非线性编辑的
技术原理、艺术原则及实际操作的方法与技巧，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非线编技术的各个环节：项目创建
、素材管理、特技应用、色彩校正、字幕制作、视音频编辑、节目输出与备份等等，最后还附有创作
实例并加以分析点评。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实例丰富完整，使读者能够快速掌握所学知识，是相关专业学生以及影音制
作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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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国内电视制播机构开始引进各种先进的数字
设备和数字系统，同时开始规划电视台的数字化进程，从设置、记录、编辑到播出，最终到全台的数
字化，由点及面逐步完善。
目前各大电视台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改造主要停留在设备数字化阶段。
数字化改造为节目制作带来了质量保证，技术指标有了明显提高，设备的功能和性能也比模拟时期有
较大的提升。
由于电视台全面采用了数字化设备，从而全面地提升了制作和播出质量，再加上数字化设备的功能非
常丰富，也为电视节目制作提供了很多新的制作手段。
但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全面深入，数字化系统的复杂性也呈现出来。
首先，数字化设备有大量的配置信息即设置，如菜单、各种参数等，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
质，不但要熟悉数字化设备的运作性能和技术操作，更要从艺术层面理解设备的使用价值，为电视编
导们的艺术思维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其次，数字化设备与数字化设备之间连接、控制的接口也极其复杂，这将导致系统的运行和维护的难
度比模拟时期大得多。
如果系统出现问题，故障的处理难度会很大，有些问题是因为系统之间的影响造成，并不是本系统内
部的原因。
第三，数字化系统中数字设备的置换成本也比模拟设备大。
模拟设备的置换比较简单，设备与设备的替换可独立进行，但数字设备的置换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
要配置大量的参数、各种各样的数据表，还有数字设备连接后的系统性能是否正常等。
前期的数字化改造重点解决了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电视台内的数字化改造，完成了摄、录、编、播、传输的数字化，最终大大地提升了电视
节目质量，技术指标也有了明显提高，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和各种设备的可控性。
与此同时，数字化设备也从根本上提升了设备的功能和性能，比如一台非线性编辑系统可能整合了过
去多台多种独立的系统。
但是，设备的数字化只是完成了设备的对等置换，也就是说用数字化设备置换了模拟设备，比如说，
用数字摄像机把模拟摄像机替换掉了，用数字录像机替换了模拟录像机等等，整个的工艺流程没有改
变，制作和播出的方式也没发生变化。
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共享问题，例如，如何将新闻制作素材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分发或共
享、如何高效率地获取素材等问题仍然存在。
今后一段时间内非线性编辑的发展方向将是网络化与信息化。
随着高清时代的到来，电视节目制作进入新的阶段。
1999年国庆50周年，中央电视台首次用高清电视进行实况转播，正式拉开了我国高清电视发展的序幕
。
2005年，中央电视台通过有线数字电视开播了我国第一个有线高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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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非线性编辑与制作》为高等院校影视舞台艺术设计专业实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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