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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夏衍先生介绍电影剧本写作常识的入门性读物，内容涉及人物、结构、对话、艺
术技巧等诸多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
作者结合多年的电影工作经验，参考大量中外优秀影片案例，使本书生动、丰富而又极具可操作性，
既可供影视专业人员作为教材学习，又可供影视爱好者及写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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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衍（ 1900－ 1995），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理论家。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春蚕》，话剧剧本《赛金花》《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报告文学《包
身工》等。
曾将鲁迅小说《祝福》、茅盾小说《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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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欧阳予倩前言电影的“第一本”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人物出场结构脉络和“针线”蒙太奇对话
艺术性，技巧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琐谈改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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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结构，就像建筑学上的设计蓝图、从事建筑的人没有设计图就不能造房子，同样，写剧本的人不
预先设想好剧本的结构，也是很难动笔的，不论是写小说，戏剧或者电影文学剧本，如果心中无数，
没有一个底子，边写边改，显然是劳而无功的，创作一部作品，作者心中应该先有一个布局，即怎样
开端，怎样展开，主要内容放在什么部位，以至怎样结束等等-假如事先没有布局，边想边写，或者先
写细节，那么这就等于基本建设事先没有蓝图、没有没计图样，而先考虑房间的内部陈设、布置和装
饰。
　　用造房子来比喻，那么首先要明确这座房子的目的性-就是这座房子盖了作什么用?是花园洋房，
是宿舍，是工厂，是大礼堂，这是首先要搞明白的：目的性就决定了体裁、结构，也就　　决定了风
格、电影剧本的结构，也要先从目的性来设计和考虑。
为什么目的，写什么主题，用什么题材，采用什么风格，这都是和剧本的结构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一
再讲过，写电影剧本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也就规定了和这个目的相关的一系列
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最好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题材，写哪些人物，选择哪些场景，采用什么样的风
格，我们认为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电影剧本的内容也就是目的性，所以也可以说
是不同的目的性决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形式．　　因为剧本的结构是由剧本的主题和题材所规定
的，所以考虑一个剧本的结构，先要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事件等等，然后才
能根据“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原则来作整个剧本的布局与设计。
一个电影剧本究竟需要多少登场人物，按照剧本规定的情景，剧中人要经历多长的岁月，要涉及多少
地区，这都是决定结构的先决条件。
仍旧用建筑来比喻，要造一所一家五六口人的住宅，和造一所要容纳几百人的校舍，显然要有不同的
设计和结构，这是因为使用的目的性不同和要求不同的缘故；再譬如要造一所国家规模的博物馆，或
者要造一所实用为主的群众艺术馆，同样也因为目的性不同，就应该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结构，不
同的风格。
建筑师造屋，先要问明房子的用处、建筑面积多少、使用面积多少、坐落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才能考
虑整个建筑的结构，这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上次提到过的清人李笠翁，在谈到戏曲结构的时候也曾拿造房子来作为比喻，他曾经在“结构第一”
中说过：“⋯⋯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
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
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必卒急
拈毫。
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
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
用心良苦，而不是被管弦，副优盂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意思。
“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意思就是说，动笔之前，先要十分仔细、十分用心地把结构搞好。
