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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影视创作解析丛书·从文学创作到视听表达：电视连续剧导演阐述》记录了这部剧摄制
前后的经历以及创作点滴用文字。
这对于初涉影视剧创作的学生或影视爱好者来说，无疑具有借鉴作用。
就是对普通读者来说，当他看完这部剧之后，再来读一读编剧、导演的相关阐述以及欣赏文学剧本中
跌宕起伏的故事和人物，不难从字里行间了解电视连续剧摄制的台前幕后以及影视的基本创作规律，
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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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静，祖籍湘西，土家族。
国家一级导演职称。
湖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影视编导专业的特陋教授。
1982年从事专业导演，先后在湖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潇湘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摄制的
影视剧中担任导演工作。
长期担任湖南经济电视台《故事酒吧》等许多电视栏目的艺术指导。
编剧、导演的影视作品有：《无声的歌》获1994年度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次年又
获文化部、广电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奋发文明”金奖；连续剧《女童班
》获1997年国家广电部全国第十八届“飞天奖”，同年又获文化部、国家民委、广电总局、中国文联
举办的全国第七届“骏马奖”一等奖；《别忘了写信》获中央电视台1998年全国首届电视散文展播金
奖；《窗口》获建国40周年全国优秀电视剧“展播奖”并于1989年入选北京广播学院影视编导专业教
材；《寄走夏日》获1991年“金帆奖”最佳电视剧探索奖。
30年来，共编剧、导演了《望月湖的故事》、《今生有缘》、《大明末来》、《太极英雄》、《湘西
往事》、《借问英雄何处》等各类题材电视连续剧600余部（集）；专题、栏目在国内外获奖80余次。
著有《青春的脚步》、《影视评论与分析》等多部文学、影视作品与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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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演阐述第一章  真实与感人是影视创作的生命  第一节  如何营造逼真、感人的视听形象  第
二节  真实纪录诞生了电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  第三节  编剧的真情实感与讲叙者的权威性  第四节  实现
逼真可信的视听手段  第五节  同步同声纪录的声音增强影视作品的客观真实性第二章  遵从朴实价值是
客观真实性的最高境界  第一节  人生境界与社会价值  第二节  艺术贵在创新  第三节  人物的塑造  第四
节  时间与空间设计相辅相成第三章  影片节奏表现于内在与外在的完美融合  第一节  何谓“节奏”  第
二节  蒙太奇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整合与创造第四章  主要人物设置与分集故事大纲  第一节  主要人
物设置  第二节  内容简介  第三节  分集故事大纲    第二部分  电视文学剧本《借问英雄何处》第一集：
三兄弟第二集：法场救父第三集：远方来客第四集：何家的生意第五集：神秘拜访第六集：艰难的抉
择第七集：情仇纠结第八集：神奇鬼怪第九集：祭刀节  第十集：比武夺刀第十一集：风云变幻第十
二集：致命诱惑第十三集：兄弟顶罪第十四集：危机四伏第十五集：三岔路口第十六集：各为其主第
十七集：过山虎爷第十八集：劫军火第十九集：迎接特委第二十集：兄弟重逢第二十一集：营救芷兰
第二十二集：智闯青岩关第二十三集：兄弟情仇第二十四集：心灵绞杀第二十五集：攻打祖司镇第二
十六集：芷兰之死第二十七集：割袍断义第二十八集：拜刀组军第二十九集：兄弟同仇第三十集：喋
血杭州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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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视剧中所表达的内容和人物的内心状态，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推动情节的发展，取决于影片的事件和人物的内心状态发生的运动变化。
而这种变化的关键点就是人物戏剧冲突点。
当我们根据内外在节奏来策划剧作时，最重要的步骤是保持叙事的连贯性。
缩短时间或者加快故事节奏，均可以增加剧情的紧张程度。
情节节奏和人物的内心节奏是由剧本规定下来的，成为整部影片总的节奏。
所以，法国电影大师马赛尔·马尔丹说：“影片的总体节奏存在于影视剧作之中。
”我们从以上列举的许多片段中就不难证明电影大师的这句金玉良言。
而那些人物主观的、内心的、潜在的意识或下意识的情绪，或人物的内心活动，编导则会采用一种外
化的、直观的情绪视听表达，如闪回闪现等，此乃人物的主观“情绪镜头”，不但能使影片加快节奏
、增加画面信息量，同时也能加深观众对这件事、这个人的印象。
　　情绪视听表达手法的运用，往往出现在电影导演拍摄的电视剧中，多数电视导演会忽视这一点。
