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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数字技术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电影这一工具和这门艺术的性质。
在传统的意义上说，电影是一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在以光学和机械技术为基础，又以感光化学材
料相配合的技术工具时代，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性和优势，是再现显示和准确记录客观世界的功能
。
“支配电影发明的深化就是实现隐隐约约地在左右着从照相术到留声机的发明、左右着出现19世纪的
一切机械复制现实技术的神话。
这是完整的现实主义的神话，这是再现世界原貌的神话。
”①但是，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并迅速地进入电影工业系统之后，完全改变了传统电影机械复制观念和
本体美学特征，而进入了计算机图形生成和数字奇观审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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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郝冰教授的著作《影视特技制作》所论述的范畴和展开的研究，从技术和艺术层面，深入地触及电影
工具和制作观念的历史性交迁，从一个重要的电影工业部门，论述了数字化图像技术如何与传统电影
特技相结合的过程。
 全书首先从概念上界定何谓影视特技，再从各种影视艺术理论角度描述影视特技与影视艺术的关系，
然后介绍了影视特技技术在影视生产体系中的各种作用，最后将就如何合理地使用影视特技技术为影
视艺术创作出更加完美的画面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与案例。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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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影、影像与特技　　第一节　电影特技概论　　一、电影、影像与特技　　电影是什
么？
如果分析英文对它描述的话，英文文字中有好几个和电影有关的词：Film是指能够记录和显示影像的
胶片；Motion Picture是指能够记录并通过仪器再现的活动影像；Movies和上述描述差不多；而Cinema
则是和第一部记录和放映活动影像的机器有关，现在也可通指电影。
德国人格尼玛拉在其《电影》一书中说到：“电影是什么？
从字义上讲，电影就是‘胶片’（Film），此词最初专指那段录制了第一部活动画面的胶片。
”在中文的字库中对电影的描述显然要比英文仔细一些，从中文字面意思上看，“电影”有两个内容
：“电”是指利用电流形成的光，“影”就是通过光投射所能展现的那些活动影像，两者意义加到一
起就是指利用电光源放映活动影像与观看这种影像的娱乐现象。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电影”有这样的描述：“用强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
像实在活动的形象。
”我们可以将电影概括为，电影是将活动的影像用摄影机记录在胶片上，通过放映机把这些影像投射
到银幕上供观众欣赏的一种艺术。
而在《辞海》中对于“电影”则有比较详细的解释：“由活动照相术结合幻灯放映发展起来的一种现
代艺术。
用电影摄影机以每秒摄取若干格画幅的运转速度，将被摄体的运动过程拍摄在条状胶片上，成为许多
格动仡逐渐变化的静止画面；然后将在不同场景用不同的距离、角度拍摄成的许多段这样的胶片衔接
起来，经过一定的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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