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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画由于机算机等高科技的介入，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视觉和音响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动画与电影之间有着解不开的渊源和联系，动画视听语言就是在电影相关理论体
系基础上的提炼和发展。
动画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以其纯洁、率性、浪漫、个性的特征征服了男女老少，成为雅俗共赏的大
众流行文化。
本书以动画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对动画视听语言的艺术形式进行详细的阐释，对视听语言构成的基本
要素——影像、声音、剪辑，以及其中涉及到的.镜头、景别、角度、焦距、运动、光线、色彩、前景
、背景、空白、构图和场面调度、声音、场景转换、镜头衔接等视听元素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结合
具体动画作品实例论述视听语言的基础理论、动画视听语言的主要特点和创作手段。
本书共6章，其中第1章是视听语言概论，第2章是对镜头知识的讲解，第3章是对画面造型知识的讲解
，第4章是对场面调度与轴线的讲解，第5章是对声音的讲解，包括人声、音乐、音响、声画关系的相
关内容，第6章是动画剪辑的相关内容。
书中各章都附有自测题，这不仅是为了便于学生复习思考，更主要的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延续，希
望广大读者学习后能有收获。
本书的编写目标是：努力追求“一读就懂，学了能用，一用就灵”的学习效果。
本书可以作为全国高校影视、动画专业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影视、动画各相关专业爱好者及
从业人员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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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动画视听语言的专业教材。
本书详细地讲解了视听语言的相关知识，包括视听语言概论、镜头、画面造型、场面调度与轴线、声
音和动画剪辑。
    本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大大降低了学习难度。
全书从始至终以了解视听语言的各个知识点为重点，任务明确，结构条理清晰，是学习动画视听语言
的很好的读物。
    本书可以作为全国高校影视、动画专业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影视、动画各相关专业爱好者
及从业人员的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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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正面角度，是指摄影机处于被摄体的正面方向的角度。
正面角度最能够体现被摄对象的主要外部特征，把被摄对象的正面的全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要清楚地观察一个物体，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之进行面对面的“视觉接触”，
正面角度正是要起到这种一览无余的画面效果。
正面角度拍摄的画面可以充分展示被摄对象的横向线条，产生对称、均衡、平稳、庄重的效果。
比如在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皇帝上早朝时就使用了正面角度来表现金殿的肃穆和皇权的
威严。
运用正面角度拍摄人物，有利于展示人物的面部表情、神态，有利于展示人物身体正面的动作和体态
，如果加上平角度和近景景别的配合，则可以表现画面内人物与观众面对面的交流，使观众产生一种
参与感和亲切感。
运用正面角度拍摄物体如建筑时，可以产生平静和谐的视觉效果，可以突出建筑物的宏伟气势。
中央电视台的开始曲中表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使用的就是正面拍摄的角度画
面。
这是导演通过镜头把观众的视点缝合进叙事情境中的一种常用的有效手段。
正面角度还可以展现一些有一定联系或差别的并列形象，形成对比和联想，引导观众进一步思索，从
而表达画面以外的引申义，丰富画面的内涵。
正面角度拍摄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它突出横向线条，这些线条与画幅边缘平行，使得画面缺少纵向的
透视变化，没有构图的动势方向，因而显不出更多的空间和体积，显得呆板。
而且，正面拍摄的物体透视感比较差，立体效果不明显，如果画面布局不合理的话，就有可能使被摄
对象显得主次不分，平淡而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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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画视听语言教程》：普通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动漫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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