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

13位ISBN编号：9787541130786

10位ISBN编号：7541130788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沈皛

页数：1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

内容概要

川剧作为一门音乐性极强的舞台表演艺术，录音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更是录音师通过自己对川剧
的理解进行的一次二度创作。
使观众能从电视电影等音像制品中享受到最好的川剧，川剧也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传播出去。
故对于从事戏曲录音的工作人员，本书是一本极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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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巴山蜀水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滋养四川生活美的天然因素。
马克思主义美学十分强调人类社会实践在美学中的重大意义，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观点
、感情、趣味、理想等）都产生和发展于人类改造自然界以实现人类目的的社会历史劳动实践中，是
“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
川剧的艺术美，实质上也就是四川生活美的一种艺术体现。
这种体现是由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剧目的综合效果来实现的。
从川剧美表里一致的演变过程而言，川剧美作为一种戏剧艺术美，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定时期、一定地
域生存主体审美意识的物态化，其演变过程即是百年来四川地域生存主体本质力量的戏曲化、地方化
、现代化的感性显现过程。
川剧录音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作品本身的价值密切相关。
一个高质量的录音作品，应该在技术和艺术上都尽可能完美。
艺术上低劣的作品，技术再好也很难站住脚。
因此，在川剧美感内容上严格把关是录音师首先应完成的工作。
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声音的圆润、流畅、完整是其生理的最基本需求。
作为单纯的川剧音乐，它以独特的区域特色音调被确认为川剧，这是音乐符号本身的特点，无好坏之
分，演唱是否悦耳动听，取决于演唱者的发声状态。
所以，在录音时了解川剧的艺术美是十分必要的。
就同一出戏来说，演员出生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演唱特点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录音师所要采用的
录音手法就要不同，这样才能体现出川剧艺术“在细微处见变化”的特点。
川剧作品的录音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再创作活动，但创作方式与文艺作品和舞台表演艺术有所不同。
川剧作品本身是一度创作，作家将自己的设想、艺术构思、结构和表现手法，用自己的笔记录在纸面
上。
二度创作是指表演者、导演、指挥等把一度创作的作品，通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表演技巧再现于舞台
上，变成表演艺术作品。
而川剧录音工作依据录音师自己对川剧的理解，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电声技术手段运用各种声
学条件，创造性地变成川剧录音作品记录下来，这是第三度创作。
每一度创作，作者都必将对要进行的活动有一个周密的策划，川剧录音也不例外。
从历史的角度看，优秀的录音作品可以推广川剧文化的传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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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写到了这里，川剧录音与制作的全部过程也就结束了，我也能第一次抛开“笔者”这一第三人称
，以“我”来谈一些心得体会。
在本书创作之前，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这本书的写作意义到底在哪儿。
其实，这个问题从我第一次录制川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答案。
还记得第一次录制川剧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录音理论的相关书籍，想从原来的川剧录音材料中得到
一些启示和参考。
可不仅川剧录音没有相关理论参考，甚至戏曲录音都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
当时我就在想，若是有一本书，能够像一本导游册一样告诉我川剧有什么特色，像一本录音基础常识
一样帮我回顾一些录音基础知识，像一本设备清单一样告诉我四川本地有什么可利用的设备，像一本
指南一样地引导我该如何具体操作整个录音过程，那该多好啊！
所以，这本书从写作开始就定位在了能让一位录音工作者跟随本书章节的顺序，从了解川剧、了解立
体声录音开始，按本书要求一步一步进行川剧录音策划、实际操作，直至最后完成川剧作品的声音质
量主观测评，能将最终的川剧作品呈现给听众，避免其中绕行很多弯路。
当下，中国社会正进行着飞速的发展，川剧也随着时代进行着一些技术上的深远变革。
在这样一个既要求“学而精”，又要求“学而广”的时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在精通自己
这一领域的同时，又必须和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川剧录音制作与赏析也就是在这么一个大
背景下成长的。
这本书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基础，需要更多的录音T作人员、川剧研究者就着这个基础进行合作创造。
最后，《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这本书从开笔至今，得到了各级相关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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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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