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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电视非线性编辑工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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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电视节目的后期制作中，非线性编辑正逐步代替传统的编辑。本文对利用非线

性编辑系统进行编辑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技巧做了经验介绍，并就怎样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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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电视节目的制作带来

了巨大改革，很多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采用了非线

性编辑系统，非线性编辑正逐步代替传统的编辑。怎

样做好非线性编辑工作，是我们每一个电视编辑面

临的重要课题。

“电视编辑工作是贯穿于电视生产过程始终的，

诸如节目、栏目的设置、编排，素材、主题的选择、提

炼，对各类人员的组织、协调，与电视观众的沟通、联

络，以及文稿解说的组选、编写，图像画面的剪辑、组

合，音乐、音响的选配、编辑等等，都可以纳入电视编

辑业务的范畴。”总而言之，电视编辑是电视节目制

作的系统组合工程。

电视画面编辑，也称为电视画面剪辑，是电视节

目制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电视画面编辑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要利用电视语言的“语法”，对直接拍摄下

来的素材进行选择和重组，把它编辑成为一个可供

播放的电视节目（电视片）。一方面使电视节目（电视

片）在特定的播放时间内能够展示超越自身长度的

事物运动过程，使观众通过电视画面能够凭经验感

受到真实的、生动的运动；另一方面，使节目内容紧

紧吸引观众，使观众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或停滞。同

时，也能在事物运动的真实空间、电视屏幕空间和观

众感受到的空间之间创造各种新的空间关系。例如

使用非线性编辑系统，编辑可在电视节目中插入多

个图像画面，来扩大电视屏幕的空间容量；或使用

“抠像”、遮罩等技术，将几个不同的图像放在一起合

成一个画面，创造出新的空间。如果不对镜头前的现

实在时空等方面加以改变，就是放弃了电视这个现

代传播工具的优势。只有如此，电视才能成为观众认

识客观世界的有力媒介，成为一种传递信息的视觉

语言。另外，电视画面编辑过程还要受到编辑者的情

感、知识、趣味、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

提高编辑人员自身的素质，是做一个优秀编辑的前

提。由此可见，运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即非线性

编辑系统来剪辑“片子”是电视编辑必不可少的技

能。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就非线性编辑作如下四个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L0I6152 0C M3=B51: D45=B46; N0224:4

E02*’+O/0*!
LI1*O !""#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4.02.041