所以要关注剧本规定情景中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一味追求外部手段（蒙太奇
手段以及外在主观创作的无声源音乐等）所形成的外在节奏，就会导致一部影片内在资源的流失。
作为一部影片的创作者，不但要关注外在视听手段的处理技巧，更要重视和关注人物与人物、事件与
事件、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因此形成作品整体视听语言的内在节奏，使得镜头与镜头之间
、场面与场面之间、情绪与情绪之间、气氛与气氛之间有机联系与合理衔接，人物的行为、生活的逻
辑、情节的演绎、故事的推进就会通顺、流畅和富于节奏感，取得最佳的观赏效果。
　　2.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　　电影是声画复合、时间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
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导演在对它进行整体构思时，实际上是在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构思和设计。
时间与空间因素关系到整个作品的结构与造型，以及作品的逻辑性和节奏感，是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
否的关键。
　　我们这里所说的时间，一是指外在的、放映或播出该部作品的“放映时间”；二是内在的、主要
指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得以展开所经历和所表述的时间，其中也包括故事中人物行为构成的动作时间。
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关注时间，更易于受时间的影响。
时间是我们生存的必然条件。
生活中的每一段时间，都是衡量和检验我们的动作的标准，任何一段时间，一旦过去就永远不再返回
。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就是这个道理。
时间艺术只能在心里感受有节奏的变化；而空间艺术，则是以空间为存在方式的艺术。
影视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是采用空间形式的时间艺术，时间借助空间中事物的运动，无
不显示着时间的存在与流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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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借问英雄何处》以其鲜明独特的湘西地域文化、浓郁厚重的乡土气息、原汁原味的风俗民情，
使观众获得美和美的享受⋯⋯五年磨一剑，自有锋利出。
三年前读《湘西档案》剧本初稿时，就有喜出望外之感，现在读来更感到它的独特、新颖、锋利和让
人震憾，有一种横空出世的味道⋯⋯是目前国内难得一见的优秀电视剧本，如果二度创作跟得上的话
，当会拍出一部个性独具、文化品味高又非常好看的精品大片。
　　——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著名影视专家（李准）　　　　《借问英雄何
处》无疑是解放以来关于“湘西”题材影视剧中最为感人、最为精彩、最具品位的精品力作⋯⋯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电视湘军”领头人（魏文彬）　　　　本剧通过三个生死兄弟的聚散离合
，展示的是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中人物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尽管旧日恩仇如山，三兄弟不计前嫌
，毅然各自率部共赴国难，抵御外来共同的敌人。
往日的恩怨情仇化为了为国家为民族不惜一切、同仇敌忾的壮美情怀。
　　——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国家一级编剧（康健民）　　　　该剧特别巧妙地设计了“彭公
刀”这一贯穿全剧的戏用道具，将三百八十二年前的湘西“杆子军”痛歼倭寇的辉煌史实作为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激发人物关系的手段和厚重的时代背景.从而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深厚伟力和
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军旅一级军旅作家（周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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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借问英雄何处》以其鲜明独特的湘西地域文化、浓郁厚重的乡土气息、原汁原味的风俗民情，使观
众获得美和美的享受⋯⋯    王静所著的《从文学创作到视听表达(电视连续剧借问英雄何处导演阐述)
》记录了这部剧摄制前后的经历以及创作点滴用文字。
这对于初涉影视剧创作的学生或影视爱好者来说，无疑具有借鉴作用。
就是对普通读者来说，当他看完这部剧之后，再来读一读编剧、导演的相关阐述以及欣赏文学剧本中
跌宕起伏的故事和人物，不难从字里行间了解电视连续剧摄制的台前幕后以及影视的基本创作规律，
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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