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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剧是一种通过人物扮演叙述虚构故事的影像文类。
冲突、激变与性格构成戏剧性的三个基本要件。
编剧要善于构建移情人物，从而获取大面积受众的忠诚性阅读。
场景动力源自人物的戏剧性需求，阻力则来自人物实现目标的反对者及其他种种困难、障碍。
场景写作要遵循晚进早出、曲线以及“情感交替和回报递减”等原则。
台词叙事诉求表现为性格化、语境化、动作化、戏剧性、风格化、节奏化、简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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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5.为特定团队量身定做的选题策略 一些有实力的演员，自己组建制作团队，替自己及自己
的演员团队量身定做一部电视剧。
曾经的东北系列农村剧大都如此，《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等选题，
都是根据赵本山、范伟、高秀敏等东北笑星群体的表演特点及其艺术擅长进行针对性创作的电视剧。
这些颇有知名度的演员群体也给全国受众尤其是北方受众带来了一道道具有浓郁东北气息的影视大餐
。
 以上是当前电视剧选题中比较突出的一些方法与策略。
除此之外，某些具有长期收视市场的题材范畴，如家庭伦理、历史人物与事件、警匪、军旅等，往往
也是比较有价值的选题取向。
事实上，在具体操作中，上述方法与策略往往是综合运用的，如《茶马古道》的选题就兼及地方宣传
、民俗风情等策略考虑，而赵本山主导的《乡村爱情》系列剧就融合了为特定团队量身定做的选题策
略、东北地方风情的选题策略以及系列剧的选题策略等。
具体到一个团队的某个电视剧选题，开头那句话对此还是颇有意义，那就是说，电视剧选题是一种机
缘。
 二、电视剧的选题原则 电视剧选题要符合政治诉求原则，这是最基本的选题原则，选题要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民族和宗教政策等原则。
政治上绝对不能触雷。
即便一些历史与现实选题具有很高的影视含金量，又有很好的市场预期，但是若政治敏感性太高，就
有投资上的强风险性，意味着选题报批与制作成品审查时被枪毙的可能性高。
因此，很多制作团队都会避开那些政治敏感性高、民族与宗教色彩浓的选题。
政治诉求原则是电视剧选题的底线，以下着重阐述受众市场原则、营销模式原则、影视美学原则、社
会心理与情绪原则。
 1.受众市场原则 当前的电视剧市场化比较充分。
一部电视剧一般花费千万元以上，投资巨大，具有很大的市场风险。
选题要符合市场规律，否则，就会投资失败，也给制作团队带来行业名誉的严重损害。
因此，制作团队对选题异常谨慎。
如果一个选题没有很好的市场预期，就不能付诸实践，没有哪一个投资人愿意自己的投资打水漂。
 制作团队在做某个选题时，还会仔细考虑到选题具有什么样的市场卖点。
选题如果有突出的市场卖点，市场前景才有可能好。
选题的市场原则首先需要分析受众市场的状况。
对某一个选题来说，受众市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情况： 一是成熟且有一定延续期的受众市场。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受众市场。
先行的一些影视作品已经打开了市场，有很多受众开始接受同类型的电视剧，并产生延续收视同类电
视剧的诉求。
如果选题符合受众定位，那么，该电视剧一投入市场，就可能受到追捧，获得好的收视。
 一部热播电视剧的出现往往是这种受众市场类型的重要标志。
由于热播电视剧的拉动，受众市场由此前的半成熟状态拉至成熟状态。
于是，一些制作团队就会跟风，选择一些类似选题，投放到处于延续期的受众市场。
当然，这个市场的延续期究竟有多长，制作团队要仔细地估测，并且要把电视剧生产周期纳入计算中
。
一般来说，跟风选题法一定要快，以此减少市场风险。
在《雍正王朝》热播后，清朝题材剧在中国内地的电视剧受众市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收视延续期，
此后一系列的类似选题取得了相应的市场份额。
 二是成熟至顶即要下滑的受众市场。
 当某种类型的电视剧投放市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最热播电视剧后，受众市场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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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味着即将有下滑的趋势。
比如，清朝题材剧的受众市场在《雍正王朝》时就走向了成熟，在《还珠格格》系列剧出现后到达受
众市场的顶峰，虽然受众市场还在继续向前延续，但开始进入疲劳期。
此时做清朝题材的选题，如果生产周期拉得又很长的话，就会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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