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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导演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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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一个在银幕上呈现的、可视化的故事。（克劳迪

娅-亨特·约翰逊《短片剧本写作》）

➢所谓 。（克劳迪娅-亨特·约翰逊《短片剧本写

作》）

。它是创作的核心骨架。（威廉·吉布森）

➢一个剧本 ，它通过场景表现出来最后呈现在银幕上。（克劳

迪娅-亨特·约翰逊《短片剧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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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式”格式写作的剧本并不一定是好剧本，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它至少能使未来的制

片人在拒收之前翻阅一遍。不幸得很，电影业中，形式往往重于内容。一份字迹潦草、不按专业

要求抄写的优秀剧本，在剧本审查人手中马上就会遭到否决；而按正规格式写成的蹩脚剧本却会

受到重视。购买电影剧本的人通常缺乏美学见解，想象力极差，结果稿子的外表，如稿纸大小、

质量和装订却成为形成初步印象的重要因素。虽然仅仅凭这些形式不一定能够卖出剧本，然而它

们就像整洁的衣衫革履，能帮助你进入制片人的办公室······如果你受雇于人而写作剧本，该

剧本又要由别人来表演的话，你就必须写得清楚具体，使人能够读懂。这就要求有标准的剧本格

式和表达方法。

——威廉·亚当斯《电影制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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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有摄影角度、摄影机变化等导摄术语。

缺点：过多的导摄术语，使剧本的情节变的

支离破碎，缺少情感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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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情感的表达更加流畅，

读起来也更有文学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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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1.每个场景前用框将该场景地点、人物、

时间等做特别标注。2.场景描述与语言描写明确

区分。场景描写前用三角号标注。3.每个人物的

行为都分开来写，人物的每一动作也另起一行。



1.写场景号。场景号后不要加标点。

2.场景提示行按地点、日景夜景、内景外景的顺序书写。

3.每起一段的时候，前面要空格。

4.人物对话时不用引号。

5.动作提示，对话中有人物动作，用括号括起来。

6.场景与场景中间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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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到剧本（拉片子）

观赏经典微电影《调音师》，分析

其包含场景，并根据影片画面内容

将其还原成剧本。

态度认真，格式规范，深入理解影

片与剧本之间的连接？

从电影到剧本，就

是把你看到的影片

上的画面内容，用

文字记录下来。其

间，要根据自己理

解，尽量准确还原

影片内容及传达出

的情感基调。



1.word文档。正文宋体四号，行间距1.5，场景提示行宋体四号加粗，题目居中黑体三号

（特殊字体要求除外）

2.场景提示行要书写清楚。宋体四号加粗。场景号不可遗漏。

3.每起一段的时候，前面要空格。

4.人物对话时不用引号。

5.动作提示，对话中有人物动作，用括号括起来。

6.场景与场景中间空一行。

：从电影到剧本（拉片子）

观赏经典微电影《调音师》，分析

其包含场景片段与场景内容，根据

影片画面内容写成剧本。

态度认真，深入理解电影内容，

体会剧本与电影之间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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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观赏影片。同时记录影片包含场景，并快速记录。如“1 音乐厅”。

第二步：再次观赏影片。分场景按剧本格式记录影片内容。注意格式规范。忘记

格式的请参考《杂货店的故事》。

第三步：修改与完善。注意分析影片场景所含内容。仅仅只有人物？动作和语言？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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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就是一个个

为银幕呈现所创作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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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人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每一个人都要依附于一定的外在环境，

都要处于某个场景画面之中。

2．因此，编写剧本，首先要学会设计场景，构建画面。有人物，就必然

有场景。

3.剧本语言，不同于小说语言。电影是视觉艺术，在屏幕上展现为一幅

幅动态的画面。因此，在剧本写作中，要采用描述性及动作性语言。坚

决 ：

今天，是1998年3月2日。 他懊悔地想，我得罪了老师，我死定了。

他意识到，他错了！ 这段时间，他学习非常地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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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互交换剧本。阅读并检验剧本是否具有画面感？

2.检查剧本是否完整还原了画面内容？

3.检查剧本，是否在情感基调上，保留了原电影的情

感基调？

拒绝小说式语言

拒绝心理化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