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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原理》

前言

　  《视觉原理》这本书原本是为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技术研究所数字电影技术专业方向硕士研究
生编写的讲义，后来数字媒体技术研究所/影视技术系招收了数字电影技术专业本科生，这本书又将成
为该专业本科生的讲义。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和技术，然而首先是视觉的艺术和技
术&mdash;&mdash;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最早的电影是默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正因为如此，了
解电影涉及的有关视觉原理的各种知识，对于电影的摄制来说，尤其显得必要。出于这样的考虑，研
究所在最早决定从招收第一届数字电影技术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起，就开设了&ldquo;视觉原
理&rdquo;课程，而讲述这门课程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当然不是什么视觉理论方面
的专家&mdash;&mdash;过去不曾是，现在也仍然不是&mdash;&mdash;当时之所以敢于接下这副担子，
其实有一个说起来似乎有些可笑的理由，那就是早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曾在英国焦点出版社1969年
出版的一本《电影电视技术百科全书》（The Focal Encyclopedia of Film &amp; Television Techniques
，Oxford，Focal Press，1969）中，读到过有关视觉原理的论述，对于电影（以及电视）涉及视觉原理
的主要内容，多少有所了解。然而那些有限的论述，仅仅提供了相关的知识框架和主要知识点，距离
讲授一门课程的需要，自然相差甚远。　  对于一门课程，当时也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挑选一本现
成的书籍作为讲义，这种办法并非不可行，但现有的有关视觉原理的书籍，没有专门针对影视创作和
制作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一个促使我自己编写讲义的原因，是由于我总是觉得，现有
一些讲述视觉原理的书，常常是&ldquo;言必称希腊&rdquo;，联系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容实在是凤毛麟
角，而我们民族的文明史又是那么悠久，实在需要我们深刻地去挖掘。　  于是，下定决心编写自己
的讲义，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幸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资料的查询已经不是一件太难的
事&mdash;&mdash;要知道，我是从中国文化史上最禁锢的时代过来的人，&ldquo;文革&rdquo;时期信
息的封闭程度，资料查询之困难程度，决不是当今青年能够想象出来的&mdash;&mdash;特别是网络技
术已相当发达，资料的查询确实已经变得史无前例地便利，只要你肯花时间、下功夫即可。　  于是
，就开始了漫长的编写工作。　  逐渐地，我从纷乱复杂的信息中，理出了头绪&mdash;&mdash;人通
过视觉，感知到物体下述四方面似乎相互独立的特性：　  &mdash;&mdash;形状：指物体在三维空间
中的几何范围；　  &mdash;&mdash;位置：指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相对于观看者以及其他物体的空间关
系；　  &mdash;&mdash;颜色和亮度：指物体的颜色、阴影、纹理、亮度、透明度等特性；　 
&mdash;&mdash;运动：指物体的方向和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人们对视觉感受的描述，便是
通过上述四种特性的描述而实现的，所以，这四种特性被称为&ldquo;视觉语言&rdquo;。本书讨论的
实际上是有关视觉系统和视觉语言方面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内容其实并不繁杂。而
在内容的编写上，本书注意了做到突出两个特点：　  一是花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活动影像（影视节目
）中涉及的视觉原理，或者说是特别注重从活动影像（影视节目）的角度来讨论视觉原理。出于这个
特点，本书可能更会引起影视工作者的兴趣。　  二是在阐述视觉原理的过程中，一定数量地引述了
我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视觉感受的范例。坦率地说，在这方面仅仅是个尝试。我心里当
然也很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尝试无异于历史上头一个去吃螃蟹，很可能会吃力不讨好。但
之所以最终坚持下来这种尝试，正如本书&ldquo;绪论&rdquo;中所说的那样，主要是受了王朝闻、丰
子恺等大师的影响。而对青少年时欣赏丰子恺漫画、摆弄益智图（十五巧板）拼图甚至仅仅是吟诵几
句唐诗宋词的美好记忆，也常常给我以勇气。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年。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忽然发现，本书中原先一些似乎并不大受人瞩目的专题，例如立体摄影、立体电影、光
学错觉等等，现在竟然也一个个地成了热门话题，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几经波折，这本书终
于要出版了。看着那厚厚一摞校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释然的感觉&mdash;&mdash;其实对于这本书，
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当孩子们来上我这门课之前，能够拿到课程指定的这本讲义。我总觉得，这本是一
名教师基本应做到的。然而原本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却一直没能做到。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届直到课
程结束也没有拿到这本讲义的硕士生们，我一直心怀愧疚。　  所以，对于《视觉原理》的出版，我
要感谢出版社，也要感谢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指导、鼓励和帮助过我的所有人。恕我在这里没有举
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觉得挂一必定漏万。我在这里只是想郑重地向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你们的好，我会牢记在心里！　  李铭　  2012年1月28日　  （农历壬辰年正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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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解释视觉系统的基础上，讲解了视觉对形状、位置、颜色和亮度以及运动等特性的认知原理。
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活动影像（影视节目）中涉及的视觉原理，并一定数量地引述了我国文化尤其
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涉及视觉感受的范例。
对于当前的一些热门话题，例如立体摄影、立体电影、光学错觉等，本书亦有较为详细的讲述。
◆ 读者定位 ◆——————————————————————————摄影专业师生，影像爱好
者、影视院校师生、影视行业工作者、影视、摄影爱好者
◆ 上架建议 ◆——————————————————————————电影、摄影、艺术、专业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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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觉原理:影视影像创作与欣赏规律的探究》具有：1.针对性，结合中外影视节目 揭示影视创意规律
与魅力之所在；2.可读性，旁征博引古诗名句 阐述视觉感受和语义意象之关系；3.新颖性，详细讲解
立体电影奥秘 教你怎样拍摄观看立体照片；4.趣味性，寓教于乐 益智拼图 光学错觉图片 琳琅满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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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原来斗鸡眼是一种用裸眼看立体图的高超技巧啊。
2、很详细，对理解画面很有帮助。
3、此书很不错，正在学习中
4、帮老爸买的 感觉不错蛮有用
5、老公喜欢！！！
6、要是价格能再便宜点，就更好了
7、挺喜欢这本书   因为很喜欢电影   趁着年轻   多学点知识
8、超赞啊这本！受益匪浅。虽然个别地方有些错别字和图片注解标错的地方不过都是小问题。
9、视觉、、帮助更多买家。分享，让世界更美好
10、看了 相当喜欢 如果可以再细致些就更好了
11、可以从原理这方面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12、真心好玩，受教了
13、影视技术系都在干吗，没什么卵用⋯⋯
14、看到了爷爷对学术的专注，对晚辈的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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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视觉原理》的笔记-第53页

        

2、《视觉原理》的笔记-第62页

        

3、《视觉原理》的笔记-第39页

        我比较懒所以说以前大人们说的”猫在夜间为了看得清楚，眼睛会反光“是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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