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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画艺术是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艺术，当画面和声音这两大艺术元素呈现完美的统一时，动画作品的
艺术效果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画面与声音即我们所称的视听语言。
视听语言是一门新兴的、创造性的语言，它主要通过镜头、镜头的拍摄、镜头的组接和声画关系等元
素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视听语言的研究者需要具备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的创
造性思维。
本书以动画自身特点为基础，对动画艺术形式的性质进行了阐述。
研究了动画视听语言的叙述方式，以及如何利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对动画视听语言的相关
理论进行了整合与系统化的工作。
为了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视听语言的理论，书中辅以近几年的经典动画影片范例，希望对读者有
所帮助。
动画作为一门视听综合的艺术，与电影的表现方式有很多共同点，因此本书穿插列举了一些电影视听
语言的例子，也是希望学习者不要拘泥于动画范畴，而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学习和汲取。
本教材采用“教材+光盘+课件”的组合形式。
光盘内含丰富的辅助学习资料、作品欣赏和资料；免费赠送的配套教学课件准确传递教学意图，方便
施教。
本书适合于用作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用作相关培训机构、高职高专教材，以及本专业学
习参考书。
本书的写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感谢宋平先生耐心并细心地编辑本书，并借此向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
艺术学院、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的同事与朋友们为本书所做的资料收集及整理工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
由于时间仓促及作者水平所限，本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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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画视听语言》以动画自身特点为基础，对动画艺术形式的性质进行了阐述。
研究了动画视听语言的叙述方式，以及如何利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对动画视听语言的相关
理论进行了整合与系统化的工作。
为了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视听语言的理论，书中辅以近几年的经典动画影片范例，希望对读者有
所帮助。
　　动画作为一门视听综合的艺术，与电影的表现方式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动画视听语言》穿插列
举了一些电影视听语言的例子，也是希望学习者不要拘泥于动画范畴，而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学习和
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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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元素3.2.1 人声3.2.2 音乐3.2.3 音响3.3 电影声音的制作3.3.1 人声的制作3.3.2 音乐的制作3.3.3 音响的
制作3.3.4 混合录音思考与实践第4章 剪辑4.1 剪辑概论4.1.1 剪辑概述4.1.2 剪辑的内容4.1.3 剪辑的作
用4.2 轴线4.2.1 轴线概述4.2.2 关系轴线4.2.3 越轴4.3 蒙太奇4.3.1 蒙太奇概述4.3.2 蒙太奇的类型4.3.3 蒙太
奇与长镜头4.4 镜头的组接4.4.1 镜头组接的原则4.4.2 镜头组接的常用剪辑技法4.4.3 转场法则思考与实
践第5章 经典片段赏析5.1 泥偶动画片《小鸡快跑》片段5.2 动画片《红猪侠》片段思考与实践主要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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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记录媒介，电影电视的机器具有仿生的性质，即摄影机模仿人类的眼睛，录音机模仿人类
的耳朵。
电影电视的技术进步大多围绕着使记录机器更接近人类的视听感知器官。
考察电影电视语言的表达层面，不难发现，尽管视听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但它的变化和运用都
在忠实于人的视听感知经验这样一个领域中，而且都在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
人们看电影不像看书那样必须首先学习文字，视听语言给人以无须学习的印象。
事实上，由于电影电视语言是以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为中心的，而正常人一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物
像意识，另一方面在后天生活中又积累了视听感知经验，这就已经构成了他看懂电影的必备“条件”
。
即使是科幻电影中的幻想世界，其中的“人”与“物”、运动和空间都是现实物像世界的延伸，否则
科幻电影将成为一种无法认知与理解的怪物。
电影电视的可理解性是因为人们都有视听感知经验，人们可以依据自身在生活中的经验去把握和认知
电影电视。
电影电视的机器是在模拟人们的视听感知器官，这一模拟性决定了视听语言的编码原则是模拟人的视
听感知经验。
因此，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律之一是：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和主观思维活动。
1.2.4 视听语言的传播方式词语语言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而视听语言的传播是单向的，即单向交流媒
介。
演讲、讲课、戏剧表演都是用言语和其他身体语言作为传播手段和载体的，而且接受者与信息传播者
处在同一个空间，发出者可以立即从接受者的声音、面部表情、动作等方面得到回馈的反应信息，并
由此及时调整自己的信息传输方式，使信息得到有效的传达，这是双向交流媒介的优势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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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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