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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少给书写序.更少给教科书写序。
因为，从我上世纪60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到我自己变为教师，在学院教授电影导演专业的
近五十年的学与教的历史中，除了一些课内或课外的参考书外，在课堂上很少也可以说基本没有使用
和见过正式的电影导演专业的教科书。
这不是我在耸人听闻，没有正式的专业教科书，一直是我们中国高等影视导演教学的现状。
对此，我们有过多种解释：影视专业是个只有百年历史的新专业，进入高等教育也不过半个多世纪；
导演是艺术创作专业，无法用固定的条条框框、公式定理来讲解；艺术提倡个性，不同的教师有不同
的观点与教法，难以划一，等等。
当然，对于影视摄影、录音、美术、动画等有着明确与具体的专业基础技艺训练的专业来说，国内教
学中还是采用和编写了一些专业的基础教科书；而我们在教授担当影视导演，这个艺术创作的总负责
的专业时，却很少使用正式的、通用的教科书。
在多年的教学里，我们多是延续了从前“师傅带徒弟”和“摄影棚里边做边学”的方式，采取课堂上
教师们各自按教学大纲口传心授，学生们靠各自的理解与方法，特别是通过各类作业实践，去掌握专
业知识与能力。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把他们计划出版的美国电影制作教科书《场面调度：影像的运动》书稿拿给
我看，希望我给它写个序。
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这套“电影学院”丛书已经出版了12种，且多数是在美国高等院校流行多年的
专业教科书。
应该说，这些书不少是适合我们影视导演专业教学应用的。
其中的《认识电影》，我在1986年去美国南加大做访问学者时，就旁听过他们教师用该教材开的选修
课（当然，那时他们用的是该书的老版本，现在中国出版的是2007年的第11版）。
本丛书中长期被一些美国高校使用着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与《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等史论
专业教材并不新鲜；而一些教授影视专业技艺的各类教科书，如《拍电影：现代影像制作教程》、《
电影镜头设计：从构思到银幕》、《21天搞定电影剧本》、《开拍之前：故事板的艺术》、《场面调
度：影像的运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如何写影评》等，却使我大开眼界。
在感谢出版社和译者的辛勤劳动之后，我以为，我们国家的影视高等教育专业教师们，是到了应该认
真考虑和学习使用专业教科书教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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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球畅销书《电影镜头设计》作者的第二部经典电影教材，在前作基础上进一步图文并茂
地深入剖析了各种调度演员与摄影机的技巧，是一部涵盖了各种戏剧性场景和不同摄影风格的场面调
度方案“兵法大全”。
书中介绍的各种调度案例囊括了狭窄受限空间、开阔空间与人物众多的聚会场景等等。
这些案例不仅紧密围绕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故事的戏剧性要素，还具有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充分考虑
了现场拍摄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分析案例的时候，作者追溯了摄影棚时代经典的调度风格，也列举出当下实景拍摄中新式的调度手法
，分析了各自的使用背景和利弊，帮助导演，尤其是初入门的新手们，更好地培养出一种在任何情况
下判断什么是最佳方案的意识。
　　书中特别设置了与场面调度相关的导演、美术设计师、摄影师、道具师等好莱坞业内人士的深度
访谈，并在新版本中专门增加了“剧本拆析”一章，针对性地讲解构思场面调度方案的整个规划过程
。
为了弥补技术方面的需要，还增补了数字技术一章，介绍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数字化的电影技术完成场
面调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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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蒂文·卡茨
    作为一名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传统电影拍摄和动画制作领域有着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他是纽
约最大的三维角色动画和特效公司CuriousDigital的创建人，也是业内公认的数码电影电视特效先驱。
他的诸多作品出现在广播、有线电视网和各大国际电影节上。
目前担任幸星数字娱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执行制片人，为国际化的观众制作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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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采用剪辑来处理的话，意味着把拍摄到的动作拆解成各个短暂瞬间的细小片段。
这样一来，似乎就不像采用长镜头处理时那样需要加入摄影机的运动和复杂的编排调度。
当然，一镜到底和多机位拍摄（及剪辑）绝不是互相排斥的，他们会产生相同的拍摄结果——多样化
的视点。
在很多情况下，导演需要将复杂的场面调度和快速剪辑（fast cutting）结合起来，融汇使用长镜头与多
机位拍摄的处理方式。
导演处理场景空间的方法，与采用长镜头或是多机位拍摄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方法有关。
有的导演选择组接镜头，有的导演除此之外还选择记录性的拍摄手段。
在这背后隐伏着电影史上对垒已久的两种风格：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
现实主义要求影片保持事物空间的完整性和时间的统一性，提倡电影记录真实生活的功能，反对加入
过多的导演主观意识，即用剪辑的方式过多地控制观众的视点。
与此相反的是，表现主义倡导镜头的戏剧性，以及充分运用电影化的技巧来阐释真实。
近些年来，大家对这两种风格的观点有了一些折中妥协。
其实，这两种风格（即便是现实主义）都不能做到完全客观真实地再现物质世界。
毋庸置疑，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拍摄风格，它们关系到导演如何看待摄影机前发生的动
作。
在拍故事片时，导演要么完全依照演员的自主选择和剧本中的事件拍摄一个场景，要么指导演员在充
分调度摄影机的情况下实现戏剧性的效果。
