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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一个时代都孕育它自己的艺术家。
艺术家在与时代的联系上则有多种选择。
其中一种，是自觉的，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既包括时代的张扬和风采，也包括
时代的困顿和局限。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其中的某些也许不能具有隽永的意义，但它们最直观地反映着艺术家心灵对时代
的呼应，因而在艺术生活和艺术研究对象中最有认识的价值。
电影，作为一种现在时态叙事和即时性观赏的艺术，尤其清楚地提供着这样一种例证。
　　“第四代”导演艺术生命的起点与新时期的黎明同步来临。
思想解放运动哺育了“第四代”的艺术灵感，这宽松的文化环境为“第四代”提供了可供驰骋的开阔
银幕空间。
“第四代”导演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艺术家。
这种独特的生活境遇和成长道路，决定着他们作品的独特个性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作用。
他们曾经是中国电影的中坚，至今仍然活跃在这个舞台上，谁都不能够、也不应该忽视他们。
《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书·郑洞天研究文集：心与草》为《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丛书》其中一册，主要
收集了“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郑洞天老师的导演艺术论文，展现郑洞天老师在电影生涯中的心
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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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拍摄过程是令人难忘的。
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也许在设备先进的大厂都不存在，但这些困难的被克服将鼓舞我们今后去攻克更
多的课题。
青年厂的摄影棚不具备隔音条件，我们从灯板上挂下各种材料的帷幔来创造够条件的声场；布景中的
地板踩不出单元楼的水泥地声，我们把地板直接铺在地面然后抹上几寸厚的水泥；照明灯具通过电磁
开关消不掉轻微的噪音，我们便用每一盏灯插一个闸盒的土办法，照明工人蹲在灯板上手动控制灯光
一蹲就是半天；低噪音的BL摄影机再捂上棉套、毯子，移动轨下铺地毯，上面一遍遍洒滑石粉⋯⋯这
些措施给各部门带来的麻烦不言而喻，但整个摄制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由此引起的冲突。
　　对于导演来说，这些纯技术性的问题似乎无须插手，然而，正是在和各部门一起一步步创造起同
期录音条件的过程中，我懂得了许多直接制约着创作的工艺手段、设备性能。
电影本来是艺术和技术结合的产物，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代，我们再也不能只知道用几十年前的老
规矩干活。
科学正在向我们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艺术表现能力和手段，而我常有一个感触，我们现在使用着和外
国人差不多水平的机器和胶片，却常常看了人家的银幕效果不知道怎么拍的。
　　同期录音对导演创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无论是画内或画外通过音响对空间的处理，还是镜头衔接上的声音过渡，拍摄前需要周密的设计，拍
摄时又要有意识地补充。
两个人相处无言，一个人走出画面却可以用画外音响继续传递出他的心绪，同时又从画面内人物听到
声音的直觉反映表现他们的交流。
这样的手法我们在影片中用了几次。
切换镜头时要考虑声音的连续性或匹配问题，“侃大山”一场，镜头不时从室内的“侃爷”跳到厨房
里忙碌的女主人，我们几乎每拍一个镜头都在开机前先让人们说话和动作一段时间，剪接时几条声带
套接或叠加，始终保持声画同步和声音的延续。
在拍摄现场，我必须事先把镜头在每一瞬间的表现重心和相应的调度跟录音师反复商定，使他们准确
地调整话筒方位并且当场在调音台上创作；我还要把每个镜头的戏和对白修改得让演员们可以在规定
情境下自如发挥，不死背词，不怕对话“吃螺丝”或重叠，创造出同期录音所特有的生活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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