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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影视制作技巧丛书：影视拟音技巧》是我们多年来积累的创作体会。
笔者接受过许多媒体的采访，许多作品获得了不同的奖项。
1989年，曾被特邀参加加拿大第17届温哥华数字电影节。
中国电影、电视声音制作，在世界上的认同度和关注度都在不断提升。
这些都使我们感觉到，在我国影视教育和创作中，虽然在大专院校没有音响这个专门行业的教学，但
是，我们要不断加强对这个创作门类工作性质的认识，加强培养，解决音响创作队伍人员匮乏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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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俊华，满族，1956年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高级音响师，影视制片人。
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
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电视音响制作，活跃在音效创作第一线。
与众多国际、国内著名导演密切合作，共创作电影400余部、电视剧数千部集，其中多部作品获国际、
国内大奖。
发表影视艺术论文多篇。
 高超，1981年生，毕业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综合部主任、总监，现任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综合业务总监。
翻译了大量电影作品，如《根基》、《巧错结良缘》等。
 高士义，1955年生，大学学历。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级音响师。
参与了大量电影和电视剧的音响创作，其中多部作品获国际、国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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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电影的发展过程 在论述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之前，首先浅谈对音响效果的
认识。
“音响效果”这个名词，是我国早期戏剧工作上的术语。
电影从早期无声、只是光的晃动，对着影片加上一些语言，到开始发展有声，声音使观众得到了快乐
的体验。
1927年发明了有声电影。
早期有声录音用很老的钢丝录音机记录。
 钢丝录音机发展过后，转变成磁性录音机，电影有声开创了新的纪元。
前面谈音响效果，作为戏剧舞台工作上的术语，只是就声音对舞台节目内容而言的。
音响的制作，比如在芭蕉扇上放上豆子来产生下雨的声效，这种表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依靠声音音
响的简单制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表现，被形象地称为音响。
从文字表面和内容涵义上来讲，也很明确，因为拟音是指设计或模仿各种声音，后来凡用于电影和戏
剧中所需表现的音响，都是用模拟来完成的。
当时认为，这一名称是较名副其实的。
在不同时期，影片要给创作人员上字幕，在给拟音师上字幕时，一段时间也延用过“音响师×××”
，“效果员×××”，“拟音师×××”，但总体上说，这仅是名称概念上不同的分类叫法，而实质
上并无大的差别。
基本是选用“音响”或“拟音”，只是音响种类叫法上有区别。
在效果的叫法当中，那时也分为“口技音响效果”、“手工工具音响效果”、“录音效果”、“手工
电气音响效果”等。
早期有声电影模拟音响的方式、使用的模拟道具，在不同年代，也有不同的拟音方式和方法。
一个简单的模拟下雨的声音，对电影声音模拟起到了推进作用。
 第一节 电影声音制作工艺的不断发展 一、早期戏剧和电影的音响效果、录音方式 我们带着回忆，看
老的黑白电影片和老的戏曲片，会觉得对声音的追求，在早期的音响效果层次上，没有那么多，这是
由录音方式的记录载体所决定的。
我们专门走访过一些早期搞舞台艺术或电影音响的老人，他们也谈了一些早期对音响效果的认识及做
法。
那时，音响效果在一般的用词意义上，指的是声音的实际功用，是对好的或者坏的结果而言的。
最早的表现形式多含有象征的成分。
马的嘶叫声、水声、唢呐声、铜锣声、开门声，都归到效果里。
音响这一名称的由来，据说也是从日本语中翻译而来的。
他们认为，音响一词的应用范围很广，与声响有关，不是台词的都可称作音响。
不同时期，有不同分类或不同项目的划分。
而音响效果工作，是利用音响方面的知识和条件，使声音表现获得一定的成就。
早期，刮风的声音和下雨声，都是用模仿的形式做出来的。
现在，已经基本采用音响资料的方式完成。
音响效果工作没有确切的专一分类，拟音工作在早期是用简单的模仿，去获得一些简单的声音。
而这些简单的声音，对电影声音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电影当中对一些情节进行描述，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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