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导的视觉空间与视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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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导摄制视听教材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实际上也就是依靠编导来创作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再用一系列的设
备和技术转化为镜头。把分镜头组合就成了作品。所以编导所注意的问题是： 

  1 以观众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为准则。 

  2 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正确使用。 

  3 工作中对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正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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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导摄制视听教材是一门独特的艺术。编导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文字构思变成视听节目，实际上也就是依靠创
作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来创作。所以，编导在构思一个作品的视觉听觉空间时，一定要以群众的视听觉空间为准则
来设计。要做到这一点，编导就必须把创作和选择镜头，把构思和分镜头从脑海中一个个调出，用一系列的设备和
制作技术，转变为视听镜头。再把这一系列形象化的镜头进行总编，就成了一部作品。 

  例如：我们拍摄一个人从走廊进入一个房间，这就需要编导根据剧情进行视觉空间的创作。首先分清这是一个
什么人，是主人还是客人，是好人还是小偷。那么，我们的视觉在什么地方，是从高角度看到演员，还是从低角度
看到演员。是正面还是侧面，是全景还是用特写，是跟着演员摇还是不动机位，演员走出画面。假如更具体地说是
一个小偷进门，那么我们的视觉空间是在他开门的手上，还是在他高抬轻放的脚上，是从上部的贼头贼脑，还是从
下部拍他的做贼心虚。在这同时也要考虑听觉空间的运用，这个画面能用什么音响效果来表现。对一些需要特殊音
响的作品视觉和听觉是否能吻合，他们之间的切换是否自然等等。 

  一、以观众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为准则 

  观众在观看影视节目时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的视听空间与平时的视听空间不大相同。如一场演出观众在剧场看
到的是一个大舞台，演员上上下下，某演员在演唱时他可以看他演唱，也可以看其他演员表演动作，还可以看乐师
看布景。整个演出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他有自己的视觉空间自由。但拍摄成影视作品就不同了，在这里编导剥夺
了观众的视听自由，他使用许多手法来决定让你看什么和不让你看什么。某演员演唱时编导拍摄他的脸部特写，观
众只能看到他的脸部，拍摄全身只能看到全身。其他的演员，布景等都看不到，也就是说编导决定观众能看什么和
不能看什么。因为观众只能看到编导摄制的镜头、画面、声音的最后组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编导在构思作品
时，一定要以观众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为准则。 

  二、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正确使用 

  在镜头的连接运用中，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的正确使用也是非常重要。例如：画面中一个人坐在桌前写字，突
然抬起头向前（或向左、右）看，以下的画面就反应出不同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如有人敲门进来的画面，有人
叫他的画面，一个闪电，一声雷响，风吹开窗户的画面等，在这里都可以接用。他的处理方法一般是某人在桌前写
字，先插入声音（敲门声，或叫声，或风、雷声），再抬头看，下面才接你需要的画面。 

  三、视觉空间、听觉空间的正确定位 

  在拍摄一部作品时，需要很多的镜头组合，有时需要很多天，在机位、角度、道具、背景、光线等很多方面需
要特别注意，一不小心，就出现问题（行话叫穿帮）。例如：前几天看的一部电视剧，剧情是在一条河边，一只船
上进行的。但背景的树却一会有叶，一会没了叶，使人觉得时间顺序上有了问题。还有一部武打片，有一女主角被
人污辱后怀孕，一直到小孩出生外景都有雪。更可笑的是前些年重拍的南征北战，背景出现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这就是编导的视觉空间有了问题，给作品留下遗憾。 

  前几天，我们为体育教研室摄制了一节参加全省评选的体育课“二十式太极剑”，要求是一节直授课45—50分
钟。如定好机位直接录完是可以的。但这样从老师到学生的推、拉、摇、特写等都受到很大限制，起不到好的效



果。经过考虑和与有关人员协商，把老师的分解讲授动作与学生的学习、练习动作分别摄制，最后编辑组合成一节
课。这就提出了一个视觉和听觉空间的正确定位问题。 

  一是机位；假定教师在南学生在北，那么在拍教师分解动作时机位就定在东和北（上午拍），拍老师的侧、正
面，这样能突出教师动作的特写。拍学生上课机位就在东和南，注意一定要从头到尾先拍一遍学生和老师的全体动
作，再补拍部分大场景中的局部特写。考虑到学生的时间问题，先把学生上课一气拍完。教师的分解动作是在无学
生的情况下拍完的，只要教师按讲课时的程序讲授就可，一个动作不行还可以再来一遍。 

  二是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背景问题；如果学生上体育课，背后是教学楼，那么拍教师分解动作时背景就
不能是同一教学楼，因这时的视觉是学生看老师讲课，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后背景，这样编辑的作品就会出现笑话。

  另外，在时间上最好是同一时间段拍完；因为下午的光线变了，明天天气可能和今天不一样。现场录制的声音
也可能不一样，最后的制作就会出现更大的穿帮。总之一个好的编导在执导一部作品时，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视觉
空间和听觉空间，这样才能对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作出正确的选择。事实上，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编导各种正
确选择的总合体。是对编导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素质的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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