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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巴黎发生了一桩轰动全球的新闻，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豪华的“大咖啡
馆”放映了他们摄制的一部活动短片，揭开了电影史的第一页。
　　然而，这部短片犹如早产的婴儿，还未发育完整。
它只有画面而没有声音，因此还只能称之为“默片”。
但人们并不满足借助影片中人物的动作姿势和配上的字幕去理解剧情，他们还企图通过音乐来窥探剧
中人物的心灵。
为增加影片放映时的艺术效果，路易·卢米埃尔兄弟于1896年2月在英国第一次放映他们的短片时，就
请了钢琴师临场即兴演奏歌曲来助兴。
于是，电影音乐作为一门新兴艺术形式随着电影一起呱呱坠地。
　　电影音乐从它诞生至今虽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与其他姐妹艺术（如：诗歌、小说、绘画、雕
塑等）相比，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然而随着电影技术日趋完善和电影放映的普及，电影音乐已迅速打破地域界限，飞向世界各个角落，
飞入亿万人民的心中。
它比交响乐、大合唱等音乐作品更通俗、更易懂，也更为人们所喜爱，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听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影中的音乐>>

内容概要

　　主要介绍了电影和电影中的音乐。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量的国外优秀电影作品被引进了我国。
同时国内的电影艺术家也走出了国门，并多次在国际各种电影节上为国家赢得荣誉。
随即，与这些影片融为一体的电影音乐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电影音乐从它诞生至今虽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与其他姐妹艺术（如：诗歌、小说、绘画、雕
塑等）相比，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然而随着电影技术日趋完善和电影放映的普及，电影音乐已迅速打破地域界限，飞向世界各个角落，
飞入亿万人民的心中。
它比交响乐、大合唱等音乐作品更通俗、更易懂，也更为人们所喜爱，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听众。
　　如今，电影音乐已成为大众音乐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引导人们欣赏电影
音乐，以至进一步对电影音乐美学理论展开研究探讨的书籍还是相当稀少。
狄其安教授在从事课堂教学的同时，潜心撰写的《电影中的音乐》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并深入浅出
、易于阅览，为广大电影音乐爱好者如何系统地鉴赏电影音乐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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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狄其安，海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曲，教授。
1956年月出生于上海，1987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同年任上海歌剧院作曲。
2005年起任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从1987年至今创作了大量各种形式的音乐作品，曾多次在全国性的各类音乐比赛中获奖。
正式发表和演出的主要作品有：歌剧《半生缘》、交响诗《舞雩》、交响序曲《龙》、交响音画《西
域风情》、交响合唱《圣地》《西部情怀》《生命的誓言》，以及影视剧音乐《小绍兴传奇》《丁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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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电影音乐概述　　二、电影音乐发展的历史　　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发展历史几乎是同步的
，同样也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无声电影时代就有音乐了。
那时候在放映电影时请一位钢琴师坐在银幕边上，根据电影情节即兴演奏，或者演奏现成的钢琴小品
。
那些提供现场演奏的钢琴小品，基本上都与电影的画面没有直接的关系，钢琴乐谱基本上都是已谱写
完成的现成作品。
因此当银幕出现悲伤的故事，有可能此时弹奏的音乐却是快乐轻松的曲调，画面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很
不协调，更谈不上表达思想内容了。
观众对这种音乐与内容不符合的音乐演奏形式很是反感，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艺术性与观赏性
。
观众的这种反映随即受到电影艺术家的重视，1909年美国爱迪生专利公司便为电影的剧情选择对应的
音乐段落，分别贴上“快乐”、“悲伤”、“紧张”等的标题，以便在剧情出现时能立即运用。
直至今日，电影或电视配乐中所谓的“罐头音乐”就是从此做法中而来的。
1907年，法国作曲家圣一桑应邀为影片《吉斯公爵被刺记》作曲，他也就成为创作电影音乐的先驱。
1910年以后，美国及法国都逐渐出现了专门创作电影音乐的作曲家。
　　20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电影事业极为兴旺，在美国成为了一种产业。
在商业性影片中经常运用爵士音乐、流行音乐的风格，这些电影的内容往往轻松活泼。
有时也用严肃音乐风格，音乐的语言比较接近后期浪漫派，常常表现思想性较强的生活片。
还出现所谓“好莱坞”式的配器风格，比如：抒情乐段常用弦乐器在高音区演奏主旋律，铜管乐器常
用密集的块状和声排列，演奏号角般的长音，木管乐器使用混合音色叠加在弦乐声部上，音乐与画面
的关系也以“音画同步”为主。
这种风格在现在的一些美国“大片”中还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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