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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三十个年头。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1978年招生
时的景象仍历历在目。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全校一共招收了153名学生，涵盖导演、摄影、美术、录音、表演五个专业（其中，
摄影26名）。
今天。
这78级学生有一个共有的大名，叫“第五代”——为中国电影创造辉煌的第五代。
那时，我既是摄影系主任也是摄影班的主任教师，四年里整日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
现在，摄影班的张艺谋、顾长卫、吕乐、张黎、侯咏、肖风、王小列、智磊等在电影创作方面成绩突
出，而张会军、梁明、穆德远、赵非这些优秀人才，不仅活跃在创作一线，同时还在影视教育领域身
兼重任，他们接过当年我们手中的粉笔、黑板和幻灯（现在换代成投影仪、DVD），在三尺讲台上教
书育人，并出版了不少摄影理论书籍。
周日，梁明送来沉甸甸的一大叠书稿《影视摄影艺术学》，让我给予指导。
仔细翻阅此书，发现颇有新意。
其一，是在运动摄影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实践出发，就最新型的运动设备和运动方法做出细致
实用的梳理。
其二，是对业内人士常挂在嘴边但并不确切的摄影造型新元素——两极镜头进行了比较确切和系统的
阐述，使这一摄影新元素正式进入电影创作理论视野。
电影摄影理论，无论是实用技巧理论，还是艺术创作理论，向来薄弱，虽经两次理论探讨高潮（一次
是关于标准光号的争论，一次是关于电影本性的探讨，这两次理论探讨高潮不仅有理论家还有许多电
影实践者参与），但作为理论均未达到科学、系统、完整体系的建立。
改革开放后，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不仅有大量涉及摄影技巧、创作的文章发表，且有专业分科完整
著述出现。
但事物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理论探讨研究绝不会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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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摄影艺术学》从运动、色彩、光线，两极镜头等摄影造型元素入手，论述如何认识，运用它们
去构造丰富的视觉造型语言。
进而进行影视摄影创作。
　　运动，是影视摄影最重要的造型元素，　“是银幕造型的第一艺术特点”，也是影视摄影的生命
。
　　色彩，是沉默的语言。
自从彩色电影诞生的第一天开始，电影色彩就在整个影视艺术创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色彩在
电影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形成色调。
　　光。
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更是整个影枧摄影创作的基础：曝光、造型，表意⋯⋯创作者利用光线来达
到刻画、描绘事物的目的，同时表达情绪与思想。
有光。
影视摄影艺术才成为可能！
　　当今。
两极镜头是正在被创作者广泛应用的影像造型语言。
一些追求“审美极致”的摄影师，充分运用影像造型语言，进行两极镜头极致化的影像“书写”。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影视摄影艺术学》对这些构成影视语言的元素进行的是分项研究：运动、
色彩，光线、两极镜头⋯⋯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摄影师，不能孤立地使用某一种表现手法。
而是要根据内容和主题，有重点地加以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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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明，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摄影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摄影系主任、电影学博士生导师。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电影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虽，电影高新科技委员会副会长，电影
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委员，《当代电影》杂志编委。
曾任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中国电影金鹿奖评委，被北京市文联授予“繁荣首都文艺事业突出贡献者
”荣誉称号。

　　主要讲授“故事片摄影创作”、“影视光线艺术与照明技巧”、“电影色彩学”等课程。
出版学术著作200多万字，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要电影作品有《夏天，有风吹过》、《黑楼孤魂》、《两个人的芭蕾》、《五颗子弹》、《亲
兄弟》、《女帅男兵》、《黑眼睛》、《棒球少年》、《背水一战》、《荷香》、等。
其中《两个人的芭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多部影片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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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运动摄影的艺术表现力　第一节 运动制造空间幻觉　第二节 运动加强主观镜头表现力
　第三节 运动展示动作连续与场面规模　第四节 运动创造与渲染情绪氛围　第五节 运动加强画面元
素的内在联系　第六节 运动营造参与感与真实感　第七节 运动创造画面的视觉节奏第二章 运动摄影
技术发展　第一节 运动摄影技术的简要发展史　第二节 非常态的运动摄影　第三节 新型运动摄影设
备　第四节 数字技术发展使运动摄影技巧丰富多彩　小结 运动的生命力第三章 电影色彩与色调　第
一节 电影色彩特性　第二节 电影色调　第三节 电影色调总谱与纵向结构第四章 色调构成与创造　第
