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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影视传媒无疑已经成为现阶段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介之一,能够加入影视媒体,并

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无数学子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影视传媒又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媒

体,几乎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影视媒体自身的快速发展,同

时也表现在影视语汇的迅速发展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影视传媒观念的迅速更新.
我们对工作在第一线的老师和相关从业人员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总结自身多

年教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奉献出一套优秀的学习用书——— “高等学校影视传媒应用型

系列教材”.这套书采用全案例教程的编写形式,书中案例和知识点环环相扣,形成一

个快速提高相应技能的完美学习体系.
微电影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新兴电影艺术形式,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以其

“微制作”、“微投资”的特点而风靡,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并具有完整

的故事情节.«微电影创作»详细讲解微电影的制作流程、方法和技巧,分为前期、拍

摄期和后期三篇.具体内容包括:微电影项目策划和元素筹备、剧本写作、团队交流、
镜头构思和场面调度、剪辑等.适合各类影视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和参阅了大量传媒前沿的最新知识和观点,由于篇幅所

限,在此不一一列举.书中的观点和提法可能与某些书中的观点和提法有些出入,因

为各个艺术院校、不同的教师,都有不同的教程、教材,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所以不必囿于一家之言,可以各取所需,博采众长.读书、学习的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特别是了解和掌握有关影视制作的原理和技巧,这样,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凭借自

己的个性将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由于时间原因及编者水平有限,不当和疏漏之处还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

宝贵意见.
编者

２０１７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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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一　剧本创作

剧本创作是微电影创作的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剧本的地位可谓是一剧

之本,剧本的高质量是好作品的基础.我们常说,一个导演可能把一个好剧本拍得很

糟糕,但绝不会把一部很糟糕的剧本拍成一部好片子.在创作微电影的开始,首先要

有一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的要求是可以拍摄的,将可供拍摄的故事写成剧本,接下

来才是组建团队、拍摄和制作微电影.由此可见,剧本是微电影创作的开始,也是最

重要的环节.
从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微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拥

有一个好的故事.从剧本创作的过程,要求我们首先构思一个故事,对这个故事进行

视觉化想象,完成每个场景的大纲,最后形成可供拍摄的剧本.从商业运作的过程,
要求我们先给制片人或导演一个故事梗概,当对方对故事有所了解并同意投资或拍摄

的情况下,再给出分场大纲,最后完成剧本.因此,无论从艺术创作过程还是从微电

影的运作角度,要求我们学会写作故事梗概、分场大纲和剧本.

项目一　故事梗概

故事的发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事,例如奥斯卡 (学生

单元)叙事片奖的微电影 «门神» (导演:刘雨霖,２０１４年,中国),故事来自于导演

本人在儿时所见到的邻居家的小男孩儿等妈妈的画面.又如微电影 «百花深处» (导
演:陈凯歌,２００４年,中国),故事来源于导演看到北京当年居住了２２年的四合院变

成了高楼大厦,只留下当年的影壁,从而想写一个关于 “怀念”的故事.故事的发生

有可能来自于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感,来自于身边的某个人,来自于经历过的或者看过

的某件事.但无论创意来自何处,故事的构思是有规则的,故事是由时间空间组成,
是由人物和人物关系组成,是由跌宕起伏的情节组成.

故事梗概是对于故事的情节、故事中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故事的意义最简明的叙

述.在写作完整的剧本之前,需要清晰的交代故事,反复推敲故事,这就要求我们学

会写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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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门神»剧照

　

图２　 «百花深处»剧照

故事梗概要完成故事的开端、发展、结局的情节交代,在故事的行动中交代人物

的性格、人物的关系.
如微电影 «黑洞»(导演:PhilipSansom/OllyWilliams,２００８年,英国)中的六要素:

六要素 要求 对应内容

时间 故事发生的时间 办公室后方的时钟显示凌晨３点

地点 故事发生的各个具体场景 办公室、走廊自动贩卖机旁、财务室

人物 人物的具体身份、姓名 小职员

做什么 人物的目标 复印材料、取物 (杯子、士力架、钱)

为什么做 动机、做什么的原因,和主题息息相关 贪婪

怎么做 人物的动作 手穿过黑洞取原本拿不到的各种物品

图３Ｇ１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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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Ｇ２　地点１

　

图３Ｇ３　地点２

　

图３Ｇ４　地点３

图３Ｇ５　人物

　

图３Ｇ６　动作之一

对想写的故事梳理了六要素以后,我们需要条理清晰的写出故事梗概.如微电影

«黑洞»(导演:PhilipSansom/OllyWilliams,２００８年,英国):

图３Ｇ７　剧照

故事梗概的段落依据可根据场景的变化进行分段,也可根据事件或动作的起止进

行分段.

