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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从拍摄的对象上看 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对动画的解释是“以画在平面上的图画或
者立体的偶以及物品作为拍摄对象的电影”。国内称动画片为“美术电影”，也就是这个道理。 2从
运动的角度上看 加拿大动画师诺曼·麦克拉伦认为“动画是画出来的运动”。英国人约翰·汉斯也指
出“运动是动画片的本质”。国际动画组织在1980年南斯拉夫会议中对动画下了一个定义：动画艺术
是指除使用真实的人或者事物造成动作的方法之外，使用各种技术所创作出的活动影像，即以人工的
方式所创造出的动态影像。 3从传播的途径上看 美国动画家查尔斯·索罗门对动画也有自己的定义：
①它们的影像是用电影胶片或录影带以逐格记录的方式制作出来的；②这些影像的动作是幻觉创造出
来的，而不是原本就存在的；⑧这些影像的动作是摄影机记录下来的。 4从动画的名称上看 世界各个
国家对于动画都有不同的叫法。在美国，人们称之为“卡通_（cartoon）”；在日本，人们最初称之
为“漫画映画”，后来又称之为“动画”；在中国，除了“动画”的称呼以外，人们给动画电影起了
个好听的名字，叫“动画片”、“艺术片”（但在20E纪80年代出版的《辞海》中，并没有“动画”
一词）。 “卡通”，是英文cartoon的音译，是对于“非真人电影”的最早叫法，起源于美国，流行于
全世界。“漫画映画”的称谓只在日本流行。“动画”和“电影动画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电影动
画的英文为“Animation”，是当今世界对于与真人饰演的电影相对应的“以绘画或其他造型艺术作为
人物造型和环境空间造型的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统称，是英文中一种比较正式的称谓。“Animation
”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赋予生命”，使得本来没有生命的形象活动起来。而“Animation Cartoon”的
英文解释是“a motion pictu re produced form drawings，each successive d rawing showing a very slight change
of position so that a series of them gives the effect of an actual movement”，中文解释为：一组由手绘的动态
的图片，每个图片在动作上都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产生连续变化的效果。中国对应于Animation的称谓
是“艺术片”，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对此有这样的注释：艺术片，一种特殊的电影，而
美术片是中国的名词，是动画片、木偶片和剪纸片的总称。美术片主要运用绘画或其他造型艺术的形
象，来表现艺术家的创作意图，是一门综合艺术。

Page 4



《动画概论》

编辑推荐

Page 5



《动画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