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文学脚本创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影视文学脚本创作>>

13位ISBN编号：9787308071529

10位ISBN编号：7308071529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国臣

页数：3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视文学脚本创作>>

前言

浙大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找到我，说是我的《广播影视文学脚本创作》行市不错，加印之后仍不能满足
需求，建议我调整、加工、润色一下，再次出版。
如若再版，必须调整。
因为影视艺术是发展变化最快的艺术形态，千真万确的“日新月异”。
原书2004年出版，已经历时五年了。
这五年里，中国的电影、电视剧所呈现的是怎样一种状态？
不用太专业的人都能脱口说出一些印象深刻的作品：《无极》、《七剑》、《夜宴》、《满城尽带黄
金甲》、《求求你，表扬我》、《集结号》、《超强台风》、《疯狂的石头》、《梅兰芳》、《赤壁
》、《非诚勿扰》、《南京！
南京！
》、《亮剑》、《狼毒花》、《走西口》、《大宅门》、《乔家大院》、《奋斗》、《闯关东》、《
中国兄弟连》、《我的团长我的团》、《潜伏》、《北风那个吹》、《我的青春谁做主》、《人间正
道是沧桑》⋯⋯如此种种，是每个拥有文化娱乐欣赏条件的中国人都能数得出来的“家珍”。
这些作品，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中国影视剧的发展、成熟、势头正旺。
当然，稍微具备一点专业眼光，你就会发现——这些能创造票房、收视率高、能给人打下烙印的作品
，在一个年产电影近干部、电视剧过万集的国度中，能占多大的比例？
此其一。
在开放程度、经济实力和市场机制发展变化的前提下，我们的影视剧生产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日趋接
近，但“技术”与“艺术”比较，技术超前，而在“综合艺术”的诸多元素之间，文本滞后。
此其二。
试想《无极》、《七剑》、《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国产大片”，观众不满意、不满
足的是什么？
——故事；剧本。
如此看来，用一句“套话”来总结，就是“形势大好，精品太少”，发展的“瓶颈”首推文本，中国
影视剧需要大批的新人、新作。
（好莱坞每年至少用五亿美元买本子，尽管其中的4／5没有拍摄的可能，却一直坚持。
他们图什么？
——质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数量之上，扩大“分母”是必须的！
）话说到这儿，压力来了 一作为一个从事影视艺术教育特别是以研究文本创作为主的教师，发完感慨
之后总得做点什么吧？
争取用这本书来为中国影视剧的脚本创作，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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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影视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存在三神剧本形态：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和记录镜头的工作台本属
于“影视文学”的，当然是电影、电视剧的文学剧本。
这本研究影视文学脚拳创作的书大体分为七个部分：绪论概说篇；题材主题篇；帮事情节篇；人物形
象篇；冲突悬念篇；结构呈理篇；文学节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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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概说篇　第一章 影视文学的形成与界定　　第一节 电影与电影文学　　第二节 电视与电视剧作
　　　一、美国电视剧对世界电视剧形态的影响　　　二、日韩电视剧的题材与类型趋向　　　三、
中国电视与电视剧发展　　　四、中国电视剧类型现状　　第三节 影视文学创作必须借助“影视思维
”　　　一、影视文学的跳跃性特征　　　二、影视文学的动作性特征　　　三、影视文学的可视性
特征　　　四、影视文学必须运用画面讲故事　　　五、影视文学脚本体裁的广泛性　第二章 影视剧
本的特征与写作过程　　第一节 影视剧本的文体类型　　　一、电视小品与短剧　　　二、电视单本
剧　　　三、电视连续剧　　　四、电视系列剧　　　五、电影（故事片）与电视电影　　第二节 影
视剧本的文体特征　　　一、视觉的形象性　　　二、影像的运动性　　　三、造型的综合性　　　
四、展现的艺术性　　第三节 影视剧本的创作步骤　　　一、厚积薄发，捕捉创作灵感　　　二、植
根生活，细心“沙里淘金”　　　三、量体裁衣，寻找“故事内核”　　　四、运筹帷幄，选择最佳
平台　　　五、袖手于前，编织故事梗概　　　六、理顺格式，创作文学剧本　　第四节 影视文学脚
本的改编　　　一、影视改编的可行性　　　二、改编中的影视差异　　　三、改编的一般原则　　
　四、影视改编的常见样式　　　五、影视改编的主要方法题材主题篇　第三章 影视剧作的题材与类
型　　第一节 影视剧作品的题材　　　一、题材是影视剧直接讲述的对象　　　二、从现实生活中挖
掘有意义的故事素材　　　三、影视剧作品题材的构成　　　四、影视剧作品题材的分类　　第二节 
影视剧作品的类型　　　一、电影的类型划分　　　二、电视剧的类型划分　　第三节 影视剧题材与
类型选择的标准　　　一、总体价值判断模式　　　二、具体价值判断模式　第四章 影视剧作的主题
故事情节篇　第五章 影视剧故事情节的属性与特征　第六章 影视剧故事情节的设计与运用　第七章 
