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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声凌晨创作艺术》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和艺术实践基础上潜心思考的结果。
全书以“聚集”的方式探索了影视声音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些观念，以期给影视艺术创作人员和研
究者提供参考。
    本书共分十个章节。
“概论”是全书的概述。
    第一章“音响”阐述了区分“环境音响”与“动效”的概念在理论研究与创作上的意义以及音响在
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作用。
    第二章“音乐研究”主要对音乐艺术最本质的特性——“不确定性”和音乐发展中的二律背反性质
时行了阐述，说明了构成影视音乐两大部分“节目音乐”和“音乐节目”在性质、形式、功能和节目
制作方面的不同。
    第三章“有声语言”，主要分析了有声语言区别于印刷符号的“有声性”——副言语在叙事、表意
、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情感方面的作用，同时分析了“节目语言”和“角色语言”
的本质不同，以及它们在表现作品风格方面的功能。
    第四章 “声画关系”从技术层面、心理-生理层面、艺术层面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声画关系的各种具
体形式。
    第五章“节奏”，主要论述节奏在影视艺术创作中的表现意义。
    第六章“风格”，主要阐述“风格”的含义及声音作为影视艺术风格要素的性质和作用。
    第七章“影视剧音乐”分析了影视音乐的性制裁特点，并论述了“有源音乐”与“无源音乐”、“
场景音乐”与“主题音乐”的定义、关系和功能，以及影视音乐语言的风格特征。
    第八章“声音设计”在前述各章基础之上，逻辑地导出“声音设计”的概念。
    第九章简述音频技术发展及与影视艺术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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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建阳，江西人。
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寻音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发表专著《艺术寻音基础》，参与撰写《中国广播文艺学》、《电视节目制作》、《文学鉴赏与写作
》等书籍，并发表《再现艺术声场》、《广播电视音乐节目制作》、《关于异质同构说及其他》、《
互动艺术》等专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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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电台广播中，也广泛使用“配乐”这一概念，其内涵与电影中的配乐概念基本一致。
而电视继承了广播和电影的观念，“配乐”的做法也延续了下来。
上述广义的“配乐”观念及其相应的做法，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弊端。
它容易混淆音乐节目与节目音乐的本质不同，导致把整个影视艺术中的音乐都理解为配乐的可能，亦
从音乐的角度为“影视是画面的艺术”的观念提供虚假的证据。
其次，导致把音乐只作为画面的简单的附庸，降低到只是为着画面烘托气氛的庸俗的地位上。
因此笔者以为应当把“配乐”的概念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即指专题片、纪录片音乐和栏目的背景音
乐。
在节目音乐中，音乐并不处于中心地位，作为视听艺术的一个元素，它服从于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
就像大多数人习惯的那样，它服从于画面。
但它决不是只有或锦上添花或画蛇添足地给画面渲染气氛的功能。
节目音乐成为影视媒介不可或缺的造型、表现和结构要素的原因是它具有其他元素所不具备的功能。
其中音乐的情感表现性和渲染气氛的功能是大多数人最关注的，这是由音乐艺术自身的特点所带来的
最使人为之侧目的功能。
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树立节目的“音乐形象”上来，它包括诸多的内涵。
首先，节目音乐因其最鲜明地体现着节目的风格，渗透出编导对节目的定位思考和美学追求，从而超
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包装和渲染烘托气氛的功能，进而成为节目的“形象标志”，因此绝非可有可无的
配角。
其次，作为形式感最强的艺术，音乐在结构节目方面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在各类系列专题片、纪录片中，同样使用“类主题音乐”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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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声音创作艺术》是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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