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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面构成法则在动态影像中的灵活运用

1.1动态影像中形式美的表现

任何动态影像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形式美，失去形式美就失

去感染人的魅力。[1]那么美的表现形式具体的涵盖内容又有那些

呢在本人的影像作品中又是如何灵活运用的呢？在这里我们谈到

画面效果的形式美，不得不进一步引伸出对平衡、对比、调

和、节奏、变异等形式在影像中的具体运用的效果

画面中元素的平衡效果，是指透过视觉在观者心中形成的一

种力的平衡状态，它分为相对的平衡和绝对的平衡，不同程度

的为观者呈现出趋于完美的视觉感受。从而满足观者对画面中组

合元素达到平衡的视觉效果的心理需求[2]如分镜中对树的处理，

在表现孤独静意的感情氛围时，将树放在画面中央运用均衡的形

式给人在心理上达到审美的均衡。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组合的元素之间的调和，是指映像

画面中元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在相应的形式美法则下，各自恰当的

存在，元素之间彼此相互和谐映衬，给观者以美的观感。元素的

调和强调的是元素之间的共性，那么不同元素获得和谐统一的效

果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不同元素的各自不同的原有

特征，以及组合元素的色彩，和它的方向。将不同的组合元素达

到调和的效果，还有以下几个方法可以运用。一是我们可以适当

的增加主要元素的共性元素，使其群体化，共性元素之间的呼应

性也会进一步被提升。二是打破原有形体元素的组合，使其重新

按着一定的排列秩序进行重组。三是调整映像画面中的形体元素

的明暗关系，这样可以使画面中的组合形体元素更加的主次分明，

空间的层次感也会更强。

提及节奏的概念时，人们首先会想到音乐的节奏，例如节拍

的快慢、高低、强弱等，其遵循着相应的原理并呈现出其独有的

风采，这便是优美的韵律，并让听者的内心有美的感官享受并产

生共鸣。而在视觉形象设计中形体元素组合的韵律和节奏则呈现

出一定的秩序感，这是一个强调变化的过程。镜头中固定画面与

动态的形体本身就是一种强调，一种静，

接下来说美的表现形式中的最后一个切入点变异在镜头画面

中的运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与众不同的情况，在这其中蕴含

着一种以反常规的美。反常规的美是变异遵循的形式美法则，

在映像画面中有着共性的元素形体中，存在着一个姓凸显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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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便会将原来固有单一的视觉效果，致使画面的视觉效果

更加灵动，且丰富。该个性元素打破了共性元素的包围圈，更易

吸引观者的目光，成为抓人眼球的焦点。个性元素变异的表现形

式有形象的变异、方向的变异、大小的变异以及色彩的变异等。

这些因素在镜头语言的表现中尤为重要，如画面中形体的运

动，色彩的对比变化，以及随时间流失，背景色彩的变化。以上

谈到的五点关于美的表现形式以及在镜头语言中的体现，只有将

这些表现形式恰如其分的结合起来并灵活的运用到动态影像中，

才能最终达到好的画面效果。

1.2 动态影像中形体的再创造以及经形体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将对动态影像中形体的再创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世

间万物，千姿百态，然而点、线、面是构成事物形态的基本要素，

我们将万事万物的形态进一步分解和概括，便得到了该基本要素

[3]形体构成的基本要素在空间中有序的排列和组合，加之与色彩

的交织，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个体形象，从而构成了整个形态世

界。镜头中的鸟为点，路为线，背景便是面，再如画面中的树，天

空中的鸟，远处的天空与草坪等，都是典型的点、线面、组合。而

在整体的画面中往往不会只出现一个形象，通常是多个形象同时

存在于一个画面中，这便引发了形体与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形

体之间的关系又能使原本单调平淡的形象变得丰富起来。画面由

此而活跃。把握好形体之间的关系，就能在处理形象时变的更丰

富、更活跃、更有个性。如在处理镜头中春夏秋冬的画面效果时，

运用画面分离、联合、差叠的形式，去表现时间的流逝。沧桑的

变化。这样也是镜头语言更加的活泼，富有变化。

1.3 形体在空间中的关系及其造型要素

以上分析了镜头中形体之间的关系处理，那么形体在空间中

的关系又是怎样处理的呢？习惯上我们通常把有视觉特征和外形

的物体称为形象，而形象的存在有赖于空间，即任何形象都必然

占有一定的空间。就平面而言，形象是可见且实在的，具有视觉

冲击力。称之为“图”，周围的空白部分被称为“地”或“底”，其

作用是衬托“图”，使图能显示出来。[4]正负形和图底反转是形体

与空间切合表现的两种形式，接下来我将进一步探讨图底的关系

在镜头中的具体运用。在视觉习惯上，容易形成并突出图形的条

件是；与周围相比较具有醒目的位置，合理的空间等。在画面中

央位置或垂直、水平方向的形象，比较容易突出。[5 ]如镜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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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中的树，在画面中央除了天空中的飞鸟飞过空无一人，暗

