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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特点鲜明：一是作者多为中央电视台各电视领域的资深人士；二是内容全面，涉及电视节目
生产制作播出及收看等全过程的理论与方法；三是内容主要是关于电视艺术创作与技术应用的经验实
录；四是立意新颖，分册分章节编辑形式独特，体系科学完整合理；五是论述深入浅出、难易结合，
实用性、针对性强。
    在策划、组织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希望至少能够实现以上目的和意图：    这套丛书的作者结合各
自丰富的电视实践经验，科学地总结自己对电视的感悟和体会，论述任何运用电视技术达到良好的电
视艺术效果，而非枯燥难懂的电视技术原理。
    电视技艺本为本体，电视技术是手段，电视艺术是目的。
通过电视技术实现电视艺术的完美境界和良好的收视效果，是电视人的职业追求。
电视技术与电视艺术的互动依存在系在本套丛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套丛书并不是从理论上告诉读者新技术原理及使用方法，而是从中央电视台实际使用电视新技术
的大量实例中精选个案，让这些成功个案的主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运用新技术的方法和碰到的问
题。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处在中国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前沿阵地，既有独特丰富的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
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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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视声音概述　　电视作为一种被观众普遍接受的传媒艺术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
电视声音越来越受到观众和电视制作者的重视，但是作为一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听觉方式，它被观
众默默地接受着。
可以说对于电视声音本体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此电视声音常常被观众和评论学家称为“伴音”。
这样的称谓给电视声音一个不够公平的定位，可以说电视声音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发掘。
电视声音的定位和表现直接关系到电视艺术的水平，因此对于电视声音的认识和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种认识和运用的起点就是对于声音基础理论和声音属性的掌握。
　　第一节 声音的属性　　一、声音的物理属性　　声波是由于物体振动引起的空气振动产生的，它
通过空气或其他介质传播，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340米／秒。
传播介质的密度越大，声音的传播速度越快，例如，水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更快。
声波的周期是振动一次所用的时间，而每秒经过一个固定点的振动周期的次数是声波的频率，它是周
期的倒数。
声音的速度除以频率就是波长，波长是指声音在一个振动周期内传播的距离。
两个波形的正负变化一致，称它们同相，如果完全相反，则称它们反相。
　　自然界中，形态简单的物体作简谐振动时所产生的单一频率成分的声音，称为正弦波形的纯音。
在实际问题中，大多数声音都包含有许多频率成分，即由许多强度不同的频率成分组成，这种声音称
为复合声。
如果这类声音所含的频率及其强度不随时间改变，或在不同时间间隔内，其平均值保持不变，这种复
合声称为稳态复合声，简称为稳态声。
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声源属于这种情况，如某些机器或车辆发出的声音。
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声音的频率和强度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类声音则称为瞬态复合声，简称瞬态
声。
　　我们（语言学家或音乐家）对声音的描述往往采用音强、音高、音长（或时长）和音色四个术语
，这四个词反映在客观物理量上，可以归纳为声级（声强级或声压级）、频率、时程（或声音的延续
时间）及声音的频谱结构。
音强即声音的强弱，它既与该音的声强有关，也与声调的高低有关。
音高就是声调的高低，它主要决定于声带的振动频率，即基频F。
音长是指声音延续时间的长短，也称时长。
音色即声音各因素彼此相互区别的特色，即个性，与频谱结构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音色问题比频谱结构要复杂得多。
正如音高也并非完全取决于频率一样，这里只是就它们的主要因素而言。
振动方式的不同是形成音色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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