示例一:根据场景变化分段

空空荡荡的写字楼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已下班,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夜晚,只有

身心俱疲的小职员还站在复印机前,喝着咖啡影印材料.突然,一件奇怪的事情毫无

征兆地发生了.一张 A４纸出来,上面没有任何所需的资料,只印了一个实心黑球.他

不以为意,将这张废纸放到一边,当他放置咖啡杯时,杯子竟然掉进了 A４纸的黑洞

里.这奇怪的黑洞引起了查理的注意,他成功地将手尝试穿过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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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将纸挂在自动贩卖机上,结果成功地伸进黑洞拿到了里面的士力架.
他推开财务室的大门,将纸贴在保险柜上,手伸进黑洞,从黑洞里拿出一沓一沓

的钞票,随着保险柜口的钱越拿越少,他的手越伸越往里,身体往前倾,拿出放在里

面的钱,最终,他整个人穿过黑洞进了保险柜.此时,A４纸掉落在地上,只能听到他

用手敲打保险柜门的声音.

一、 剧作的基本要求: 可看性

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是不同的,文学艺术要求文字美,而影视艺术首先要求的是

可以看得见.剧本需要将人物的动作、场景的画面、世界的声音转化为精练而明确的

文字表述出来,这样的文字才能够拍摄.
对于剧本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用文学的感性语言.如: “他很生气” “生气”是

无法拍摄出来的,应该用 “他脸涨得通红,握紧了拳头重重地砸向了墙.”这样的表情

和动作描写展示了生气的样子.
可看性要求在剧作中将所有的形容词都去掉,换成形象直观的场面描述、人物表

情、人物动作.如:“一朵美丽的花”换成 “绽放的红玫瑰”,“人声鼎沸的操场”换成

“１００米跑步比赛正在进行,两旁的人们为场上的人加油鼓劲”, “可爱的孩子”换成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将自己唯一的一颗糖果放在了我的手中”.
练习:请将下列词语转换为可看的词或句子.

１天很热

２他很高兴

３满桌的食物

二、 剧作的基本要素: 动作

要做到 “可看性”,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写出动作.剧作的基本要素是动作,剧本是

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写下去.人物的目标是通过具体动作进行展现,例如:“他需要

钱.”在电影 «罗拉快跑»中,用 “罗拉问爸爸要钱”“罗拉抢劫银行”“罗拉在赌场赌

钱”等具体动作形成的一组组行动完成,这就是 “怎么做”.罗拉的这一次次行动让观

众看到罗拉的性格、罗拉的意志,由此体现电影的主题.因此,人物是通过动作展示

其性格、意志,主题同样是通过动作来展现.

图４　 «罗拉快跑»剧照

４



人物动作的力度展示人物为了达到目标的意志强弱.微电影中,人物为了达到目

标所采取的动作大多是强烈的,动作指向性很强.
在微电影 «车四十四»(导演:伍仕贤,２００１年,中国)中女司机简单清晰、出人意

料又在情理之中.女司机在被侮辱后,把帮助她的男青年赶下了车,这一动作是令人费

解的,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但当男青年看到警车驶过,知晓女司机和一车冷漠的乘客

死于山沟的时候,这一动作则展现了女司机赴死的决心,同时体现对男青年的感谢.

图５　 «车四十四»剧照

三、 剧作的核心: 冲突

生活中充满着动作,起床、刷牙洗脸、去食堂、吃早饭、去教室大家不妨记录

下自己生活中的一天是由多少动作构成.这样的动作可以写出故事写出剧本来吗? 这样

的微电影有观众看吗? 这一般是不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原因很简单,缺少 “冲突”.
冲突是什么,冲突是刷牙时发觉牙膏是５０２胶水,粘住了牙齿,冲突是吃早饭时

食堂被劫匪控制了,劫匪用枪对着你
冲突是戏剧冲突,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却有着天壤之别.
冲突是人物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像掉入一个巨大的黑洞,抬头能看到蓝天,想爬

上去却困难重重,不爬上去会慢慢饿死.
影视作品就是让观众看到当人物面对困境时做出的选择,人物是如何艰难地战胜

或掉入绝境的.人物的动作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有一个反动作阻止人物的动作,迫

使人物选择更艰难的道路行动,人物在他的选择中体现意志、作品在冲突中展现主题.
对于微电影来说,在时间有限的要求下,需要在剧本的一开始就让人物面对从天而降

的困境,让人物立刻面对困境并要解决困境,从而让人物展开行动.
冲突的形态分为意志冲突、性格冲突和行为冲突.意志冲突指的是根据自觉意志

的行动面对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阻碍.性格冲突指的是人物和人物之间性格碰撞产生

