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作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创作法>>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7653

10位ISBN编号：7506367653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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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法>>

内容概要

《创作法》内容简介：本讲义是电影编剧创作专业的写作课讲义，内容为电影剧本的创作理论与方法
。
它的理论内容可作为研究生的教材，其创作方法可以作为编剧专业三四年级的教材。
讲义涉及分形学、结构主义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
为了使理论通俗易懂并与创作实践联系起来，讲义结合影片案例阐述剧作原理，使之易于理解。
本讲义旨在指导学生运用创作理论工具进行创作性写作的方法。

讲义共分六讲：创作种子、对称与分形、主题分形和形象分形、情境分形、情节分形、案例。
前三讲为工具篇，侧重介绍剧作原理。
后三讲是创作篇，侧重介绍创作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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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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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对立 4.人面部的轴对称 5.美洲文面中的对称图案 二、对称操作 1.剪纸——对称操作 2.万花筒——
旋转对称的操作——多重映射原理 3.讲故事的简单原理 三、建筑、绘画、雕塑中的对称一 四、电影《
烽火孪生泪》中的对称 第五章分形学 一、分形学 二、迭代与递归 1.迭代 2.递归 三、计算机的迭代运
算——曼德勃罗特集和分形树 四、在社会人文科学中的分形 五、美术造型和交响音乐中的对称和分
形 1.美术造型中的分形 2.交响音乐中的分形 六、电影《鸳梦重温》中的分形 七、对称与分形 1.对称中
存在着分形，分形中存在着对称 2.故事是一个整体 3.对称性分形——故事形成的机制 4.分形是一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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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3.形象母题应该简约、鲜明 第七章创作图式 一、格雷马斯符号学矩阵 1.意义显示的基本结构 2.
矩阵的“行动元” 3.格雷马斯矩阵的操作规则 4.格雷马斯矩阵的模态理论 二、人物关系矩阵的运用 三
、情境与情节的合并图式 四、主题论证的图式 五、情节的迭代图式 六、情节的循环运动图式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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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种循环形式，在结尾重又把观众带回到开头。
唐纳德·里奇认为，这种回归形式的普遍采用与黑泽明的母题形式有关。
黑泽明经常采用理论与实践、幻象与现实的对立母题，在影片中使两者形成对照，这样就会经常看到
同样事物的重复出现，形成回归的感觉。
 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编剧法中的“想好结尾再动笔”，改为“想好开头再动笔”，又会是如何呢？
传统编剧法的“想好结尾再动笔”是指故事要有一个好的高潮，而“想好开头再动笔”，是指开头已
经包含着高潮。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从高潮看统一性”，改为“从开端看统一性”呢？
因为，开端奠定了情节发展的基础因素，并通过情节发展达到高潮。
 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优秀剧作都是由高潮逆推出开端部分的，也有一些创作是剧作者凭着一股内
在涌动的情感，由令人激动的开端推导出故事的高潮和结局的。
只要当故事的开端有了一个可与之相互映射的、得到提升的、圆满自足的结尾，故事情节的编织工作
就能够得到落实。
 毋庸置疑，故事开端与故事结尾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性。
影片的开端与结尾之间存在的普遍对称关系，使我们有可能从开端推导出高潮和结尾。
我们从首与尾形成的对称关系中，可以得到由开端推导高潮的三种可能的路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作法>>

编辑推荐

《创作法:电影剧本的创作理论与方法》为了使理论通俗易懂并与创作实践联系起来，讲义结合影片案
例阐述剧作原理，使之易于理解。
《创作法:电影剧本的创作理论与方法》旨在指导学生运用创作理论工具进行创作性写作的方法，侧重
介绍了剧作原理和创作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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