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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大卫·马梅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院一系列课程内容的记录而来，凭借独特的编剧技巧及三
部剧情片的实务经验，大卫·马梅在本书中向初学者说明了电影的摄制过程。
他对一些导演经常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摄影机应该摆在哪里？
”“这段故事的主旨是什么？
”“怎样指导演员？
”等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见解，这对于刚刚接触导演事务，或是任何一个准备拿起摄影机讲述自己故事
的人都将具有建设性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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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马梅，生于美国这加哥，是美国当代声誉卓著的剧作家，曾获纽约戏剧评论人奖，1984年
其剧作《拜金一族》获普立兹奖。
他也是著名的电影编剧，1981年编写第一部电影剧本《邮差总按两次铃》，一举成功，次年编写《大
审判》的剧本，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提名，1992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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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写好电影剧本。
大部分的剧本都充满了无法被转化成镜头的材料。
　　“尼克，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浑身洋溢着不凡的气度。
”这没办法拍。
你能怎么拍?“朱蒂，一个性情急躁的消息灵通人士，已经在那长条椅上坐了快十三个小时。
”你该怎么办?　　真的就是没办法拍。
编剧实在应该扬弃叙述(视觉上或言语上的)，应该这么写：　　镜头：朱蒂看着手表　　溶接　　对
白：“妈的，像我这种性急的人，坐在这里等十三个小时，分明就是折磨我。
”　　如果你发现剧本某个部分不用叙述文句就无法拍，这个部分一定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对观众
而言是不重要的)观众需要的不是资料而是戏剧。
那么谁才需要这些资料呢?这类可怕的叙述文句几乎存在于所有美国的电影剧本里。
　　完全正确。
在作任何决定之前，你必须先自问：“这场戏是关于什么?要说什么?”所以让我们在此把“跟着角色
走”的拍电影方法推到一边去吧。
专心想一想这场戏要说些什么。
我们必须明白，导演的工作绝不是跟着主角走到哪儿就拍到哪儿。
为什么?因为拍一群人在房子里　　的方法太多了。
所以这场戏绝对不单只是一群人在一个空间内而已，一定是得有它内涵的目的的。
我们应该在镜头里暗示出这场戏可能与什么事有关系。
目前我们仅仅知道这是一个聚会。
所以你必须选择这个场合的目的，也就是说选择这场戏的镜位，绝不是为了要找一个“有趣的方式”
来拍这场戏，而是“我要依据这场戏的意义而不是这个场合的外貌，来陈述我对这个场合(事件)的看
法”。
这才是艺术工作者该有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来暗示这场戏可能的内容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暗示：想一想，主角想要获得什么?因为这场戏会在主角达到他的目的时结束，所以主角会
踏上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展开的旅程(joumey)，将故事不断往前推展，而旅程内容就是主角的行为记
录。
即他该做些什么，才能达到目标——这正是让观众留在坐位上看下去的原因。
如果没有这样东西，导演可得耍些花招才能骗骗观众的注意力。
好，现在回到“教室”这个情况来。
假设这里是一群人在这个场合里第一次见面。
在这个聚会中有一个人可能设法要获得别人的重视。
好，我们该如何以电影手法把这个主旨表现出来?倘若这场戏是一位学生想赢得他的讲师的重视。
且让我们用“镜头应该摆哪里?”来说这个故事吧。
如果现在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想不出该怎么做，试着想像自己坐在酒吧里的吧台前，
向身旁的人说这样的故事。
好，你会怎么说?　　有一个家伙走进教室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到老师的旁边，然后开始很小心
地看着老师⋯⋯而且非常认真地听他讲课；然后当教授右手义肢掉下来时，他立刻利落地伸手一接，
接住，并交给老师。
　　嗯，可以。
目前大部分的编剧或导演都是这么做。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要把这件事生动有趣的部分挖出来。