的冲突,一般和人物意志结合在一起,推动剧情的发展.行动冲突是将人物的性格、
思想和目的通过动作展现出来,形成 “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统一”.冲突是这三者的

辩证统一,一般在剧作中,性格冲突总是在一定的意志作用下产生的冲突,又必然的

表现为行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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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方式分为人物和环境的冲突、人物和人物的冲突、人物和自身的冲突.人

物和环境的冲突指的是人物的性格和自身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冲突,这里的环境不仅仅

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人物和人物的冲突体现在性格的不同上,这是冲突的

最基本表现方式.人物和自身的冲突则是人物的内心冲突,是意志激烈活动的心理过

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物意志遭到严重阻碍,外部冲突引起内心冲突,人物

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另一种是人物意志遭到毁灭性打击,人物失去目标,
内心混乱,需要重新建立目标.人物与自身的冲突充满了情感,展示的是最感人的时

刻.在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包括微电影中,这三种冲突都会存在,在故事的高潮段落中,
这三种冲突会同时汇聚,形成这部片子的顶峰时刻.

图６　人物与环境的冲突 «机器人瓦力»:人类想要回归地球和地球寸草不生的冲突

图７　人物与人物的冲突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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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人物与人物的冲突 «鸟人»:角色人格分裂的自我冲突

任务实施　写作故事梗概

实训目的:能够构思故事,创作故事梗概

实训步骤:

１模仿训练:任意选择一部电影的一个完整段落或一个微电影作品,写作这一段

落或作品的故事梗概.

２创作:不限题材,构思一个故事,写出故事梗概.
实训成果:学生在写作中掌握故事创作的特殊性,能够完成一个清晰明了的故事

梗概.

项目二　分场大纲

能够描述清楚一个故事以后,我们要做的是描述清楚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每

一个场景,就如同盖房子一样,一层层搭建起来,每一个屋子的基本格局要了然于胸.

一、 事件

观看电影 «一代宗师»(导演:王家卫,２０１３年,中国)中宫二掩护一线天躲避日

本人追查段落,概况段落的开端、发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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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开端

图２　发展

图３　结局

开端:雪夜,东北,火车中途停下,宫二听到一阵骚乱声.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了

她的对面.
发展:日本人一节节车厢在搜查,宫二发现陌生男人受了伤.日本人靠近,宫二

坐到陌生人身边,将自己的毛皮大衣盖住了陌生男人正在滴血的伤口,两人相互依偎.
结局:两人装作睡着的样子,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男人离开火车.
在这短短的３分钟里,是一个单个事件,主人公没有一句对白,仅凭雪夜中的朦

胧场景,人物的眼神交错,几个利索的动作完成一个完整的事件———雪夜.日本人追

捕受伤的一线天,宫二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坐到了他身边,用自己的衣服遮盖住他

的伤口,两人装作睡着的样子,躲过了追捕.在进入写剧本前,必须把每个事件写

清楚.
电影由段落构成,每一个大段落就是故事的开端、发展、结局,而在每一个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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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每一个片段也有它的开端、发展、结局,每一个片段是

由一个个事件构成,一环扣一环,形成整个电影.对于微电影来说,由于篇幅限制,
小的只是一个事件,大的也只是一个片段.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写好这一个个的

事件.
每一个事件包括了人物的动机、目标、动作,这也是剧作的三个基本要素,一个

好的事件代表了一种有意味的变化.
动机是人物行动的原因.可在故事开始段落交代,让观众了解人物,也可在结局

中揭开,让观众恍然大悟.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原因的多样性,可

供大家参考.动机可以是意志的体现,如需要妈妈、需要回家.也可以是被动的,陷

入困境产生的动机,如哈利波特发觉父母死因而想要了解真相,在随后行动的过程

中人物有了意志.一般微电影因时间短而多选用第一种即自发意志展示动机.

图４　马斯洛需求说

目标是人物行动想要完成的、取得的具体目标,如获得一双鞋子,和某人在一起,
成为明星,与动机相比,目标更加的具体,动机常常比较抽象,是一种情感.如:
动机是亲人被害,主人公想要复仇,目标是找到杀人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

动作是当人物为了完成目标采取的一个个动作,使人物一步步靠近目标或远离

目标.
一组完整的动机、目标和动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事件.微电影由一个或多个事件

构成.