一节 拍摄前的总体构思和场景设计　第二节 拍摄中色调的控制　第三节 拍摄后的加工处理　小结 关
于色彩的感觉与理论第五章 光线观念与光效　第一节 戏剧光效　第二节 绘画光效　第三节 写实主义
光效第六章 光影雕刻时空和人物　第一节 光影雕刻环境　第二节 光影参与叙事　第三节 光影的表意
功能　小结 现代光效的多种可能性第七章 摄影造型语言新元素：两极镜头　第一节 概念阐述：关于
“两极”的相对论　第二节 脉络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两极镜头的发展轨迹　第三节 二元对立：两极
镜头的美学基础　第四节 性格特征：两极镜头的造型效果　第五节 本体论：两极镜头作为造型语言
　第六节 两极镜头与其他造型手段的结合与互动　第七节 当代电影中的两极镜头举例　第八节 未来
发展：两极镜头的无限可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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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还有感色性，它是指感光材料对不同波长光波的敏感程度。
彩色感光材料的感色性决定它对色彩还原的程度，用三条曲线的关系表示。
三条曲线平行、间距不大为最佳；三条曲线间距过大或不平行，就要偏色。
感光材料的感色性能和化装、道具、布景、实景颜色的选择与配置关系极大。
只有按照感光材料的感色性能选色，才能得到理想的色彩还原。
除了不同的电影胶片乳剂能产生未来银幕视觉效果（色彩）的细微差别以外，光源色温、洗印条件等
等一系列因素也无不影响着电影色彩，所以“技术性”是电影色彩的一大特性。
而这一技术性又决定了电影摄影师必须熟练掌握手中的工具材料，为不同的电影色彩风格选择不同的
感光材料。
曾拍摄《巴黎最后的探戈》、《末代皇帝》、《现代启示录》等影片的著名摄影师斯特拉罗一直致力
于对电影色彩的创作和研究，他找寻色彩对他的影片的意义，研究所有色彩的意蕴：“色彩是电影语
言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色彩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就像运用光与影象征生与死的冲突一样。
”不仅如此，作为一位电影色彩大师，他除了学习所有关于色彩的理论，也潜心研究对摄影材料的运
用：“我很在乎的，我所使用的元素是我的想法、我对光线的运用，以及观众之间都隔了一层。
我指的元素是不同的镜头、摄影机、底片、冲洗、印片⋯⋯冲印厂的标准每天都在改变，底片的宽容
度每天都不同，底片药膜的结构也是如此⋯⋯甚至遮光板高低的细微差别也会改变这部电影。
”而为表现炽热的阳光，摄影师沃特金为《走出非洲》选择了爱克发320胶片：“用爱克发可在高音区
找回三个音阶，这就几乎不能曝光过度，它保留了强光部分，比柯达柔和多了。
你可以得到8种不同的绿色和20多种中间色调，在很硬的阳光下，实际上在赤道上，阳光看上去绝对的
漂亮，令人陶醉。
感光度对于生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在银幕上的视觉效果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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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电影摄影是什么？
它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技术？
自电影诞生之日（甚至再早一点，达盖尔摄影术发明的那一天）起，人们就一直围绕这两个问题纠缠
不清。
毋庸置疑，摄影首先是技术的，它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由机械学、光学、化学乃至后
来的电子学合成出来的技术手段。
最初的摄影就是现实物质的复原，是纯客观的记录，甚至电影的诞生当时也不被看成是艺术，而是技
术的杂耍。
那时由于技术的落后，摄影师的工作主要是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毕竟在那个时代，能把画面清
晰地、曝光正确地记录在胶片上已非易事。
电影与叙事的结合，使电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生动、最真实和最身临其境的艺术形式，让人们流连
忘返，爱不释手。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摄影更多地还停留在技术层次上完成一个故事或戏剧的记录任务，摄影师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然是解决技术问题。
因为那时候电影胶片的感光度、宽容度都很低，要用大量的灯光才能满足胶片的曝光需要，而灯具又
极其笨重，也没有解决日光和灯光在色温上如何统一的问题，摄影机光学镜头也不够理想，光圈、焦
距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更没有能让摄影机自由运动起来的辅助设备。
摄影师为达到最基本的技术要求，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几乎占据了他们的所
有精力和时间，因此艺术创作只能暂时搁浅。
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影胶片越来越好，胶片感光度、宽容度、颗粒度不断改进，色彩还原
几乎达到了人眼睛所能分辨的视觉真实程度。
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摄影机越来越先进。
镜头成像的清晰度与镜头进光率的提高，各种不同焦距镜头的丰富，使光学成像几乎近于完美。
特别是移动设备的发展，使摄影机能够越来越自由地运动，达到了几乎无所不能的地步。
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摄影的历史就是摄影师和工程师让摄影机自由运动起来的历史，也是摄
影师自身不断获得“解放”的历史，更是摄影从技术走向艺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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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摄影艺术学》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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