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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I

序　　言

我国目前有数十万人正在进行和从事剧本学习、创作。但是，大家都

有一个共同的苦衷。这就是，真正系统、全面、规范、实用的编剧教材，

一本难求。很多编剧教材、读物，不是从外国翻译、借鉴来的，就是编剧

教师自己整理的经验之作。不可否认，这些教材、读物，曾在培养编剧人

员，弘扬中国影视艺术精神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果

不菲。但是很多单行本编剧教材，不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存在着

各说个的理，各念个的经的问题。到现在，始终都没有一部规范的剧本教

材范本，甚至连剧本的写作格式都不能做到统一、规范。

我国的应用文体写作，早已经形成了规范的格式。但是多年来，剧

本的格式问题，依然是困扰影视界，而且至今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文

化底蕴丰厚，艺术渊源流长的中国，影视剧本没有形成统一、适用、规

范的格式和范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无论是悉德.菲尔德，还是罗伯特·麦基，他们都是世界顶级剧本

创作大师，有着丰富的剧本创作经验，也曾被封为世界剧本创作教程之

父。但国外的语法规则和汉语语法规则相差甚远，语言表达方式，意识

形态、文化底蕴、民族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外国的编剧教材，根本不

是十分适合国人学习、应用。外国的剧本教材，只能当做参考读物，把

国外的编剧教材，做中国的编剧教学课本，显然是不是很合适的。

这部《影视剧本创作基础》教材，正是应广大编剧学员和爱好者的

需求，终将此书完稿，并出版发行，以飨读者。本人通过学习、研究、

探讨，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并将自己许多的观点、意见、建议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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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之中。本教材在创作时，本着通俗易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

则，既适合于初学编剧人员学习，又兼顾中、高级编剧老师参考借鉴。

由于本人的学识、水平、经验有限，在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难免

存在偏见和错误。在此，恳请老一辈影视工作者、学者和在影视剧作中

有突出成就的人，给予批评指正！

田长友　　　　　

2016年5月1日于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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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影视剧概论

第一节　什么叫影视剧

影视剧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统称。是通过编剧人员的工作，把社会现

实生活中（也可以是虚拟）的事件、故事，用艺术的手法，以文字的形

式记录下来并形成文本（即剧本），再经制片人、导演、演员、后期等

人和后续制作程序，共同完成的声像艺术作品，即为影视剧。影视剧又

根据一定的制作形式，划分为电影和电视剧。用胶片记录声像形式的电

影，叫做胶片电影；用计算机生成，用电脑芯片记录声像形式的电影，

叫数字电影。

数字电影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脱离了胶片，以数字文件的方式来存

储和放映电影。目前数字电影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城市中的数字

影院，强调的是更好地展现视听效果；另一种是数字流动放映系统，是

数字电影的普及性产品。它强调的是存储的方便性，因为放映所需要的

数字文件较小，所以也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更方便性。

数字电影由于不需要拷贝而大大降低了发行成本，而且可以凭借充

分的像素稳定性，确保画面没有任何抖动与闪烁，同时，它不像胶片影

片、磁带录像，不产生播放磨损，可以无数次地反复播放。

电视剧，是和电影在表现形式上以及节目时长有区别的另一种声像

艺术产品形式。用电视终端设备播放，按照电视剧独特的艺术模式拍摄

的剧目，被称之为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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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它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艺术的产物和体现，给人以艺术享

受，它更是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力量的一种精神食粮。一部好的影视

剧，或是让人赏心悦目，其乐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或是发人深省，

让人大彻大悟，给人以启迪；或是让人大喜大悲，给人以警世。因此，

我们必须要把这块阵地利用好，让它为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

服好务。

第二节　影视剧的起源

一、电影的起源

世界的电影，起源于欧洲。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首

先根据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

滞留一段时间这一“视象暂留”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

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

后来，照片的出现，又将电影的发展，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

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

架照相机拍摄飞腾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

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

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

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

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9月，他把利用软盘

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1888至1895年期间，法、美、

英、德、比利时、瑞典等国都有拍摄影像和放映的试验。1888年，法国

人雷诺试制了“光学影戏机”，用此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动画片《一

杯可口的啤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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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真正问世，应该确定为1895年。当年，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

