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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DV影像创作宝典：从技术到艺术》系统地介绍了DV影像创作相关的各种技术，并且通过大量
经典作品案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DV艺术的各种表现形态和创意思维，为读者开启一条DV艺术创作的
成功之道。
本书适合DV爱好者进行入门学习，对于已经熟悉DV相关基础并迫切需要提高的读者来说也极具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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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
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
纪录片重在分析真实的事件，基本没有虚构，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这类型的片子集中于最近的而不是过去的事件，通常将采访和一段真实的事件融为一体。
尽管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确定了采访的主体，并且要求播放真实的事件，这些片子仍然要在剪辑室中
编辑。
真实是纪录片充满生机的主要原因。
纪录片、商业广告等类似于公共服务的剧本中经常要用到分栏的格式，一栏用于画面，一栏用于解说
，所有的镜头指导、场面描述、舞台指导都着重标注，对白可以保持一般小写形式。
经典的纪录片有早期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纪录片《工厂的大门》（1895）、美
国的《华氏911》（2004）、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拍的《海洋》（2009）等诸多优秀记录真实事件的片
子。
　　4.2.3 动画片　　通常采用叙述的形式，拥有引人注目的形式，简化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主题。
与其他的片子又有所区别，因为这类型的片子更强调形式，短片在形式感上作出了一些大胆的创新和
尝试。
观看著名的《皮克斯动画短片》，我们发现动画短片的故事一般只围绕一个矛盾展开，它的结构不像
一般影片那样四平八稳。
比起真人拍摄的剧本，动画剧本的内容会更加细致，例如拍教室，真人剧本中不是剧情的需要不用交
代教室内有多少同学，而动画剧本细致到需要描述出有多少个同学，分别是什么样的姿态，如果不能
确定，那么动画制作人员就会为难。
真人拍摄的短片，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教室是否有同学进出是不影响剧情的，但动画短片则是要
规定好任何一种细节的动作，否则会影响剧情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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