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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动画的教育和研究，我是一个外行，但作为一个动画爱好者，自忖对动画的喜爱程度可能在
平均水平之上。
且不说童年时代观看《大闹天官》等经典片后的终生难忘，也不说作为家长陪伴儿子观看《猫和老鼠
》、《狮子王》、《七龙珠》等舶来品时的其乐融融，即便时至今日，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有诸如
《汽车总动员》、《加菲猫》、《变形金刚》等佳作播映，我仍尽可能抽出时间来一睹为快。
　　不过，一个众所周知且令国人不能不感到，苦涩的现象是，这个领域和市场多年来被海外、特别
是美欧日韩等国家的产品“垄断”得太久了，甚至连孙悟空、花木兰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也被这些
海外产品所运用而大获其利，可本土的优秀动画产品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对此，如果单以“文化帝国主义”的义愤和口号责之，似乎并不全面（文化产品的输入输出毕竟是自
愿交流的过程），也于事无补。
　　但不管怎样，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家庭到学校，从成人到儿童，在全国
范围内有一种呼声日趋强烈，有一个共识正逐渐形成，即：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因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无论从经济（文化娱乐产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火车头）
、政治（文化精品构成提升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抑或文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培养新一
代接班人）角度看，振兴包括动画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都已然是一个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现实而
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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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画音乐与音效》是一部音乐艺术与音效技术相结合，基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相联系的专著。
全书分为动画音乐的创作、动画音乐的演奏、动画音效的制作和动画音乐精品鉴赏四个章节。
作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读者勾勒出音乐创作的主要过程，音乐表演的各种形式，音效制作的先进
技术，以及世界动画片大国目前在动画音乐、音效方面已达到的水准。
通过阅读《动画音乐与音效》，读者有望对动画音乐与音效创作的概况及具体细节，得到较直观而又
深入的认识。
　　《动画音乐与音效》可作为大学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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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桥，男，1989年--本科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后至上海交通大学文学艺术系任教。
1 997年9月至2003年6月，又在母校继续深造，并于1 999年7月和2003年1 0月被授予音乐学硕士和博士学
位。
曾先后出版专著《至纯的清泉》、《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教材《交响音乐名作鉴赏》（合
著），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音乐类论文，创作，制作了《小龙人》、《海贝儿》等多部动画片音乐
。
获得过教育部”全国优秀艺术指导教师”称号，作为课题组成员获得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和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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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动画片中的音乐与音效　　第二章 动画音乐的创作　　第一节 旋律的创作　　第二节 和
声的配置　　第三节 节奏的运用　　第四节 曲式的构成　　第五节 音色的调配　　　　第三章 音乐
与音效的制作　　第一节 音乐与音效的前期录音　　第二节 MIDI制作1　　第三节 影视音乐与音效的
后期剪切处理　　第四节 拟音与音效采集　　　　第四章 中外经典动画音乐赏析　　第一节 中国动
画片　　第二节 美国动画片　　第三节 日本动画片　　第四节 欧洲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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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动画音乐的创作　　第一节 旋律的创作　　在动画音乐的创作过程中，旋律的创作通常
是音乐创作的第一个环节，虽然动画音乐的旋律与其他音乐作品中的旋律就其本质而言并无多大不同
，但由于动画艺术本身的特殊属性，动画音乐的旋律创作大致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色彩鲜明、形象生动，动画片的情节和画面大都简洁明快而又活跃，相应地也要求动画音
乐的旋律色彩鲜明，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或是时代特性的动画作品，更要求音乐旋律能够体现
出作品的地域和时代色彩，从而加强整体上的艺术真实感。
　　（2）与画面的联系比较紧密，动画音乐从它诞生之初，就是同画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早期的
某些动画音乐旋律，就是作为剧中人物的动作的具体音效而创作的，今天的动画音乐虽然已经摆脱了
对于音响效果的简单模仿，但“音画同步”的创作方式，仍然是绝大部分动画音乐所惯用的手法。
　　（3）结构紧凑、篇幅短小，无论是动画电影、电视片还是动画游戏作品，画面的切换节奏相对
其他影视作品要快得多，每一个场景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因此动画音乐的创作通常也都结构
紧凑、篇幅短小，无论是每个乐句的规模，还是一个段落内乐句的数量，通常都有很强的节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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