方面的思考。

一 电视画面的选择与采集

在电视画面采集前先要对电视镜头进行选择。

选择，对画面编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电视画

面编辑“就是选择最好的镜头来叙述你的故事”。不

同的编辑风格，不同的摄像条件都会造成不同的选

择。对于一辆车行驶的情景，你是选用航拍镜头还是

其它角度镜头？用全景还是用特写？用跟镜头还是

让它驶出画面？是用推镜头还是摇镜头等等，编导完

全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考虑作不同的选择。在计算

机技术发展的今天，使用非线性编辑系统的采编人

员在选择好了电视镜头采集画面时，笔者认为还要

注意以下几点：（!）选择最佳的视频信号源。采集时，

使用档次高一些的磁带录放机来播放最原始的素材

带，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图像质量。（"）选择合适的

压缩比。采集时的压缩比与图像质量息息相关，压缩

比越大，相同长度量的素材占用的磁盘空间越小，但

画面的质量就越低；相反，压缩比越小，相同长度的

素材占用的磁盘空间越大，画面的质量也越好。在采

集中，应该根据采集硬盘的能力等因素来选择合适

的压缩比，尽量保证画面质量。（#）处理好声画同步

的问题。对于谈话同期声、对白等容易看到口形的镜

头或需要同期声的镜头，采集时应声画同步进行，这

样避免声音和画面不同步的问题。但要尽量不采集

无用的声音信号。（$）采集音频或含音频的画面时还

要注意调节音量大小，以保证同一节目中的音量大

小一致，为节目后期制作带来方便。此外，在采集时

还要注意选用信号质量好的一些接口。

二 在非线性编辑系统的时间上编辑节

目

非线性编辑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编辑平

台。在时间线上，我们可以随意剪辑节目素材，可以

任意组合画面、插入画面、修改画面、发挥想象，创造

空间，做出精品来。为了做好非线性编辑这项工作，

首先应该掌握：

!%镜头长度的确定

一个包含重要内容或表现复杂的镜头的长度应

该保证足够。但过长会让人感到厌倦，观众已经看清

楚了画面的内容，领悟了其中的情趣，镜头就应终止

了。如在风景片中，对某处美丽景色的推、摇镜头可

用长些，特写、近景一般比中远镜头包含的信息量

少，故在编辑时应保留较短的持续时间。另外观众比

较熟悉的内容的镜头也需要快切换，例如在谈话节

目中主持人聆听被采访者发表长篇谈话的反映镜头

应剪辑得很短，因为观众从节目开始就熟悉这位主

持人。一般动态镜头比静态镜头更有意思，更能吸引

观众，应把它剪辑得长一些。相反，静态镜头的停留

时间相对就应该短一些。一般有声镜头的持续时间

应该比无声镜头用的长一些。长过!"秒的无声镜头

观众是难以接受的，对观众来说太没意思了。可见，

镜头过长，节奏显得慢；镜头过多过短，会影响报道

思想的表达，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因此，镜头的

多少、长短要符合电视片的思想与主题内容需要，要

符合片子的内在逻辑和“镜头内涵”。

"%电视的节奏

电视镜头的长度关系到电视的节奏。节奏是影

视作品编辑的章法，是画面运动的内在旋律以及内

部组合的艺术规律。节奏主要分外在节奏和内在节

奏。外在节奏主要由镜头长度、剪辑率、镜头运动速

度、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转换方式和时间决定。单位时

间内镜头越短，相互之间转换越快，节奏就越快；镜

头越长，相互之间也就转换得越慢，节奏就越慢。内

在节奏是指由客观事物情节发展的内部联系或人物

内心情绪起伏，以及创作者的思绪波澜而产生的节

奏。节奏的快慢能给观众造成一种或激动或平静、或

紧张或松弛的心理感觉。我们在节奏的处理上既要

适应生活节奏加快的需要，也要照顾到我国民族传

统欣赏习惯的需要，绝不可胡乱推拉，让人头晕目

弦；但也不能“漫板流水”，让人不可忍耐。因此电视

片的节奏，关键在于掌握分寸，自然流畅。对于一些

需要音乐衬托的节目，编辑画面前，最好铺垫好节目

所需要的音乐。这样，会减少后期编辑中不必要的麻

烦，也能使节目内容随着音乐的节奏发展下去。

#%镜头的剪辑

对于电视画面编辑来说，镜头是现成的，只是需

要把它们组接起来，但是如何组接得好却是一门艺

术。剪辑艺术和其它种类艺术一样，有着丰富、独特

的表现力。通过镜头组合，让人真切、形象地感受到

电视镜头里所看不到的内容，这是剪辑艺术表现力

的主要功能。剪辑创作要体现自己特有的魅力，就应

该表现观众无法从电视屏幕上直接看到的东西，启

发观众联想，帮助人们理解事件，从中得到享受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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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那么，要怎么样来组合镜头呢？