建筑师在动工之前，不仅要规定“四至”，画好立面，而且要画好乎面，立面只能给你以一个表面的
印象，而平面则就得仔细地设计“何处建厅，何方开户”等等问题了。
写剧本也是一样，动笔之前，先要大致想定整个结构。
写话剧，先要想定大致是几幕几场。
写电影剧本，也是要想定是几章几节。
幕和章，是大段落，大段落决定了，然后才能考虑整个故事情节如何在这些段落里妥善地安排。
幕和场决定了，章和节决定了，才能考虑到材料和细节的问题，正像建筑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等“何
处建厅，何方开户”决定了，才能考虑用什么材料，怎样装饰和布置。
归纳起来说，建筑师接到任务、剧作家开始构思的时候，先要弄清楚这一工程、这一作品的目的，然
后仔细地打圩一张图样。
打图样，也一定要目的明确，图样核定了之后，然后去选择材料，和考虑到如何才能使造起来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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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舒适、更美观的问题，这样做，看起来很麻烦，但是有一好处，就是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决不会把住
宅造成马厩，也不会在落成典礼的时候发生栋折梁摧的危险?　　写话剧的第一幕，写电影剧本的第一
本，主要是要先给观众以一个明确的概括性的印象，这有点像建筑设计图中的立面。
第一印象要预示这个剧本的性格，这和主题思想有不可分的关　　系。
有的一开始就要给人以庄严、凝重的印象，有的一开始要给人以轻快、平易的印象，这就是一所建筑
的“门面”。
这个决定了之后，然后观众才进入内部，于是，建筑师和剧作家就要考虑主体在哪里，主要的戏在哪
里的问题了。
　　　　谈到电影剧本的结构，必然要联系到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贯穿着整个故事和人物性格的线索
与脉络。
就是说，有了章法、布局，还需要把人物情节的线索处理得清楚顺畅，也就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
按照生活的逻辑，把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安排得有层次、有起伏、脉络分明，而又引人人胜。
　　做一件衣服不仅要剪裁好，而且要针线好，写剧本也是样-一大堆生活素材等于成衣师手中的衣料
，他必须先把它剪开，然后再用针线缝合起来；将材料按照不同的要求(目的性)　　而进行分析、决
定取舍，这是剪裁-裁剪了之后，还要将材料连接起来，凑合起来，这就是“针线”?脉络要清楚、通
畅，针线要细密、针线不密，就会发生破绽。
　　脉络，也就是中国医书里所说的“经络”：经是路线的意思，络是纵横连接的网。
中医讲究“经络”，他们认为人体所有的内脏、肢体、五官、筋骨、皮肉、毛发，都是由无数经络联
系着的，触动一个地方，其他部分都要发生影响，也就是所谓牵一发而及全身的意思，我看，这很合
乎唯物辩证法的。
人身是有机体，一件文艺作品也应该是有机体，既然是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就不可能没有互相影响
、互为呼应、有反应、有反射的“有机联系”；情节如此，人物性格也是如此。
情节有发展，人物性格也有发展，发展者，起变化也，为什么会起变化?一定有使它非起变化不可的因
素，这个因素就是矛盾和冲突。
人的思想发生了矛盾，人和环境发生了矛盾，例如旧思想和新思想发生了矛盾，个人和集体发生了矛
盾等等，有了矛盾，矛盾积累起来，就要发生冲突和斗争，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对立的双方就
会向着它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变化。
这就是发展。
因和果，前因和后果，有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无因的果，是突然，是架空，是不可信：无果的因，
是多余，是浪费，是无的放矢。
前面有了因，后面就必须有果，后面有了果，前面就非有因不可，这是常识，但这也是初学写作的人
常常会疏忽的问题。
　　话剧的幕与幕之间，电影的Sequence与Sequence之间，都存在着一个脉络与针线的问题。
为了容易理解，我借用“瞻前顾后”这句话来说明。
瞻前，就是当你写第二幕的时候，你一定　　要想到第一幕有无这件事发展的因素，没有因素就会使
人感到突然，假如前面已经有了伏笔，那么情节就能接得上了。
顾后，就是写第一幕寸，一定要为以后的发展作好打算，如果这件事与以后的情节无关，那么这一笔
就没有写上之必要了。
　　情节如此，人物性格也是如此。
戏里的一个人物的性格如何发展，在开始写第一幕的时候，就要作好全盘的考虑，埋伏下使他可以发
展和必然要发展的因素。
例如你写一个知识分子改　　造，假如在最后一幕里他成了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那么在第
一幕中，他出场的时候，就要把这人可以改造的因素写进去：如果不写这一点，或者写得不清楚、不
充分，那么到最后一幕，他的成长转变就没有说服力，也就不可信了。
又比如你写一个人开始很胆小，后来变成很勇敢，这变化从何而来呢?戏剧里面有所谓“心机一转”，
来一个突变，当然，突变是可能的，但是突变也要有可以突变和非突变不可的因素，也就是说，这里
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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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逐步地、合情合理地写下这个可变的因素，那么对于他的突变观众是不会相信的。
前面写了因素，观众心理上有了准备，那就顺理成章，合理而又可信了，相反，假如前面写了因素，
而后面既无发展，又无交代，这就是无的放矢，浪费笔墨-因此，瞻前顾后，一场戏与一场戏的衔接，
一个事件与一个事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脉相承”，相承必须有脉，此脉万不可
断。
人的脉一断就死亡，戏的脉一断也就没有生命了。
　　　　两个奸细偷偷地向火药库爬过去，想把它炸毁；其中一个人在路上把一封写有密令的信遗失
了。