影视剧故事情节的展现人物形象篇　第八章 影视剧人物的属性与特征　第九章 影视剧人物的构成与
塑造冲突悬念篇　第十章 影视剧作的戏剧冲突　第十一章 影视剧作的悬念结构呈现篇　第十二章 影
视剧叙事策略与时空线索　第十三章 影视剧结构设计与呈现　第十四章 影视剧本的语言文学节目篇
　第十五章 电视文学节目脚本创作主要参考节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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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影视文学的形成与界定美国人威尔伯·施拉姆·波特，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中指出：“从语
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影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试验电视到从月
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
”从他的这番回顾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种传播形式的承递关系、形成过程、先后顺序和交融沿革。
语言文字是传播的基础，印刷是媒体的发端，声光技术提供了现代传媒的手段，于是世界上才相继出
现了电影和电视。
电影、电视在各自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争先恐后地与文学联姻，分别产出了“电影文学”和“电视文
学”，当这些新生儿在文学艺术领域比肩站立、携手前行，成为一支生力军的时候，人们统称其为“
影视文学”。
作为一名影视创作者，尤其是编剧与导演，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论科学技术对影视制作与传播的影
响多么巨大而深刻，影视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学的怀抱而独立存在。
树有根须，水有源头，在分别研究其特征、规律之前，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影视文学形成的历史—
—第一节电影与电影文学。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
馆地下室的“印度沙龙”里，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了他们用纪实手法拍摄的12部长度同为一分钟的
短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拆墙》、《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水浇园丁》⋯⋯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1895年12月28日这一天，被确定为世界电影的诞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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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迄今为止，我不能算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老三届”、“老知青”，十八岁下乡到北大荒，“顺着垄沟找豆包儿”。
一是因为爱好，二是试图“用笔杆换掉锄杆”改变命运，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终于从
一个“文学青年”写成了“专业编剧”，写成了地区级文学杂志《黑水》的主编，写成了黑龙江人民
广播电台主管艺术生产的文艺部副主任，写成了黑龙江电视台的大型节庆晚会的导演⋯⋯1994年官方
统计，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作品总共800多万字。
写过这么多作品，要是不算“做学问的”该算干嘛吃的？
美国佬罗博特·麦基想出了一个特别贴切的称谓：“手艺人”。
就这样一个“手艺人”怎么混到高校来了，还要写什么“专著”？
我有一个“亲学生”叫蒋瞰，现在《浙江日报》供职，离校之前曾写过一篇吹捧我的通讯《校园老爹
》，文中用了一些“关于老师”、“关于老爹”、“关于老爷子”之类的小标题。
这里摘录一小段——关于“老师”学校要升本，师资力量不充分，于是乎面向全国广纳贤才。
王国臣老师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被学校从黑龙江电视台挖过来的。
资深电视导演，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年底，王老师带着许多“光环”
只身飞赴杭州，到学校来报到。
常言道：术业有专攻。
在同一领域，自己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都能把别人教明白。
“刚来的时候，我很忐忑，心里没底。
”王老师坦诚地跟同事这样说，也跟学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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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文学脚本创作》：现代传播·广播电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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