倘若故事是关于某人想赢得老师的重视，老师这个人是不是装有义肢不重要。
导演做的事并不是让故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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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若看起来生动有趣，那是因为我们发现主角的　　变化这件事有趣。
记住，是主角的目的让我们留在戏院的位置上。
好，关于某人想要赢得老师重视的故事，还有哪些同学愿意提供自己的想法?　　电影课堂里的一个学
生，他20分钟前就到了，靠着桌子坐着。
上课铃响后，老师随学生进入教室，他马上挑了个椅子，设法移到离老师更近的位置，但老师是坐在
教室的另一头。
　　⋯⋯　　　　书摘2　　□：你所谓的“梦”是指它不一定得和一般人在真实生活中所做的事一
样可信?　　：不，我的意思是⋯⋯我并不知道我们可以解释这个理论到什么程度，不过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试着运用它，直到它不行了为止。
在《心田深处》(Places in the Heart)中罗伯特·班顿(Robert Benton)有一段就美国电影而言非常有力的
片段：在前面已经被杀死的人，现在全部活着。
他在此即是制造了一种如梦境的现实。
他将毫不连贯的两场戏并置在一起，而产生了第三种概念。
第一场的概念是“每个人都死了”，第二场是“每个人都活着”。
这两个并置的　　结果产生了一个新概念：“一个伟大希望”。
这时观众的心里都会想：“天啊，事情都能这样多好?”这就是如梦一般。
这与考克多的影片中，手从墙面伸出来的画面是一样的。
至少这些比跟着人物拍的方式好，不是吗?在《游戏之屋》中，有一场戏是两个家伙在门口前为抢一把
枪而打斗，剪到一个其中一人肚子被踢一脚的特写，下个镜头是女主角低头一看，然后观众听到一声
枪声。
这个拍法就不错。
也许它不是伟大的拍法，但比电视上好，不是吗?这些镜头背后的概念是：“有些事即将要发生了”以
及“无能为力”。
它们传达的整体概念是“无助”，即是设计这段戏的镜头的目的。
这个主角非常无助：观众获得这个概念并不是将镜头一直跟着她拍而来，而是观众在此与主角处在同
一情况中——正如爱森斯坦所说，让观众在心底获得这个结论。
　　□：那么换成学生表现什么东西给老师看，什么特殊表现这类的行为。
譬如，他向老师鞠躬，并给他一把椅子。
　　：慢点!请你用镜头说故事。
这样吧，第一个镜头我们把它摆在脚的高度，一个跟拍一双脚走路的推轨镜头(tracL-ing shot)。
第二个镜头是主角的特写，他坐着，突然快速转头(听到脚步声)。
这两个镜头并置传达了什么概念?　　□：老师的“抵达”。
　　：还有呢?　　□：该学生的“表示敬意”?　　：还不算是“表示敬意”，那大概只算是“注意
”吧。
但至少，这两个镜头制造了第三种概念。
第一个镜头包含了脚步在某个距离外的概念口第二个镜头是学生的“注意”，他听到了脚步声。
所以综合起来，它给我们的概念是什么?　　□：警觉。
　　：对，但“警觉”也并不是“表示敬意”。
设想一下，我们把镜头改成：(1)全景：老师从长廊走来。
(2)中景：学生站起来。
站起来好像更接近“表示敬意”一点。
　　□：尤其是如果他用谦卑的方式站起来。
　　：他不需要用谦卑的方式。
我们需要的只是他站起来就可以。
他不必再加上任何动作。
(1)(2)两个镜头的并置已够表达“表示敬意”　　□：如果他站起来敬礼呢?　　：这并不能传达更多
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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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此更会使这个镜头过于“富于意义”，而这对拍电影的目的有害。
单镜头承载的东西愈多，要表现的愈多，它的力道在剪接时会更弱。
还有什么意见?　　　　这种平稳状态其实是人类生命最有意思的特质——出生，发生一些事，死亡。
只有当死亡时，即事件都交待了的平稳状态，才是结束。
这是为什么看戏或看电影后观众知道该回家了的原因。
　　但我们怎么知道故事说完了呢?因为戏开始时所提到事件(问题)解决了。
例如，我们怎么知道男孩吻女孩时就是结束呢?因为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是这个男孩得不到女孩的情况。
所以，电影开场所提出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就是故事结束了。
这同时也是我们知道某场戏结束了的原因，不是吗?　　“场”是学电影最好的“单位”。
倘若你了解这场戏是什么，就能了解整部电影或整出戏。
当某场戏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时，这场戏便结束了。
然而，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形是导演或编剧都会在问题解决之前将这场戏结束，续到下一场再解决。
