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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由于作者大都参加过影视专业测试及阅卷或招生工作，对于影视专业的现状、动态、考试要求及注意
事项了如指掌。
针对考生具体的知识结构特点，以因材施教为宗旨，大到影视专业理论，小到面试的微小细节，都融
入了编写人员的理解和心得，融入了自己切身的体会和经验。
这是本套书与一般同类辅导书的最大区别。
    本书另一特点是科学性与系统性。
全书分编导与播音主持两卷，每卷均由九章构成，基本涵盖了高考艺术类编导和播音主持专业测试方
方面面的内容，十分周全与细致。
如：编导卷开篇第一章“走进影视艺术”，涉及中外广播、影视的发展简史，可以使考生了解几种艺
术形式的发展脉络，同时简略地介绍了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对于考生更好地学习本专业具有良好的
铺垫作用。
在第二章“认识编导专业”里作者结合自己多年媒体工作的经验，为考生介绍了影视编导的职业特征
、素质要求及未来就业的方向，使考生对这个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艺术常识”一章是针对面试中所涉及的文艺常识而编写的辅导材料，囊括了影视、文学、戏剧、戏
曲、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由于篇幅的原因，难免挂一漏万，我们编写的宗旨是重点突出，简练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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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近影视艺术　　第一节　中外电影简史　　在影视专业的考试中，经常会考到一些经
典电影或电影大师的创作风格，而了解一部影片或影片创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美学流派和艺术思潮
以及在电影史上的地位，都会对考生在深刻了解这部电影方面有所帮助。
即使是一部当代电影，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必定是对以往的电影传统有所传承、有所借鉴、有所创
新。
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电影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
因此，本节我们将对百年电影的历史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电影的诞生　　1.“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　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画面在今天的观众
眼中是习以为常的了，可是在1895年，当银幕上第一列火车迎面驶来时，坐在前排的观众却声尖叫着
逃离座位。
电影这项新发明，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惊喜。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里，放映了总题为《工厂的大门》的l2
部短片。
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电影的诞生日。
卢米埃尔兄弟是世界电影的先驱，他们拍摄并且放映了电影史上第一批标志着初期电影最高水平的影
片，开创了电影真正的历史。
他们坚持“从现实生活中捕捉自然景观”的拍摄原则，展现电影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并把它
用到极致，由此确立了电影的写实主义风格。
　　2.乔治·梅里爱的“银幕戏剧”　　另一位早期电影的先驱法国人乔治·梅里爱是一名魔术师。
有一次，他在巴黎歌剧院广场拍片，当一辆马车驶过时，不巧摄影机出了故障，胶片被挂住而停止了
运转，过了一会儿，修好的摄影机恢复了运转，而此时摄影机前驶过的是一辆灵车。
于是在放映这部电影时，行驶的马车就忽然变成了灵车。
这个偶然的发现使梅里爱茅塞顿开，他由此发明了“停机再拍”的特技。
比如，在《贵妇人的失踪》一片中，坐在椅子上的贵妇人突然消失了，梅里爱就是运用了“停机再拍
”的电影特技。
梅里爱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有奇妙效果的电影特技，这些特技一直沿用至今，梅里爱还搭建了世界上最
早的摄影棚。
1902年，他拍摄了电影史上最早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
　　这些早期的电影大多数都是由一个镜头构成，摄影机都被固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电影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
　　3.大卫·格里菲斯　　美国人大卫·格里菲斯是电影艺术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对电影的最大贡献是他创造了剪辑。
1915年，格里菲斯拍摄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影片标志着电影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
影片长达3个小时，开创了电影史上史诗巨片的先河。
格里菲斯运用平行剪辑创造了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段落，人们把这种平行救援的剪辑方法，称
为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
　　1916年，格里菲斯又推出另一部更为雄心勃勃的史诗巨作《党同伐异》。
但是，由于这部电影远远超出当时观众的欣赏能力，因此票房惨败，格里菲斯一生都在偿还《党同伐
异》欠下的巨额债务。
　　格里菲斯是电影艺术真正的奠基人。
通过蒙太奇剪辑进行叙事，不同景别也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
如在表现林肯遇刺时，通过刺客手拿枪的特写与林肯观看戏剧的镜头交叉剪辑，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
。
从格里菲斯那里开始，电影成为一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艺术。
　　二、无声电影时期　　1.查理·卓别林　　在无声电影发展的30年里，喜剧电影始终占据着统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考艺术类专业测试实用教程之编导卷>>

地位。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伟大的喜剧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他和同时期的一批喜剧电影大师把美国电影的
品质真正提升到了一流艺术的行列中。
卓别林最了不起的是他博大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的影片具有一种感动心灵的力量。
有人把他的喜剧概括为“带泪的微笑”，十分准确。
　　卓别林的代表作有《淘金记》（1925）、《城市之光》（1931）、《摩登时代》（1936）、《大
独裁者》（1940）、《凡尔杜先生》（1947）和《舞台生涯》（1952）等。
