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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影视的格局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在技术“向前走”的同时，对影视
创作方法的归纳和总结似乎应该回过头来“向后看”。
      　　影视创作有通用的方法吗？
创作可以学吗？
翻开这本小书，从电影大师的经典话语中，也许你能找到答案。
       本书立足于影视采编的基本理论，系统介绍了影视制作中从剧本写作，前期拍摄到剪辑制作的一
些创作方法，既是在校大学生学习影视制作理论的教材，又是DV爱好者实用的工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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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系电影方向博士研究生。
长期指导学生从事影视实践并担任广播电视专业果、编、写等核心课程教学工作，主讲课程有“电视
摄像”、“电视编辑”、“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写作”等。
指导的DV作品多次获全国、省级各类奖项，在江苏省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省教育厅颁发的“
最佳指导教师”称号。
2006年5月，联合全国高校影视学会等数十家单位组织主办“首届全国大学生DV影像艺术节”。
学术文章见于《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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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玩转设备：音画采集基础第一节 拍摄前的准备一、要准备哪些设备？
（一）必要设备1.前期拍摄（1）DV摄影机对个人创作来说，一台摄影机足够了。
但如果人手足够，除了主摄影机（选择一台性能最好的做主摄影机）外，有时还要携带一到两台副摄
影机，供抓拍细节、拍反打镜头以及记录拍摄过程之用。
为了留下图片资料，一个数码照相机也是必要的。
购买指南CCD（电荷耦合器）的尺寸与像素数。
DV的性能主要取决于CCD片的大小。
一般来说，CCD片越大越好；也就是说，1/4英寸的CCD要比1/6英寸的CCD好，3CCD的成像效果要
比单CCD的好。
像素数的多少决定着图像的清晰度，但商家标榜的几百万像素，只是对静态照片起作用。
如果购买DV时同时考虑用这台机器来拍照片，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参数，但DV毕竟是用来拍动态影像
的。
现在，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器）的摄影机越来越多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镜头的选择。
镜头的变焦范围当然是越大越好，注意这里指的变焦范围是光学变焦范围，千万不要与数字变焦相混
淆（数字变焦意义不大，会带来画面质量的损失）。
另外，要注意镜头的口径；一般说来，口径越大，进光量越多，成像越好。
至于镜头的广角，大的广角能够获得宽广的拍摄范围，所以很多人会在原摄影机的镜头上配接广角镜
，以获得更大的广角。
夜视功能。
现在很多机器拥有夜视功能，很多用户对其也挺感兴趣，但真正购买后却感到用途不大。
的确，此功能拍摄的图像要么是单色的（黑白或绿色的），要么是不连续的，看的时间长了怎么都会
不舒服，所以此功能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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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住一点，就是“实用性”。
在写作过程中，编者多注重对方法的介绍而较少对器材的介绍。
一方面是因为器材的更新非常快，基于技术限制而建立起来的很多原则和规律只是暂时的；另一方面
，编者也试图探讨影视制作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相通之处。
编者是做电视出身的，因此在编写过程中，电视的成分难免会多一些。
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安华老师把我带进电影的殿堂。
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一直在指导学生进行DV创作。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电影这个巨大的艺术宝库里的丰富资源，没有许多大师
和先辈的理论和创作给我们指路，我们对影视创作的规律的认识将是多么浅薄。
因此，本书中较多引用了电影大师的一些关于影像的论述，正是这些经典和精辟的论述，给我们以力
量、启迪和指引。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画面采集的部分较多参阅了中国传媒大学任金州、高晓虹老师的理论，剪辑部
分较多地参阅了被称为“影视王麻”的傅正义老师的理论。
在对电影的理解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周传基老师的理论也给我很多启发。
编者感觉，这几位老师的影视采编理论，在国内都是最好的，在此编者向这几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和敬意。
另外，本书还参阅了国外的相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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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创作方法通论:影像的采集与编辑》由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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