当然，在任何结论中都可能出现大量的特例甚至反例。
即便如此，身为导演总要在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这两个大方向中，择一而行。
在实践中，趋向现实主义风格的导演允许演员在一个场景中甚为自由地移动。
这通常需要配以手提摄影机、斯坦尼康或者一架带有三脚架的轻便的摄影机。
趋向表现主义的导演则要精心地策划每一个镜头，花大力气把控取景时的方方面面。
而演员要严格符合导演的表演要求，恰时掐点，精准地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动作。
这常常使演员在拍摄现场的表演显得不太自然，但经过后期的剪辑处理，反应在影片中，这些表演就
会变得真实而自然。
当然，在诠释一个场景时，导演不必固守一种单一的风格。
实际上，以上讨论的所有方法都可以在拍摄中灵活使用。
当导演刚刚开始在头脑中把剧本里的场景影像化，不要过早地考虑风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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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全球畅销书《电影镜头设计》作者史蒂文·卡茨的第二部经典电影教材。
如果说前一本书只是介绍了一些镜头设计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策略，那么《场面调度：影像的运动》则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图文并茂地深入剖析了各种调度演员与调度摄影机的技巧，是一部涵盖了各种戏剧
性场景和不同摄影风格的场面调度方案“兵法大全”。
书中介绍的各种调度案例不仅紧密围绕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故事的戏剧性要素，还具有实实在在的可操
作性，充分考虑了现场拍摄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帮助导演，尤其是初入门的新手们，更好地培养
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判断什么是最佳方案的意识。
新版本中，一是专门增加了“剧本拆析”一章，针对性地讲解构思场面调度方案的整个规划过程；二
是增补了数字技术一章，以弥补技术方面的需要，介绍如何使用最先进的数字化的电影技术完成场面
调度设计。
为了方便读者来回查阅翻看，作者特别在使用指导中介绍了本书的图例系统，因此全书的版式编排，
我们也尽量遵照原版的设计。
书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术语，有的属于好莱坞业内行话，有的暂时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行业用语，有
的属于作者独有的划分系统，我们在术语后附上了原文。
如果读者有更好的建议，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希望能不断规范、统一这些专业用语。
最后，要特别感谢史蒂文·卡茨先生以及他的助理付利先生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帮忙解答了不少疑难问
题；感谢谢飞老师百忙之中热心为此书撰写序言；感谢徐维光老师帮助我们做了复审工作，就重要的
技术性词汇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正如作者所说，过去拍电影需要承担昂贵的拍摄成本和经历繁琐的流程，而到了数字化的今天，创作
者们理应以严谨的态度、富有创造力的构思，充分利用便捷的设备、便宜的软件充分探索场面调度的
技巧。
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所有有热情、有求知欲、有艺术诉求的电影人提供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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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不是一部只供阅读的书籍，它需要随之练习。
随之调研，随之思考。
 　　——谢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本书给导演最为巧妙和核心的工作——调度演员和摄影机，提供
了可贵的建议与帮助，我极为推荐。
 　　——朱迪斯·韦斯顿(Judith Weston)，经典电影教程《指导演员》、《电影导演的直觉》作者书
中的例图给电影拍摄工作以及真实场景状况提供了传说中的调度指南，极大地丰富了这本用笔写就的
参考说明手册，使书中展现的各种调度方案能够从纸上谈兵到实际操作之中。
　　——Anezka Sebek，新学院大学帕森斯设计学院动画与广播设计专业教 要领会拍电影的微妙与电
影摄影工作遭遇的挑战有以下值得推荐的方法：重复大量的影片；去读好的电影学校阅读史蒂文·卡
茨的《电影镜头设计》与《场面调度影像的运动》。
在本书的访谈录中，约翰·塞尔斯等出色的电影人以他们深刻的见解平衡了本书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无论是对抱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还是已经有一定造诣的创作者，这都是一本极为可靠的工作手册
。
 　　——John McIntosh.纽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计算机艺术美学一专业教 作为少数谨慎的大部头著作
之一，本书得体避开了市场炒作的流俗之作，在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上标绘了场面调度的“航线”。
 　　——Scott Billups，电影制作者，(数字化的电影制作)作 电影初学者们可能马上就能学会并对类似
“场面调度”的术语展开讨论，然而却对这些词汇没有具体概念。
在这本书中，卡茨给读者指出了最实际的要点，他非常成功拆解了导演在片场编排调度演员与摄影机
的这项令人胆怯的工作任务。
 　　——Dan Ochinva，Millimeter杂志 只有那么几位作者或几本书能够抵达“必读”的地位，史蒂文
·卡茨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要理解并运用电影的场面调度技巧，本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指南。
　　——Sam L Grogg，美国影艺术学院前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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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场面调度影像的运动(插图第2版)》：直击导演工作的核心，探索电影镜头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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