!" 要根据逻辑关系来组接镜头，即是按照事物

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观众思维规律来剪辑，使画面内

容像生活中事物变化发展那样发展。这是画面组接

的基本规律。它像修房子，把若干块砖头砌起来就变

成墙，四面墙再加上其它材料组合起来便构成房子。

画面编辑在剪辑时要把镜头按逻辑或时间顺序组接

起来，使节目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包含事态发展内容，

将情节、事件过程交代清楚。例如一组反映炒菜的镜

头：用大远景呈现冒炊烟厨房全貌，接一个全景表现

厨房中正在洗菜或切菜的主人翁，再接一个近景表

现主人翁炒菜的镜头，接一全景把菜端上桌子。在这

一组镜头中，镜头的衔接是按照事件发展顺序进行

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人在观察事物时，一般是

由远及近，先粗后细，或者先局部而后推向整体。此

外，还要避免镜头转换明显的跳跃，要保证镜头流

畅。

#" 根据“动接动，静接静”来组接镜头，如果动

作相似，转换就可能更流畅，如骑摩托车接开汽车。

也可以用“动接静”或者“静接动”，如一辆摩托车在

画面中奔驰，下一个镜头却停着，这就“跳”，但是前

一个镜头如果让它驰出地平线，暗示它在镜头外可

行走一段很长的路，这样，下面接它停在那里的镜头

在视觉上就比较自然了。还可以把相同或相似的主

体造型或它在结构方面的相似性来连接镜头，如吃

饭接洗碗；手机接座机电话等。另外还可以利用特殊

的色调影调（如上、下镜头都是金黄色）、特殊的景

别、特殊的视角、镜头运动的共性等来转接镜头。

$" 镜头的组接还要注意物体在电视空间的运

动方向，破坏方向感会制造混乱。如两人约会，一个

从左边跑向右边，另一个也从左边跑向右边，看上去

就令人感到奇怪。在同一场景之间镜头的转换，要注

意不要“越轴”。例如主持人与几个人的谈话节目中，

相连镜头中的人物的方向要一致。

%" 利用过渡镜头来转换镜头，保证镜头流畅。

如汽车从甲地出发到乙地，整个过程就太长了，如果

从汽车出发时的镜头直接接到达目的地的镜头，太

“跳”了，应该给一个间接镜头过渡一下。这里切入一

个操纵方向盘的镜头或汽车轮子滚动的镜头是很自

然的，它既使镜头流畅，又传递了事件本身的信息。

另外，还可以使用技巧性的过渡镜头来达到镜头流

畅的目的。同一个人在两个场景中连着出现，就给人

有“跳”的感觉，中间只要出现一个间隔镜头（可以是

空镜头，也可以是中间状态的镜头），就可以避免这

个问题。例如，一个人郊外散步，下一个镜头是在家

看书，这两个镜头之间无必然联系，从一个场景“跳”

到另一个场景，很不流畅。如果中间切入一个他回家

进门的镜头，就很连贯了。

&"在镜头剪辑过程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

是制造效果，通过镜头的恰当结合，在镜头与镜头的

衔接之间创造新的时空关系和逻辑关系。这就需要

掌握好各种镜头转换的方式方法和各种蒙太奇。关

于蒙太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电影、电视上蒙太奇

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组接镜头的意思。前苏

联电影艺术家吉甘把蒙太奇的职能归结成三点：’"
把银幕上的动作分成时间和空间各不相同的片段。

(" 把这些片段、镜头连接起来，不仅为了造成情节

的合乎逻辑顺序的发展，而且也为了把各种不同的

镜头加以组合和对比。)" 创造特殊的银幕时间与空

间。不同的蒙太奇会产生不同作用，不论什么蒙太奇

其主要功能都是制造效果，在镜头之间创造各自独

立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时空关系，从

而使电视有情节、有故事、有人物、并且有气氛、有情

感、有思想。

三 特技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非线性编辑系统集编辑、特技和字幕于一体，它

的大量出现，各种特技就理所当然地用在了各类电

视节目中。作为一个非线编辑人员，必须要懂得特

技，熟悉特技，善于运用特技，操作特技，使电视画面

不断创新与丰富。要通过巧妙的编辑与制作把观众

的心境诱入到电视节目中，让观众看了特技而感受

不到特技的存在，让观众领略到艺术的修饰又察觉

不到人为的痕迹，这是一个优秀的非线编辑制作人

员的功底所在。下面就非编制作中常见的几种特技

作以下思考。

’" 淡入淡出 这种特技是一种明显的转场设

计，用于大段落转换，指明时间连贯上有一个大中

断。在节目制作中特技淡入淡出常用黑场或白场过

渡。

(" 叠画 这种特技使用起来流畅、和谐，它既

有黑白场转场方式的延时性，又有硬接画面的连续

性，让观众在由一个画面到另一个画面转换时有了

一个视觉转换的时间，避免了硬接画面跳阶梯的感

觉，也让观众的思想与情感能继续按照节目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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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下去，避免了黑场转换时所产生的段落效应。效