淡的天空远远的镜头，寂寥的氛围被悄然的演绎出来；位置在

下部的比在位于上部的更容易突出；完整的形象比不完整的形象

更容易突出；在形象的大小关系上，相对小的形象比大的形象

容易突出，如镜头中远处的小鸟和空中的云，相对更小的小鸟

更容易引人注目；在一组相同性质的形中，异质形象更能称为

注目聚点；聚集的形象比分散的形象更容易突出；群体化的形

象或对称的形象比较容易显示。所以画面中小鸟的群体化飞舞的

镜头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利用好图与底的关系，掌握好

图形的形成和突出的条件，对处理好画面效果最终形成优良的动

态影像设计创作十分重要。

2　色彩构成法则在动态影像中的灵活运用

2.1色彩情感的表达与背景以及形态的关系

形体和色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色彩使形体的特性，以及

独有的情感更加的凸显。[6]影视画面中的色彩设计会直接影响到

观者的第一感受。明快的色彩让人们的心情也会有豁然开朗的感

觉；暗冷色调会让观者感受到孤寂、寒冷甚至是凄苦等心理感

受。所以，色彩的感染力会直击观者的内心。

色彩构成法则是指不同的色彩元素依着色彩原则的形式组

合，从而达到特定的情境氛围。[7]动态影像中色彩构成法则的运

用可以使影像画面的情感基调更贴合作者意向的表达。色彩构成

建立在和谐秩序的建构下，从而使色彩相互协调。色彩的协调

性组合可以是类似色的有序组合，也可以是有着夸张对比的色彩

组合。从而达到色彩调和的效果。

每一种色彩都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并蕴藏着特殊的寓意，

彩色不仅可以给我带来丰富的视觉享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更容

易使观者产生共鸣。

色彩和形体的结合也有着一定的规律，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红

颜色的正方形和黄颜色的三角形进行融合，其视觉效果等同于橙

色的梯形；黄色的三角形和蓝色的圆形进行融合，其等同于绿

色的曲边的三角形；蓝色的圆形和红色的正方形互相融合，等

同于紫色的圆角方形。[8]在影像画面的设计中，形体元素与和谐

的色彩组合形成画面的整体，形体与色彩相辅相成。

2.2 色彩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动态影像画面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人公也从少儿时期

逐渐成熟，进入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的时期。色彩的表现

上当然也有显著的区别。儿童时期用简洁靓丽的纯色表现少儿时

期无忧无虑的单纯快乐的感觉；青年时期的色彩运用则更加的鲜

明，色彩的对比也更加有张力，表现青年时期活力四射的精神

状态；中年时期则选择更加深沉且素雅的色调来表现中年人的成

熟和睿智；老年时期则是暗色调为主，亮色调作为点缀的色彩

布局，来呈现老年人衰微的身体状况，然而内心却回归孩童时

期的情怀表现。

3　色彩与音乐的结合

最后的谈到的就是色彩与音乐的结合。音乐属时间的艺术，

随着时间的流动，音量高低缓和，形成富有乐感的节奏。节奏

的轻重缓急，造就了不同的感受。同样色彩也可以通过明度的

变换、色相的转移、将无形的感受化为看的到的形形色色这就

是艺术间相同的共性。利用形色的节奏和秩序来体现音乐的抑扬

顿挫，用画面的氛围来营造音乐的思想和气氛。

低沉稳重的曲调，对比微弱，低明度短调的明度关系；悠

扬缠绵的曲调则柔顺，中明度中调；欢快轻松的曲调则明亮，

渐变的节奏；雄伟有力的曲调则为中纯度强对比的色彩；激烈

动感的曲调，则为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悲亢激昂的曲调则为

低明度高调的色彩。色彩设计这个环节，应尽力尝试多种方

案，再选择出最佳的色彩搭配进行深入的完善，最求生动准

确、独特别致的色彩表达

4　结论

形色兼备加之音乐的配合，这就筑成动态影像的砖瓦。所

以，只有将平面构成法则和色彩构成法则一同灵活的运用到动态

影像设计作品中去，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动态影像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德·索斯马兹著 莫天伟译.视觉形态 设计基础

[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场雄二著,王秀雄译.美术设计点·线·面[M].

[4]林家阳编著.图形创意[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5]伍立峰,牛建琳著.图形创意新解[M].上海书店出版社.

[6]张玉祥编著.色彩构成[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7]赵平勇编著.设计色彩学[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8]黄国松著.色彩设计学[M].中国纺织出版社.


	教育21年第3期正文_120.pdf
	教育21年第3期正文_12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