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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电影制作者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开始的。
往往初学者必须精通电影制作的所有环节——拍摄、录音、剪辑、筹钱、发行——因为没有其他人能
帮忙完成这些任务。
无论以后在电影制作中担任什么工作，学习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都会使你从中受益。
最优秀的摄影师明白录音师和剪辑师需要什么效果，反之亦然。
制片人和导演如果能了解整个制作过程，也会受益无穷。
本书属于制片人拍摄电影电视的大全参考书，从拍片前的准备、到镜头选取，到拍摄、音效、剪辑，
无所不容，而且非常专业。
书中介绍的是有实践价值的技术，通过全面的介绍使读者了解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从中窥见电影制
作的全貌。

本书的读者是具有一定影视专业基础的电影制作人、影视制作爱好者、独立电影制片人及拍摄短片发
烧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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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阿舍（Steven Ascher）（美国）平卡斯（Edward Pincus） 译者：李娜  阿舍，代表作包
括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的影片《生生不息》（So Much So Fast），以及曾提名奥斯卡奖并获得圣丹斯
电影节评委会奖和观众奖的影片《闹人的小湾》（Tnoublesone Creek）。
两部电影都是和他的妻子JemmeJordan共同制作的。
Steven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执教过电影制作。
他曾荣国的奖项包括意大利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并且还曾获得美国导演工会奖提名。
 平卡斯，代表作包括《黑色妠齐兹》、《帕诺拉》和《一个麦卡锡支持者的肖像》，三部影片都是
和David Neuman共同制作。
他曾拍摄开创性的个人化记录片《日记：1971—1976》。
他在麻省理工大学建立了电影学科，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他曾荣获古根海姆基金奖，并且是广泛使用的《电影制作指南》书的作者。
 李娜，湖北人，现居北京。
影迷。
北京大学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毕业。
曾任电视栏目编导、文化活动策划，并为电视、杂志、网站等媒体撰稿数十万字。
现从事电影策划制作工作。
曾著有《大学英语电影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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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磁头的阻塞反复出现，最好能买一瓶磁头清洗液和清洗布（并非棉棒）。
把磁带从录像机里取出，然后清洗滚筒和磁带通路。
不要上上下下地擦（垂直于磁带通路）。
这样做很容易损坏磁头，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做这种手动的清洗。
此外，潮湿的环境也同样会导致很多录制上的问题，所以应该避开那些充满水汽的地方。
冬天，在把摄像机从温度很低的室外拿到温暖的房间之前，应该先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温暖
一下，防止出现凝结水珠。
在寒冷季节拍摄时，还应该为摄像机保暖。
过冷的磁带在使用前也应该先暖一下。
调到低风挡或自然风挡的吹风机，可以用来温暖磁带，或者给磁带除湿。
 磁带种类 和录音带一样，录像带也是由带基（base）或底板材料（聚酯纤维）组成的，这些材料能提
供一定的强度和稳定性，并且拥有一个薄且对磁性敏感的表层，可以记录下视频信号。
磁力表层曾经主要是用氧化铁制成的。
现在制造商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做这个表层，从各种不同的氧化物到高质量的非氧化的金属都被拿来
用于磁带制作。
Oxide（氧化物）这个词有时会用来表示标准等级的磁带，另一些时候则用来指代磁带中的那个磁性
表层。
 金属磁带有两个种类：金属微粒（MP）磁带和金属蒸发（ME）磁带。
在MP磁带中，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雪茄形状的铁微粒涂在磁带表面防止氧化，而且会在带基上涂上
好几层。
在ME磁带中，钴会在真空容器内蒸发，然后凝结在聚酯纤维带基的表面上。
因为要用到这些特殊的工序，所以金属磁带生产起来会更贵。
不过二者都有较高的矫顽性（关系到多强的磁性信号可以被录制下来）和顽磁性，可以使磁带达到比
普通氧化物磁带更高的录制密度（事实上是MP磁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让Hi8的录制成为可能，而ME
磁带在20世纪90年代让MiniDV的录制成为可能）。
 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数字格式使用的都是MP或ME磁带。
视频格式决定要使用哪种金属磁带。
比如，MiniDV和HDV用到的是ME磁带，松下的DVCPR0格式用到的是MP磁带，而索尼的DVCAM格
式用到的则是ME磁带。
千万不要在为ME磁带设计的设备上使用MP磁带，因为两种磁带表面的摩擦力特性各有不同，所以如
果用错，会影响到磁头的工作。
此外，一般来说，ME磁带都会更贵。
 如今视频格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可以在更窄更短的磁带上录制更多信息，所以磁带的质量也变
得更加关键。
质量更好的磁带瑕疵会更少，而且在录制时也会出现不清晰或信号丢失的情况更少（在模拟录像带中
质量更好的磁带也意味着更清晰的色彩和更完美的细节）。
但是，选择磁带种类和选择胶片种类可不太一样。
胶片在基本的色彩调制、对比度、感光度上各有不同。
在视频中，这些内容是由摄像机自身来决定的。
同样的磁带其效果会是同样的，不论是拍摄的是彩色还是黑白影片，采用自然光还是室内照明，PAL
制还是NTSC制。
 因为磁带种类一直都在发展，所以在选择磁带时应该征求一下专家的意见。
一些生产商推出了顶级质量（价格也很顶级）的母带。
是否应该选择这种磁带，应该和有相关经验的人谈一谈，或者在网上找到相关的在线讨论组问问。
如果你用的是租来的摄像机，租赁商店也会有他们的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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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的磁带上面的氧化物很容易剥落，阻塞磁头，造成信号丢失。
此外不同的生产厂商使用的润滑剂也不同，不能很好地相互配合，因此很多人建议最好找到你喜欢用
的一个品牌，然后一直使用它（或者至少在更换品牌之前先清洗一下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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