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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够看到自己的影视作品在黑暗的放映室里打动观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在这样一个基础层面上进行交流能够获得很大的满足感。
创造出能够在情感上影响他人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成为鼓动许许多多人们进行影像创造的原
动力。
在创造的过程中，也同时得到了审美的满足。
　　为什么要制作影视短片呢？
短片的市场极为有限。
在传媒产品的销售市场中，它只占很小的比例。
几乎没有人以“短片”获取投资回报，更不用说盈利了。
因此，短片制作通常只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追求，而不是为了获利。
　　那么，怎样才能制作出成功的影视短片呢？
影视制作是一项艰巨复杂、要求深思熟虑的活动，即使是对经验丰富的人来讲也不例外。
剧本、剧组、预算、表演、灯光等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难以计数、不可避免的困难和问题。
每一部作品都会有自身独特的要求。
举例来说，某一影片可能会需要像“中央车站”那样宏大而难以把握的场面，而另一影片则可能会以
某学校的体育馆作为场景；某一剧本的男主角可能是一个性格温和、体格瘦弱却天资聪颖的男孩，而
另一剧本的男主角则可能是个流浪汉；某个作品可能在后期制作之前就经费告罄，而另一作品的预算
则无法实现关键的特技效果。
因此，在开始制片之前，就必须了解复杂的技术手段，人力物力资源的管理与使用，某些政治与社会
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在个人、经费、专业等方面所要担负的责任。
　　哪怕影片本身只有半小时或五分钟的长度，它的制作过程甚至也需要一年半载的推敲、打磨才能
成就精湛的艺术效果。
正如你将看到的，在每一步骤背后都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由时间、人力、物资运用所主导的内在
逻辑。
每一个步骤都为实用原则和常规法则所限定：　　·剧本创作：先有成熟的剧本，方能开始前期制作
。
　　·前期制作：先有周密的前期准备，方能开始拍摄。
　　·实拍：作品势必先完成拍摄，方能开始后期剪辑。
　　·后期制作：剪辑势必就绪，方能进行影片发行。
　　·发行：未经发行的影视作品仅仅只是习作。
　　以上只是对短片制作必不可少的步骤进行了一个粗疏的勾勒，仅仅描述了制片活动的一般流程，
而并没说明这些步骤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没规定它们将在哪个时间、以何种特定方式进行。
要将一个创意融人于影视制作，还会涉及大量操作细节和漫长的时间过程。
事实上，任何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对管理工作的依赖程度总是与其对叙事的依赖程度旗鼓相当的。
懂得将摄像机架于何处去准确地捕捉富于戏剧性的瞬间，与懂得人与财物的配置、懂得如何提供拍摄
场地一样，需要纯熟的专业技能。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本书讲述的内容仅是短片制作的一般性规律。
以上讲到的内容，我们在后面将配以具体的例证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我们的目的在于告诉初学者一些基本知识，使他们了解要实际操作完成一部成功的短片都有些什么具
体的要求。
要让这些基本的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落地生根。
然而，文无定法，世上从来没有两部完全相同的影片。
这本书只是操作指南，而决不是公式和成规。
　　本书每一章节都配有清晰的图片，旨在说明短片制作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制片人和导演所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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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虽然有时候在初始阶段，导演与制片人这两个角色往往是由同一个人承担，但如果同时肩负这样两种
互不相同却又异常繁重的职责，会给初学者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因此我们并不主张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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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排练　　排练的好处　　排练阶段可能会暴露演员的缺点，可能是他的工作方法或者他和其他演
员之间的关系。
这种问题可能导致一个角色最终不得不重新找人来演。
如果没有排练这个阶段，这些问题可能就要等到实拍阶段才会显现出来。
除非你能够马上关机停止制作，不然你就只能先拍其他演员的戏直到你找到一个人来代替这个有问题
的演员。
　　排练时间表　　一旦所有角色都有了相对应的演员，就需要列出所有演员可到场的时间，以此来
制定排练的时间。
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事先决定的时间表进行排练比较妥当，而且这样做也更体现专业性。
排练要简短、集中，而不是冗长、复杂、令人感到疲乏。
你希望做到的是让演员们保持新鲜感和富有生气。
排练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效果就越不好。
排练的场地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房间或者和剧中场景相似的场地。
那里不要有工作人员，不要有拍摄机器，也不要有时间上的压力——只有排练。
　　通读台词　　排练的第一步就是要召集所有演员通读台词（必须在他们背诵自己的台词之前）。
这样可以让你对整部影片如何发展有个概念，而且还可以使所有的演员都对影片的戏剧线索了然于心
。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经历，也是发现潜在问题的首次机会。
这些问题可能出现在某一个场景中，也可能来自一个演员，甚至是演对手戏的双方。
这是一个观察演员们如何阐释自己角色和他们如何相互合作的机会。
　　虽然通读台词的主要目的是对台词的表意性进行检验，但如果演员在读的过程中觉得有必要添加
一些自然而发的动作，那导演应对此予以鼓励。
尽量少做指导，甚至不要指导。
你希望看到的正是演员们对角色和对影片自然而然的表现。
鼓励演员们相互合作。
尽管你对影片该如何表现有着自己强烈的主张，但也请接受演员们对此的演绎。
这样做会让他们觉得你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创意，他们和你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家共同来
挖掘剧本的戏剧可能性。
　　第一遍通读台词可能会暴露剧本本身的问题。
比如，某一场戏是不是太冗长了？
一个场景或者该场景中的某个部分感觉多余必须马上删除，等等。
　　我们进行了整个演员班子的排练。
我希望每个人在开始拍摄前都见见彼此。
星期六下午我们把所有的儿童演员都聚集在一起大声通读剧本——这已经是第三次通读剧本了——不
过这次是让孩子们一齐参与表演。
之后我们在体育馆迅速地进行走场，这样大家才不会觉得厌烦，哪怕我说着“这儿要这样，那儿是那
样”的话。
这样做更为了能使每个人之间感觉舒适自在，从而表露出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进行得非常快，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丧失自然感。
　　——霍华德　　发展主题　　通读台词时正是讨论整个故事主题的适当时候。
你已经仔细考虑过影片是关于什么的，而且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现在你的任务是带领你的演员们进入到你理解影片的轨道中，但不是把你的思想强加给他们。
要求你的演员们相互讨论影片故事的目的在哪里，这样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意见。
此时，你要鼓励他们的各种观点，而不是一意孤行坚持你的观点。
不要去“教化”你的演员，而是采用各种针对性的问题把他们的思路往你已经既定的影片主题上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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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要让所有人对主题的理解达成共识。
　　做笔记　　单靠用脑记住在排练阶段里的所有要点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必须时常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来关注所发生的一切，否则可能到最后你只记得后期的一些要点
而忘了前期的那些。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随身携带一本大草稿便笺本，随时做些要点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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