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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听文化导论》立足于宏观文化视域，结合视听艺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视听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
般状况，力图创新视听文化理论。
通过视听艺术本体的系统阐释引发对视听文化的意义生发机制，艺术创作的符号指征，视听艺术的文
化身份、接受心理、传播机制、产业化进程以及后现代语境和新科技背景下视听文化发展情状等内容
的深入探讨。

郄建业、王利君和张继保专著的《视听文化导论》揭示了视听艺术创作、传播、接受及其产业化进程
的原理和规律，预见了视听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创新潜能，致力于深层学理建设，体现了宏阔的视野和
深刻的见地，是一部兼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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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郄建业，1968年生人，199。
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设计专业本科毕业，现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教授、硕士生
导师。
中国高校影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会员、中国电影学会高教委委员等，主
要从事影视、艺术设计的创作、科研与教学工作。
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作教材六部、承担省部级课题十余项，获得国家省部级奖项二十余次
，个人成果及事迹在新闻媒体一多次报道。

王利君，1983年生人，现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在各类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从事影视理论研究与教学。
发表学术论文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张继保，1981年生人，现为河北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从事影视理论与影视特效的研究与教 学。
发表学术论文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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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接受美学的缘起
    二、接受美学在视听艺术领域中的运用
  第二节  受众的期待视野及其对视听艺术的完形
    一、受众的期待视野
    二、视听艺术的接受过程
  第三节  时代、地域、个体差异与受众接受心理
    一、群体差异性
    二、个体差异
  第四节  受众接受与影视创作的互动  
    一、影视创作对受众接受的影响
    二、受众对影视创作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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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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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读图”时代来临，“读解”能力缺失
  第三节  影视艺术与技术的权择平衡  
    一、重技术的同时呼唤人文精神、情感道德的艺术回归
    二、影视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互补
第十二章  影视艺术产业化发展
  第一节  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历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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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产业特性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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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景别 （一）景别分类 景别，是指被摄主体和画面形象在银幕框架结构中所呈现出的大
小和范围。
决定景别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摄影机与被摄主体之间的实际距离，二是摄影机所使用的
镜头焦距的长短。
除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之外，数字技术同样能够影响到画面景别的变化。
在后期制作中，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改变被摄主体在画框中的比例和范围。
不管是何种手段得到的不同景别的画面，都会由于景别本身的视阈不同，造成其表现的画面内容和视
觉表现力有所差异。
依据被摄主体和画面形象在画框中的比例大小和范围，可以将景别划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
特写。
 远景，通常用来表现广阔空间或开阔场面，是景别中视距最远、表现空间范围最大的一种景别类型。
如果以成年人的身体作为划分标准的话，远景镜头中，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重非常小，画幅大面积为
景物，主要被摄人或物处于画面远处或深处，基本上人物在画面中呈现为一个点状。
远景镜头视野开阔，在影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中，表现地理环境、自然风光和气势宏大的场面往往以
远景出现。
所谓“近取其神，远取其势”，对于远景来讲其主要表意作用就在于一种气势、韵味或意境的呈现。
 远景一般包含大远景和远景两种镜头形式。
大远景适用于表现辽阔、深远的背景和渺茫宏大的自然景观，像莽莽的群山、浩瀚的海洋、无垠的草
原等。
画面结构通常简单、清晰。
主要是通过画面中的明暗变化、色彩对比和动静态势来传达某种意境或者氛围。
大远景主要用来交代和展示事件所发生的空间环境以及利用特定空间环境来抒发某种情感、营造特定
氛围或者气势。
大远景用于影片的开头通常通过对环境的展现，使观众大体了解整部影片营造的氛围和基调。
而影片结束时的大远景镜头一般在于发挥前面故事情节的余韵，给予观众回味的时间和空间，重新审
视人物事件与环境的关系，将人物的命运与空间环境融为一体。
例如在纪录片《话说长江》中，表现长江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远景镜头，给观众以浩大、壮观、
雄伟的视觉冲击和画面感受。
 远景相对于大远景来说，画面主体在远景中所占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主体在远景中的视觉形象得到
了强化。
远景强调的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镜头中主体的运动或者与环境的明暗对比、色彩对比来突
出主体形象。
远景镜头一般用作叙事性的镜头，许多影片通常都用远景镜头进行开篇，而后逐渐由故事发生的环境
引入到人物。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就从一个环境的远景展开，渐渐地延展到故事中去。
远景镜头成为导演讲述故事和影片创作的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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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听文化导论》跳脱出一般教科书或制作手册的粗泛梳理和总结，致力于视听文化现象、视听文化
实践以及视听文化理论的深层次学理建设，实现了创新视听文化理论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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