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观众就会紧紧跟着剧情，期待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不唠叨、直接切人问题再开场，即“晚开场”，然后“提早退场”(将问题留到下一场解决)，是
表示对观众的尊重。
因为要操纵他们实在非常容易——你永远比观众知道的多而且早——因为你手中握有王牌，你知道要
说什么故事。
　　所以如果你想说个故事，先了解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你若想要盖个屋顶，最好能先了解重力或降雪、下雨等特性一样。
　　如果你现在到蒙马特去，会发现那些1960年代的反传统建筑的屋顶都塌了，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
平顶，撑不住冬天雪的重量而垮下来。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明白，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想要听故事的现象不是没有道理。
　　目前我们电影业的衰退，原因是一群没有方向感的经营者在经营。
面对这个劣势，我能做的就是说出事实的真象。
说实话是惟一的反抗力量。
　　另外，没有人可以隐藏自己的动机和目标。
当代美国电影几乎全都是不端庄、琐碎且猥亵的作品，如果你的目标是在这个“工业”中立足，你的
作品、你的理想，都会暴露在这些具摧毁性质的影响前。
假设你非常希望能被这个体系接受，很可能你和你的作品都会变成和那些电影一样。
　　演员也不能隐藏他的动机目标，编剧或导演也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动机是在真的了解电影这个媒体的天性，那么他的目标自然会传到观众心底。
怎么办到的?像魔术一般，观众就是会知道，这是无法隐藏的。
　　有时候我会做些木头雕刻，很神奇地，有些木头就是会自然成形。
一旦创作者能观察且抓住木材的纹理，那块木材自然会告诉你如何下手。
　　但有时候木材是会反抗的。
当问题发生时，它会反过来告诉你如何下手。
电影也是一样，这些问题的状况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解决，它们真的会回头来对抗你，但掌握处理这
些问题的能力，就是处理电影艺术的开始。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导演功课>>

媒体关注与评论

　　红场电影工作室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存在于想像中的组织，主要成员是王玮与我，我们抱持着为
台湾的电影教育添加电影书单的理想，有幸获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合作机会，得以将一本本我们认
为有助于学电影的学生或对电影有兴趣的人的书，编译成中文，介绍到台湾来。
　　半年多来，这已是我们的第三本，第一本是王玮译的《电影制作手册》(Filmmaker’s Handbook)
，作者是Edward Pincus及Steven Ascher；第二本是我译的《电影艺术》(Film Art)，作者是Christian
Thompson和David Bordwell，两本都是美国知名大学研究所电影科系所规定的教科书。
前者是重电影实务操作的各项基本知识，后者则是重影像思考的训练。
到了这本《导演功课》(Oy Directing Film⋯)是导演大卫·马梅(David Mamet)在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院
某次讲座的集录，在谈论到作为一个导演在前置作业中的分镜阶段应该如何思考，到现场如何摆镜位
，以及该对演员说些什么等问题时，都留下他个人非常鲜明的风格标记。
编译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现在经常有机会拿起任何机器（如16厘米摄影机）拍摄影片的热情年轻的
学子，在脑中有了故事的雏形时，这本小书可以帮助他们思考如何运用镜头来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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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光与影的交融中，电影占据了现代都市人的主流生活方式，它在介入并建构历史的同时，也改
写和填充着人类的记忆。
在"电影馆"里，爱电影与学电影的人们，你想学会如何用镜头来说故事，深入电影的腹地吗？
请来读读这本个性鲜明、字字珠玑，同时又具有建设性引导作用的《导演功课》吧！
在这里你将学会如何以一个单纯朴素的影像世界和观者的灵魂进行沟通，如何在表现主义与写实主义
之间游走，将一个个故事单点连成一气呵成的精彩故事，紧紧抓住观众的神思。
而书中马梅的法则除了可以澄清电影与美学的迷思之外，更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自我的组织
能力和表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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