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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录音艺术”与“录音技术”谈起“录音”的原意是“将声能转变为其他形式并加以保存的技
术”。
在电影电视艺术创作中，“录音”一词的内涵已经扩展为影视声音艺术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段。
尽管如此，录音的这一基本意义仍然没有改变。
只不过为了满足影视艺术对声音多样性的要求，在加以保存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修饰或润色——音质
加工处理罢了。
　　毫无疑义，影视录音是一种声音艺术的创作活动。
但是，必须明白，影视声音（包括电影电视本身）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打上了“技术”的烙印
：首先，没有摄影技术就没有电影；进而，在电声技术出现之前，电影只能是“无声”的。
因此，从学科的含义上讲，影视录音只能是艺术与技术有机结合的边缘学科。
“录音”就是录音，它不是“录音艺术”或“录音技术”所能涵盖的，正如“生物物理”既不是生物
，也不是物理，更不是生物与物理的叠加，而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一样。
　　遗憾的是，在影视界中很少有人从学科的角度对电影电视以及影视声音的基本特点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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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录了林达悃老师在影视声音方面的十六篇研究成果，均为已发表作品，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下篇为对林达悃老师的访谈，主要叙述了林达悃老师的学习研究经历，对录音工作者与该专业学生有
很强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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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达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牛导师，北京电影学院教学指导小组成员、《当代影视声音系列
丛书》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数字广播电视15系》编委会编委，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CSMPTE)声音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声学学
会会员等。
曾任北京电影学院技术委员会委员、录音教研室副主任等职。
北京声学学会筹建人之一，并任该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科教委员会负责人、学术委员会和咨询委
员会委员，兼任电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福州市广播电视局技术顾问等。
 
    从事声学及录音声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逾四十年。
早期参加了多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其中负责研究发明的吸声砖项目获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录音技术及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录音室声场、声信
号的控制及音质主观评价和录音监听几方面造诣颇深。
发表《录音室声场的新视点》等论文30余篇；专著与译著有《录音声学》、《广播影视声学》、《录
音专业考试辅导》(主编)、《声音·人·建筑》、《录音室手册》及教材《声学基础》、《电声学》
、《录音环境声学》和《教育电声系统》等。
获国际名人研究中心(英国剑桥)颁发的20世纪(电影电视录音科学)杰出成就银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声音沉思录>>

书籍目录

关于影视录音学科内涵的思考——代序上篇  影视语言声音的研究　影响音质主观评价结果的若干因
素　35毫秒以后的延时声将对语音音色产生不良影响　关于艺术语言音质主观评价术语及素材的初步
探讨　关于确定音质主观评价术语方法的建议　影响语音音色的总频带宽度　语音的频谱与音色　汉
语童音及仿童音的平均谱　频率补偿对语音音色感受的影响　电影的对白录音　声音、人、艺术与录
音——“录音声学”的内涵与外延　广播电影电视中的声音空间环境意识　录音中的声信号控制　电
影同声翻译的声系统　关于录音室声场的新视点　再论录音室声场的视点　录音中的监听与审听——
关于音质主观评价的若干问题　录音中的声音及其效果的控制　附文一  双通道声信号的互相关系数
与声像质量之间的关系　附文二  人工混响过程的主观评价下篇  影视教育与科研的思考　老专家林达
悃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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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在进行音质主观评价时，最好能同时从语言和音乐两方面进行。
据此，在素材的编制方面，应有语言（主要是艺术语言）和音乐两套素材。
　　在素材的编制方面，最好有一套经过客观分析的、满足一定要求的规范化素材。
例如，供通信系统使用的、以评价语言清晰度与可懂度为目的的素材和供电影系统使用的、以评价语
言声音效果为目的的素材。
因为电影是画面与声音的综合，往往在有其本身的清晰度要求外，重要的是还要保证其艺术效果。
规范化的音质主观评价素材对于保证评价结果的正确性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使用“素材”一词是为了有别于“节目”——现成的艺术作品。
无论是语言素材还是音乐素材，均应由评价工作的组织者进行编制和选择，以避免由于作品本身的特
点对音质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语言清晰度测试表”①。
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为保证评价语言清晰度测试结果的正确，必须确定一个包括语言清晰度测试表
在内的一整套方法。
反映音乐音质及艺术语言音质的主观评价，同样也应如此。
　　必须提及，人们对所感受到的声信号所产生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效应是十分复杂的。
例如，心理反应中的联想效应，将因个人的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艺术修养等的不同，差别极大。
规范化的素材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这类因素所产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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