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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河北传媒学院系列教材之一，主要面向影视专业本科和专科的学生。
随着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影视剧作的理论体系也需要更新和完善。
本着这一理想目标，结合本人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教学经验，协同河北传媒学院影视学院编导教研室青
年教师，编纂此教材。
本书稿经过多次论证，力求科学创新。
在影片案例选用上，本教材具有创新特征。
既参阅了经典影片，同时也联系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目，还附有我们的原创作品《尊严》，论证了剧
本写作在影视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在编写内容上，本书加入了市场运营元素。
在理论上指导同学们要及时了解行业信息，创作理念要符合市场和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影视项目
策划能力。
在编写体系上，落实理论结合实践的指导思想，理论疏导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既要实现对学生的理论
指导，更要实现实践创作的现实指导，能够把理论学习落到实处。
当然，因为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疏漏偏颇之处，期待大家斧正。
愿此书能够成为大家交流影视艺术写作的“桥梁”。
本书编写人员及章节分配如下：王强（第一、第十一章）；陈静芳（第二、五、六章）；郭玉秀（第
三、四、十二章）；马丽颖（第七、八章）；杨博（第九、十、十四章）；赵保峰（第十三章）。
其中，王世杰任本书主编，江霄为本书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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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视剧作法》是一部关于影视剧本基本知识的应用教材。
本教材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方面，既有传统知识点与新时期剧作构成要素的全面结合，也有类型片
剧作策略和电视剧运作等知识点的延伸。
另一方面，本教材结合当下最新的影视资料进行分析和讲解，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本教材对剧本创作的爱好者和影视专业学生学习剧本创作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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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次，电影是在二维平面的画框内依靠激起观众的幻觉传达多维信息的，这种幻觉是一种逼真
感。
电影再造出一个近似生活的世界，既可以表现主观的真实，又可以深入人的内心，逼真性是电影更为
基本的美学特性（虽然电影也有假定性）；而戏剧是在真实的舞台内，在三维的空间内依靠真人真物
表现，往往以约定的假定前提传达信息，它不是靠营造逼真感，而是靠情绪的传达实现艺术目的，只
能依靠语言、动作传达情感的真实。
电影在视听上可以营造舞台场景无法实现的奇观，可以逼真的实现人类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如《阿甘正传》中，观众的的确确看到智商只有75的阿甘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殊荣，阿甘与三位总统
握手，总统都是真人而非替身。
但实际上这只是技术合成的图像而已。
今天，人们甚至不用借助布景，直接用技术手段就可以虚拟想得到的各种场景，所以电影更容易吸引
观众，具有把观众纳入银幕幻觉的巨大能力；戏剧则需要观众充分的介入，需要观众与舞台表演的情
绪互动。
相比之下，前者似乎更具一种“魔力”。
再次，从表演方式上说，戏剧是一种舞台艺术，观众和舞台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受限的，观众不可能随
心所欲的转换角度，在各个位置观看。
由于多数观众基本上看不清演员的表情，所以为了让全场的观众都能接受足够的视觉、听觉信息，演
员的表演就要夸张，要靠幅度较大的动作和较高的声音表演。
早期戏剧化的电影受戏剧影响也带有表演夸张的痕迹，但在发展中电影逐渐和戏剧拉开距离，电影可
以表现一只眼睛，也可以表现窃窃私语。
镜头可以自由的控制和引导观众的目光进入影片的“信息重心”，因此，演员的表演相对更加自如，
细微的动作，微妙的眼神都可以借助电影加以真切表现，表演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电影还可以借助技术处理演员的形象，塑造生活中没有的、完美而微妙的形象。
凭借其技术手段电影超越了戏剧这一传统的艺术。
电视艺术是从电影艺术演变而来，同样是靠视听语言来讲叙故事和表现主题。
只不过在传播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电视剧与电影中的故事片类型是相通的，都是以叙事见长的，所以电视剧与戏剧的关系也很密切，同
电影一样，从戏剧艺术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
尤其是室内电视剧，与戏剧较为相似，都是在一个封闭的舞台上，通过假定性的表演来讲述故事，表.
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进而揭示主题内涵。
但是，电视剧一样与戏剧有本质区别，电视剧同电影一样，需要摄影技术的支持，是通过光影来再现
和表现生活的。
对时空的处理，同样打破了“三一律”的原则，可以更加自由地处理时空。
电视剧对表演的要求与戏剧对演员的要求也不同，要更加生活化一些，语言和动作更加随意、自然，
更加注重突出细节。
电视剧对空间的选择与处理，也远远地突破了戏剧的空间局限性，显得更加广阔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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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剧作法》：21世纪全国高校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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