　　卓别林电影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穷困潦倒的小人物，这些人自尊、善良，虽然贫穷却依然有着乐
观的心态。
但是在冷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虽然努力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往往都是悲剧的命运。
卓别林用极富幽默感的表演方式对资本主义的荒谬做了刻薄而深刻的揭露，同时又赞美了“小人物”
的人性美，从而使他的电影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义而远远高出同时代的其他喜剧电影。
　　2.前苏联蒙太奇学派与爱森斯坦.　　蒙太奇是法文montage的音译，原本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意为
装配、安装。
后引申到电影领域，是所有剪辑的统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电影艺术家在一系列实验的基础上把蒙太奇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电影理论体
系，进而形成苏联蒙太奇学派。
蒙太奇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库里肖夫、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
　　库里肖夫是电影学院的教授，他在“实验工作室”做了一系列的剪辑实验，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便
是“库里肖夫”效应的实验：库里肖夫把沙俄时期最著名的男演员莫兹尤辛面无表情的特写镜头分别
与另外三个镜头：一盘汤、棺材里的老年妇女的尸体和女孩子玩玩具连接在一起，观众则分别从莫兹
尤辛的脸上看到了饥饿、悲伤和慈祥。
库里肖夫意在通过实验说明单个镜头是没有含义的，只有与其他镜头组接在一起才能产生完整的含义
。
　　1925年，爱森斯坦导演了他的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
影片讲述了1905年，波将金号战舰上的水兵因抱怨伙食太差而遭军官击毙，由此引发叛变。
军舰开到奥德萨阶梯接受人民的食物补给，但步兵赶到镇压，发生了阶梯上的大屠杀。
这部影片以澎湃的激情歌颂了起义的士兵和敖德萨的革命群众，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许多创新和发现，
尤其是影片中的“敖德萨阶梯”屠杀的段落，堪称是运用蒙太奇结构最经典的段落，爱森斯坦将群众
的奔跑、沙皇士兵的逼近、婴儿车的滑动和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逆流而上等一系列动作镜头分解，进
行了节奏性的剪辑，使影片造成了延时效应，扩大了影片的空间效果，强化了影片的情绪，形成了巨
大的视觉冲击力。
爱森斯坦在他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杂耍蒙太奇的概念，其含义就是通过两个互相冲突的镜头组接在
一起，产生一种惊人的效果。
　　1927年，爱森斯坦拍摄了《十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蒙太奇理论。
被称为“理性蒙太奇”。
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既可以用来叙事，也可以进行理性思考，他甚至打算把《资本论》搬上银幕。
爱森斯坦在他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中，从理论到创作，都为电影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另一位蒙太奇理论大师是普多夫金。
他的电影代表作是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三、经典好莱坞时期（1926—1945）　　1.有声片的兴起和彩色片时代　　上世纪20年代末期，声
音的进入使电影由纯视觉艺术发展成为视听艺术。
1927年的音乐故事片《爵士歌手》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
声音进入电影也催生了好莱坞的最后一个电影类型——歌舞片。
　　1935年，世界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界》在美国诞生，电影由此进入到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
　　2.经典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Hollywood）的英文原意是冬青树，是一个位于美国加利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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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州洛杉矶市西北部的小镇，这里日光充裕，风景秀丽，是电拍摄理想的外景地。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已经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电影城。
好莱坞不但是美国电影的代名词，也是一种商业性电影的代表。
20年代好莱坞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充满商业气息的生产和艺术体制，其中包括大制片厂制、明星制和类
型片这三大法宝。
　　制片厂制主要体现在高度精细的组织分工、制片人专权和明星制上。
在这种体制下拍摄电影，导演没有任何创作权，一切都完全服从于制片人的意志，而制片人往往是那
些不懂电影的金融巨头，他们拍摄电影唯一的出发点就是赚钱。
因此对于尖锐的题材或者突出的个性都一概无情扼杀。
其结果是这些耗费巨资生产出来的电影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商品。
　　明星制也是好莱坞赚钱的一大秘诀。
精明的制片人发现，观众可能会因为喜欢某个演员而走进影院，因此他们不惜花大价钱包装电影明星
，在好莱坞全盛时期，演员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可以选择化妆师甚至导演，而明星解雇导演的
事情在当时也时有发生。
全盛时期的好莱坞涌现出许多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电影明星，如英格丽·褒曼、格丽泰·嘉宝、费
·雯丽、奥黛丽·赫本、格里高利·派克等。
　　类型片是在制片厂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上世纪20年代末已经初具规模的电影类型有：西部片、喜剧片、强盗片、恐怖片、歌舞片和战争片等
。
到了三四十年代，好莱坞迎来了全盛时期。
　　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电影类型。
　　歌舞片：　　歌舞片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类型片种之一，它是伴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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