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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全球畅销三十余年并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被公认为讨论导演、摄影、剪辑等电影影像画面组织技
巧方面最详密、实用的经典之作
★ 从实践出发阐明摄影机位、场面调度、剪辑等电影语言，为“用画面讲故事”奠定基础
★ 百科全书式的工作手册，囊括拍摄中的所有基本设计方案，如对话场面、人物运动，使初学者能够
迅速掌握专业方法
★ 近500幅机位图、故事板贯穿全书，帮助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电影语言
★ 对大量经典影片的典型段落进行多角度分析，如《西北偏北》、《放大》、《广岛之恋》、《桂河
大桥》，深入揭示其中激动人心的奥秘
★ 本书是中国老一辈电影教育工作者精心挑选的教材，在翻译、审订中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译笔简明
、准确、流畅，惠及无数电影人
本书是乌拉圭电影导演丹尼艾尔·阿里洪根据本人创作实践经验编写的电影叙事技巧教程，其专业性
、实用性、经典性为全球各影视院校所公认。
作者不对电影的拍摄工作做过多理论论述，而是集中从实践经验入手，对制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加以细致精准的研究探讨，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全书涉及到电影制作中如摄影机位、场面调度、剪辑等关键问题，对两个以上演员对话场面的处理、
摄影机位三角形原理的运用、内外反拍等也均有详细论述。
全书层次分明，清晰准确，并有近500幅插图贯穿其中，便于读者充分理解和掌握。

本书译者多为中国老一辈电影教育工作者，如周传基、吕锦瑷、李溪桥、裴未如等，译稿准确流畅，
影响深远，被北京电影学院列为必读书目，更有人盛誉此书“开启了中国电影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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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间歇移动 22.4 运用轨道两侧的移动 22.5 蜿蜒路线 22.6 移动时摇摄 22.7 摄影机和演员反方向移动
22.8 单列纵队 22.9 移动摄影的速度 22.10 拍摄对象接近移动的摄影机 22.11 剪辑连贯的移动镜头 22.12 在
一个移动的主镜头中切入静止镜头 22.13 环形移动第二十三章 摄影升降机和变焦距镜头23.1 跟随动作
23.2 前景道具强调高度 23.3 把两个或更多的情节要点从视觉上加以结合 23.4 把动作注入静态情境中
23.5 以摇摄动作突出情节重点 23.6 为动作中的剪接提供有力的运动 23.7 变焦距 23.8 变焦的速度 23.9 变
焦和摇摄相结合 23.10 仰俯拍镜头使用变焦距效果 23.11 摄影机在变焦距时移动 23.12 穿过前景障碍物
变焦第二十四章 动作性场面24.1 标准的公式 24.2 主观视点 24.3 加强视觉动作的五种方法 24.4 推向视觉
高潮 24.5 把高潮动作分为若干镜头 24.6 动作性场面中使用高速和慢动作 24.7 跟焦距技巧第二十五章 镜
头内的组接25.1 需要事先的计划 25.2 运动之间的顿歇 25.3 表演区的更换 25.4 接近或远离摄影机 25.5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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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到场面的转换：淡出一淡入 28.2 白色淡出淡入和彩色淡出淡入 28.3 叠化 28.4 划入—划出28.5 圈入
—圈出 28.6 暗区的使用 28.7 字幕28.8 道具 28.9 光线的变化 28.10 问和答 28.11 同一方向的运动 28.13 物
件的替换 28.14 字的重复 28.15 视觉的欺骗性配合 28.16 围绕着一件道具切换 28.17 一个意料不到的特写
镜头 28.18 平行剪辑的转移 28.19 一个场面的起始 28.20 演员 28.21 摄影机 28.22 视点的交代 28.23 突然的
跳切用作分句 28.24 跳切用作时间转移 28.25 选择动作的高峰空场用作分句 28.26 孤立的镜头用作叙述
中的顿歇 28.27 整个段落用作叙述的顿歇 28.28 虚像画面用作分句 28.29 全暗画面用作分句 28.30 摄影机
运动用作分句 28.31 垂直的分句法 28.32 定格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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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9剪辑类型一个场景可以有三种主要的剪辑方法：1.一个主镜头记录整个场景。
为了避免单调，可以在“影片内、画面内”或者说“在镜头内”有各种剪辑技巧。
2.一个主镜头与其他短镜头交切。
其他这些镜头则从不同的距离来拍摄这一场景的片断，或者引入别处的对象，它们穿插在主镜头中，
从而强调一场戏的关键情节。
3.两个或更多的主镜头平行地混在一起，这样，我们的视角就交替地从一个主镜头转到另一个主镜头
。
我们表现一个段落时可以运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方法都运用。
一个段落包括一个场景，或者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时空连续性的场景。
一般说来一个段落有开始、中间和结尾。
结尾或处在低潮或处在高潮，或者处在故事的发展从激烈降到低落的时刻。
3.10视觉分句法段落是由两种分句法连接在一起的：1.直接的切（换）。
2.光学的转换。
直接的切换在视觉转换上是生硬的，其方法以后再加详述。
至于光学的转换，淡出、淡入和划，可以得到一种平稳的视觉转换。
3.11场景的匹配为使有关场景匹配，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求。
需要匹配的有：1.位置2.动作3.视线电影银幕是一块固定的平面，如果一个演员的全景展现在银幕的左
侧，那么在切换至同一视轴上的近景时，他必须处在银幕的同一侧。
如果不遵守位置匹配的规则，银幕上就会出现怪异的视觉上的跳动，迫使观众把注意力从一侧转到另
一侧，去寻找他们一直在观看其惊险经历的主人公。
这既使观众感到讨厌又使他分神。
必须使观众的眼睛保持恒定的方向，能舒服地扫视画面，从而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上(见图3.7)。
为此目的，银幕一般划分为两个或三个垂直区来安置主要演员。
所有的位置匹配都以这些区域的一个或全部为准。
运动的匹配具有类似的逻辑基础，在记录一个演员的连贯动作的两个衔接镜头中，动作方向要一致，
否则观众将混淆了假定的运动方向(见图3.8)。
在一组镜头中，不论演员是单个或成群出现时，视线的匹配是第三个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
在银幕上匹配的视线总是相反的。
两个互相对视的人物，其视线的方向相反，如图3.9所示。
如果两个演员分别在单独的镜头中出现，为了保持正确的视觉连贯性，他们的视线也必须保持相对(见
图3.10)。
如果在两个镜头中两个演员都面向同一个方向，从逻辑上说他们必然是看着第三个人物或物体，而不
是互相对视，如图3.11所示。
没有这些对视，场景就会变得薄弱，有时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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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结束语——本书讨论了电影语言的诸多方面，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已经把电影的表现可能性包揽无遗了
。
但是，除了纯美学的方面外，本书的论述还试图对电影如何阐释思想和情绪，提供某种基本的具体结
构方法。
电影和大部分艺术形式一样，培养和提高技艺的最好办法，还是研究这一表现手段的能工巧匠的作品
。
最显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看他们的片子。
不过研究一部影片的最有裨益的方法是在看片机上把拷贝拉一遍，去分析使你激动的场面，注意它们
是怎样组合起来的。
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揭示出使你激动的那些影片或场面的奥秘，并对你未来的电影制作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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