果优异的叠画，从视觉上讲应该是两个画面的和谐。

例如，两个画面都是人物的特写，前一个婴儿吃牛

奶，后一个已成长为博士，前一个画面渐渐容入第二

个画面，自然而美妙地反映了一个时间跨度。叠画不

仅 仅 只 是 画 面 转 接 特 技 ， 还 可 以 用 在 画 面 处 理

上———即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空间多层次的主题

表现。如，夕阳下一个老农民在一口井旁打水的剪影

（全景），用叠画特技叠入夕阳下一大片田野（全景），

同时叠上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农民正在灌溉的特写，

这样既丰富了画面又丰富了主题，虽然老农民衣着

朴素，但他正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希望留给了这片土

地。另外，在叠画的同时，也可以加入一些变色或脱

色特技（把画面变为土黄色、黑白色或蓝色），来表示

时间的变化，回忆过去和美丽梦想等。

由于叠画在转换画面时，产生了柔和的、诗意的

效果，因此也常常过分地受到了编辑们的“喜爱”，但

应该“珍惜”地使用。特别是新闻节目中，应该尽量地

避免用叠画来转换镜头，只有用硬接画面才是最直

接、最明了的转换手段。

!" 划像、画中画 这类特技在画面的处理上用

的较多。譬如，广告节目、宣传片和一些包装片中，常

常使用划像来处理一些画面，使节目变得活跃。在当

今的电视时代，一般的非编特技都可以提供无限多

的划像组合方式。划像特技经常用于小段落的转换，

例如新闻简讯之间的转换。在节目制作中，还可创造

一种分割的屏幕效果，即在同一个屏幕上出现多个

画面，用来表现同时发生的几件事和动作，也可以用

来从不同视点、不同距离表现同一个事件和动作。使

用这种特技时要注意屏幕分割不要太碎，使观众分

心。另外，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常出现画中画、主画面

的四周辅以特定的背景画面，并以字幕、题花点缀，

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风格、为整个节目营造一种美

的视觉环境。

#" 翻转、 三维翻页 翻转这类特技用旋转来

转换为新的镜头的特技，适宜连接对比画面和变换

时空。三维翻页给观众的感觉是在翻书，就像一种查

阅资料的感觉。这类特技不适宜出现在纪录片中。

$" 定格（静帧） 这一技巧在电视栏目、电视剧

片尾时用的较多，形式是镜头由动变静成为定格。也

可以由静变动或用于段落中间的定格形式。如静止

的照片变活，可引出回忆或进行倒叙。

%" 快、慢镜头 这类特技只要处理得当，能给

观众一种意识上的松驰感或紧迫感。例如，反映救护

车救治病人的过程，在电视中如实反应，时间太长，

如果把救治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镜头用快镜头处理一

下，再合理地剪辑出来，就可以给观众一种现场的紧

迫感。与之相反的慢镜头的处理，也有它的独到之

处。例如用慢镜头来表现登山运动员坚强的毅力，从

沉重的双脚摇向脸部的特写，由于时间拉长，观众能

清楚地看到这名运动员呼吸及汗水一滴滴下掉的画

面，而感受到节目所要表现的主题。

四 字幕制作

各种不同的电视节目内容配以不同字体的字

幕，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庄重严肃的用粗、

大黑体、综艺体等字体；古典优雅的用隶书、行楷、行

书、圆体等；唱词用黑体、宋体等。在字幕制作时要注

意：

&"字幕大小、位置、颜色的调配 字幕大小要合

适，位置要恰当，例如介绍人物身份的字幕的位置不

要放得太高也不要太低。字幕的颜色要根据节目内

容来定，选用颜色时，不宜太深或太浅，字幕要清晰

自然，美观大方。

’"掌握好、处理好字幕播出技巧 选择适当的

字幕播出形式，例如，说明人物身份、介绍物体名称

和地名的字幕用淡入淡出效果自然。栏目中题花字

幕可以用飞像、划像、淡入淡出等方式出现，但应该

根据栏目特点选用不同的播出方式。字幕停留的时

间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 处理好字幕与背景的关系 在背景画面上

叠字，要注意字色和背景画面的颜色的协调性。如果

是静止的单帧画面（包括各种彩底、图形），还要注意

和其它画面的色调要一致，做到衔接自然、流畅。在

背景画面（包括运动、静帧画面）上叠字，背景画面要

尽量选择简单、色彩较单一的，字幕下可以做一些半

透明或渐变透明的图形，以衬托字幕清晰的出现，避

免字幕在画面衔接点出现。