在发明了电影留影机后，又经过5年的实验后，发明了电影视镜。他的电

影视镜是利用胶片的连续转动，造成活动的幻觉，可以说最原始的电影

发明成功者，应该是属爱迪生。他的电影视镜传到我国后被称之为“西

洋镜”。

1895年，法国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爱迪

生的“电影视镜”和他们自己研制的“连续摄影机”的基础上，又研

制成功了“活动电影机”。1895年，他们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放影

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获得成功。同年12月28日，他们在巴黎的卡

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里，正式向社会公映了他们自己摄制的一批纪实短

片，有《火车到站》、《水浇园丁》、《婴儿的午餐》、《工厂的大

门》等12部影片。卢米埃尔兄弟是第一个利用银幕进行投射式放映电影

的人。

经过很多科学家的不断完善，近代电影事业随之发展壮大起来。我

国的近代电影最早出现在1895年，电影发明一年以后，传入上海。据说

是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名摄影师兼放映员，在徐园的游艺会上放映了电影

短剧。接着来到上海的放映人是美国的利卡尔顿，1897年他带来爱迪生

公司的电影在茶馆和游乐场所放映。直到1949年，中国放映的大多片子

为外国电影，放映场所先是在茶馆后是在影戏院。外国影片占据了中国

电影市场的90%，居于主导地位。

1905年，任景丰在他的北京的照相馆里拍摄了由著名演员谭鑫所表

演的中国第一部京剧电影《定军山》。

郑正秋于1913年拍摄的家庭短剧《难夫难妻》，被认为是最早的中

国故事片，不过它是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中国的制片厂、亚细亚影戏公

司拍摄的。

同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拍摄了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

布拉斯基后来又把这部片子带到美国，因此它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

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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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的起源

电视剧的起源，既离不开电视机的发明与应用，也离不开电影事业

的发展。电视机的应用，在1930至1940年期间，已经在欧洲兴起。只不

过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间出现了停滞状态。二战后，电视

机的应用，出现了新的鼎盛时期。电视机的应用，使电视剧有了承载和

可以依托的工具。电影的发展，给电视剧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我国电视机的应用，起步较晚。1957年，国家决定发展电视广播事

业。负责电视机研制的天津无线电厂，成立了8人研制小组。经过努力，

我国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于1958年3月，在天津诞生。后来，电视

机的研制和生产，在文革中又被停滞下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

的广播电视业，才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壮大。

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视机研制成功后，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

台的前身）于同年的6月5日，播出了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

子》。

第三节　正确对待中西方影视剧的差异

中西方影视剧有差别，这是不可置否的事实。但是究竟差在哪里

呢？不同的人、地域、历史、文化风格，当然有着不同的解释。很多国

人也盲目抱怨中国的影视剧产量低、质量差，冲不进或者很难冲进好莱

坞国际影坛，便定义说中国的影视剧渺茫。其实，这种观点和看法，是

极其片面和错误的。

虽然好莱坞影视被看作是国际之最，但是，实际上，进不去好莱

坞，得不到好莱坞认可的影视剧，不见得就是质量差。

大家知道，好莱坞起源于电影发源地——美国。美国是殖民地国

家，长期以来，政治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艺术表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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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西方民族习惯各有不同，从而决定了中西方影视剧的差别。好莱