二、 分场大纲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微电影还是电影,一般都是由开始、发展、结局构成.亚

里士多德在 «诗学»中谈到戏剧结构分为 “开始、发展、结局.”两千多年前的艺术理

论仍旧是目前影视创作中结构的基本法则,微电影虽时间短,仍旧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需要按照结构的法则进行编排.

开始即故事的开端: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更重要的是展示人物想

９



做什么或遇到的困境 (任务),一般占故事总时间的１/４.
发展即故事的展开,是人物面对困难不断前行的过程.这一部分占故事总时间的

１/２,是最长的段落,也是最重要的段落,同时也是最难写的部分,这一部分必须不停

地吸引观众看下去.在这一段落中,人物想要完成目标一定受到阻碍,这段一般展现

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人物与自身的矛盾.在微电影中,人物在这一段落会遇到

两到三个阻碍,阻碍的程度要求是不断升级的,让人物的动作越来越显示出意志,展

现出人物的性格.
结局即故事的结果,包含故事最大的转折,是人物最终成功或失败的结局,人物

或许解决最大困境回归平静的生活或陷入最大困境.一般占故事总时间的１/４.
根据剧本 «房间»(导演:兰纳德阿伯拉罕森,２０１６年,爱尔兰)以下为场景还

原大纲:

内景　房间　白天

稍晚一会儿.灶上的壶里水开了.杰克躺在床上.
玛:我现在要把你的脸烘得非常烫,老尼克才会用货车把你带去医院,你到了那

里之后立刻跟医生说,“警察! 救命!”
杰克:你来说吧.
玛:我会给你写张小纸条你可以给他们.
杰克:还是你给吧.
玛:我没法去医院,我只能在这儿.
杰克跳起来,紧张而恐慌.
杰克:不.不.
玛:没事的.
杰克:你也要去!
玛:他是不会把我们两个都带去的.你先去,到医院就好.你就告诉警察,然

后
她游说到这里犹疑了片刻,但她蒙混下去.
玛 (接):然后你就能来救我了.
他摇头.
玛 (接):我们就能自由了.可以去郊游、看小鸟.坐汽车、火车、飞机.我会教

你游泳.我们会有很多朋友.还能养一条狗———我们可以叫它阿吉.点着蜡烛的生日

派对上,我们的朋友唱着歌.
他思索着.
杰克:要不等我明年６岁的时候吧.
玛的脸拉了下来,进而板起面孔.
玛:就今晚.
杰克开始剧烈地摇起头来.
玛 (接):必须就今晚.
杰克逃进衣柜,要把自己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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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 (接):听我说话.
她在他关上百叶门之前拦住他.
玛 (接):我会告诉他断电让你着凉了,你发烧了.我们很有可能不会有第二次机

会了.他昨晚没来已经是个奇迹.
杰克:明天.
玛:我是你妈.有的时候我得替我们两个拿主意.
慢慢地,她拉开门,直到他的小手松开了门.

内景　房间　夜晚

稍后.杰克回到床上,他的小脸通红.玛拿着一块布拧干热水后放在他额头上.
杰克:嗷!
玛:他摸你的时候你必须是烫的才行.
这时候杰克开始哭起来.玛一边抚摸他一边把布包放在他额头上.
玛 (接):哭是有帮助的,让你看起来更像生病.
然后她把布包轮流焐在两个脸蛋上.
玛 (接):而且一定要软绵绵的,记得吗? 你虚弱得动不了也说不出话.
她把手指伸进喉咙里让自己反胃.
杰克:你在干吗?
玛成功呕吐出一点点儿.
她把呕吐物抹在杰克旁边的枕头上,这一举动把他吓坏了.
玛:这样你闻起来也像病了.
玛一边看手表一边把热布压在他脸上.
玛 (接):记住到了医院就把纸条给他们.让我看看你怎么拿出纸条的.
杰克在口袋里摸索纸条.有东西掉了出来.
玛 (接):是什么?
她捡起来.是她坏了的牙齿.她还给杰克.
玛 (接):你看,这就是会一直陪着你的一部分我.
杰克:我好害怕.
玛抚摸他的脸.
玛:我知道.
门响,两人都吓了一跳.
玛把湿布和一罐热水推到床边,杰克把脸藏进枕头,进入虚弱状态.
门打开了,老尼克提着一袋蔬果走了进来.
玛 (接):你终于来了!
他板着脸怒视她,用肩膀把门关上.
老尼克:你知道规矩的:门不关不准抬头往外看.
玛:对不起,只是———杰克很不好.
老尼克放下蔬果,闻到气味一脸嫌弃.
玛 (接):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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