第三个人拾到了这封信，便去报告警卫，警卫及时赶到，把两个奸细逮捕起来，保全了火药库。
在这里，编剧必须处理几个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动作。
两个奸细偷偷地爬向火药库；同时第三个人拾到了那封信，赶紧去叫警卫：两个奸细快要达到目的地
了；同时警卫也接到了警报，立即赶往火药库。
两个奸细已经作好炸毁准备；但警卫也及时赶到了。
如果像前面那样，把摄影机比作观察者，那么在这里就不仅要把摄影机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而且要
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观察者(摄影机)一会儿在路上紧跟着两个奸细，一会儿在警卫室里面拍摄警卫人员接到警报时的紧张
气氛，一会儿又转到火药库拍摄两个奸细正在准备爆炸等等，但是，在各个场面的连接过程(即蒙太奇
过程)中，上面所说的有顺序地层层衔接的规律仍然有效、只有把观众的注意力从一个场面正确地引导
到另一个场面，才能在银幕上构成一个连贯的段落。
要正确地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就必须按照下面的顺序：观众首先看到正在爬着的两个奸细，然后是信
件掉失，最后是拾到那封信的人。
他拿着信赶紧跑去报警。
这时候，观众必然会焦急起来：拾到信的人来得及阻止这个祸事吗?编剧立刻作了回答：表现出两个奸
细已迫近火药库。
他的回答仿佛是个警报：“时间紧迫了。
”观众继续怀着焦急的心情：他们能及时赶到吗?接着编剧表现警卫队正在出动：时间十分紧迫——表
现出两个奸细已经开始准备爆炸：就这样，编剧使观众的注意力时而转向警卫队，时而转向两个奸细
，从而适应观众注意力的自然变化，正确地构成(剪辑成)一个段落山，　　这种方法可以叫做引导或
者诱导，也可以叫做强制。
如何才能胜利地、成功地引导下去呢?重要的是一环扣紧一环，不松弛，不断线，而每一个片断，每一
个环节，又必须符合观众的理性和感性的逻辑。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欧阳予倩　　有些写得不得法的话剧和电影，看上去别别扭扭，有的甚至于不容易看懂。
这可能由于剧作者思路不清，也可能忽略了编剧必须注意的规律。
我曾经想过：是否应当写一点编剧入门一　　类的东西?朋友们有的认为用不着，理由是：内容决定形
式，恐怕搞了些条文反而会使创作受到限制；有的认为作为创作经验谈一谈很有必要，但恐怕会被看
作单纯技术观点。
有位同志说：写编剧的常识也要有马列主义，所以不主张随便写。
但是我仍认为只要写得好，对初学者会有很大帮助。
写剧本也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神秘，但有行家领着跨过一条门槛，就可免得在摸索中走许多弯路。
夏衍同志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我读了非常高兴。
这是理论，但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这是言识，但他把有关编剧的一些道理阐明得非常透彻而扼要。
他习鲜明生动的文字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说明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所举的许多例子都具体而十分恰切，使人易于理解。
　　作者一开始就谈到创作的目的性：为什么写电影剧本?为谁写电影剧本?总的说就是要以电影艺术
为人民服务。
可是每一部片子或者每一个戏都有它的创作目的。
没有目的的影片或戏是不成立的。
目的性含糊，就不是一部好片子。
我们的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所以写剧本必须政治挂
帅。
夏衍同志接着就说：“政治挂了帅，业务就得跟上去。
”业务如果不跟上，拿什么为政治服务?所以说：“政治与业务，思想性与艺术性应该统一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把政治与业务、思想与艺术统一起来，使我们又红又专，正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其次，他着重谈了写剧本的群众观点。
他主张首先必须要群众看得懂，再就要让群众高兴看。
看不懂固然不行，看得懂而群众不喜闻不乐见，那也就无从起教育作用，收宣传效果。
为着更好地把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剧作者必须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深入群众，千方百
计为群众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剧本。
要求思想性高，表达得又好，那就必然要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来为主题服务。
　　电影是最复杂的艺术，包括的东西很多。
夏衍同志这本书提纲挈领谈了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每谈一个问题都包含着丰富的创作经验，提出了电
影艺术简明的文法和最恰切的例证，这符　　合于当前迫切的需要。
不久以前，我看过一个戏，是写工厂的。
我看完了第一幕，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工厂，许多人在台上争论得很激烈，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
；到第二幕又好像转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热烈紧张，但不知所云。
如果能够学习一下夏衍同志这本书里的怎样写电影的第一本，就不会搞得那么乱了。
　　这本书关于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关于人物出场以及布景服装音响效果如何为人物性格服务，关
于结构和脉络针线、蒙太奇等，都联系着剧本的主题思想而有条不紊地谈得非常透彻，也很具体。
文章里没有艰涩的语句，没有费解的名词，没有枝蔓的论述，平易朴实，简练而精辟，可以说是言简
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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