#" 片头 片尾字幕的设计 片头由文字、背景、

音乐或效果声等构成，要特别精心的制作，因为它是

整个片子的第一印象。片尾字幕的制作，不管是用上

滚字幕还是其它方式，也一样要用心。还要注意字幕

（片头字幕除外）表达的节奏和色调要与整个节目的

节奏和色调的一致性，达到协调美观。

$" 三维立体字幕 它主要用于包装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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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广告节目、片头等的制作。

利用非线性编辑系统进行后期编辑是一项综合

性很强的工作，不但要求编辑制作人员要有很扎实

的画面编辑能力、视听语言能力和一定的音乐素质

等，还要求制作人员对编辑时用到的软硬件系统、不

同格式的多媒体素材等都要十分熟悉，这样才能在

节目制作中做到得心应手；才能把熟练地前期拍摄

的素材进行剪辑组合，配上解说词、音乐、效果，使声

画合为一体，最后编辑成为主题思想完整、画面镜头

语言流畅的电视节目（电视片）。

由于非线性编辑系统依赖于计算机，所以在运

用它进行视频编辑时会遇到不少的问题，需要我们

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创新，勤于思

索，在创作中逐步提高，为制作出优秀的电视节目而

努力奋斗。

注释及参考文献：

〔!〕黄亚安"电视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

〔%〕刘旭，杜筱欧"关于特技在电视专题片中应用〔#〕"西部广播电视学刊，%&&’"’
〔’〕张冠文，王松丽"论影视作品中动画形象的创作〔(〕"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
〔)〕张哲西"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

（上接!’&页）成为可能。加菲尔德博士和 *"+",-./ 曾经

用该索引 !$0! 年版本，来研究 !$0% 年及 !$0’ 年两

年中，在物理学、化学及医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在授奖前发表的科学论文是否比一般科学工作

者的被引率高些，结果表明：获奖者的论文每人平均

被引次数是!0$次，而一般科学工作者平均被引次数

121!次，两者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为了排除获奖者论

文发表多些的可能。加菲尔德用单篇论文平均统计，

结果为：获奖者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为%2$次，而

一般科学工作者则是!213次。

!$33年，扩大了统计范围，对!$1&、!$33年在物

理、化学和医学领域内!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

被引数作了全面统计，计算年为!$0!—!$31年共十

五年。

结果表明：荣誉称号高的学者的文献被引次数

较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3岁，这与科学

家的最佳发明年龄’1—)1岁是一致的。用引文分析

来评价人才在国际上已引起重视，世界各国的科学

家正进一步完善引文分析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中。

注释及参考文献：

〔!〕加菲尔德·4引文分析作为一种工具用于期刊评价〔(〕2科学567，!382962)&0&、!$3%
〔%〕加菲尔德·4，:-./，*2+、利用引文索引来评价科学文献的新因素〔(〕2美国文献工作56!，!)，!$0’
〔’〕加菲尔德·4，引文索引用于科学〔(〕2科学962!%%2!$11
〔)〕加菲尔德·4，引文索引〔(〕2纽约2约翰2威利公司2!$3$
〔1〕加菲尔德·4，*: ;<=>=<6? >?>7@:<: > 7.A<=<B>=. .C>7>=<6? =667？,;<.?=6B.=/<;: !$3$
〔0〕加菲尔德2献给普赖斯〔D〕2!$8)2!%2%&2在获普赖斯纪念奖的演讲稿

〔3〕缪其浩2加菲尔德和引文索引〔(〕2情报科学2!88!2!
〔8〕普赖斯2科学论文的网络〔(〕2科学29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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