坞影视，是西方社会制度的产物，中西方影视存在差别是注定的。而好

莱坞又是在西方人统治和掌控之下，中国的影视剧，被挡在好莱坞大门

之外，就不难被理解了。习惯西方影视艺术的人，总是在吹毛求疵，指

责中国影视如何落后。但是习惯了中国影视艺术风格的人，对西方影视

艺术，同样存在很多不理解，觉得西方的影视艺术不和中国人的口味

儿。这需要一个逐步融化、了解和认识的过程，既不能一概否认中国影

视艺术，也不能一概摈弃西方影视艺术。

从中国影视剧诞生的那天起，中国优秀的影视剧，犹如雨后春笋般

地层出不穷，这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事实。单凭以能不能冲进好莱坞，

来判断中国影视质量剧的优劣，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试想，如

果是中国人掌控好莱坞，那么恐怕西方影视照样会被挡在门外。那么你

以此来说，西方的影视剧，不如中国的影视剧，这种说法乐观吗，有说

服力吗？我们看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

不能扔掉老祖宗的传统，不能丢了西瓜去捡芝麻，因小失大。中国的影

视剧，要在具备中华民族特点的前提下，适当融入西方文化的精华，这

才是中国影视剧发展的方向。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去单方面

追逐好莱坞，去按西方的模式发展中国的影视，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违

背规律、违背现实的行为，同时，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和不可取的。

拿中国的劣质影视剧，和西方的优秀影视剧相比，想当然中国的影

视剧会败在下风。换过来比较，也亦即如此。如果进行比较，那么关键

要看有否可比性，把没有可比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去比较，简直就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说教。

我去年在北京首都大剧院看过英国的一部电影，叫《雪国列车》。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没有一丝让我欣慰和新奇的感觉。据说，拍摄这部片

子，耗费了很高的巨资。我到现在都搞不懂，英国的制片人为什么会花

那么多钱，耗费那么多精力，去拍一部从思维逻辑到现实生活，从自然

规律到社会规律都格格不入的影片，到底来干什么用，又有什么意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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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西方人善于猎奇，片面地注重艺术方面的效果，拍这部片子，就是

出于满足于西方人猎奇的心理吧！所以我说，盲目崇拜西方影视，大可不

必。崇拜西方影视的人，我相信当你看完了类似和《雪国列车》一样的影

视剧后，你就不会不懂得中国的影视，为什么被挡在好莱坞大门前的真正

原因了。由于中西方人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差异，这

也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需要上的不同。

西方影视剧，多以体现艺术为主，以惊悚、悬疑、讽刺、幽默、暴

力（动作）、幻想、动画为居多。猎奇，是西方的影视剧的一个主要特

点，这也和西方的文化，有一定的连带关系。而中国的影视剧，多以贴

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面貌，展示历史画卷，弘扬民族文化，在现民间

艺术为主。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底蕴。中国的影视剧，

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前途。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西方的

影视的表现手法，而忽略了中华民族的艺术风格。不能说我们的影视艺

术和西方的影视表现手法、风格不同，就肆意贬低中国的影视剧。我们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影视剧，和中国的媒体相同，受一定的政治导向约

束，不像西方的影视剧那么随便。但这不一定是坏事，相对来说，这却

是一种好事。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政治不集中统一，文化领域自

由无度，舆论无边界，意识形态领域泛滥，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安定，

社会问题复杂，社会矛盾也就会随之突出。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我们中国的影视剧和西方影视剧有差异和区

别，就无可厚非了，也就不能因为中国的影视剧和西方影视剧有差异和

区别，就否认中国的影视剧。

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影视剧产生差异和区别，是正常的和不可避

免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有差异和区别，就盲目诋毁或贬低中国的影视

剧。现阶段，由于现在从事影视剧制作的人员和队伍不断增加，制作人

员素质高低、深浅不一，不乏有一些粗制滥造和低级趣味的影视剧被搬

上荧屏，这也是一种造成影视剧质量低劣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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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通过国家一系列政策和一定方法的治

理和调整，这些问题会得到很好控制的。

第四节　什么是编剧

一、什么是编剧

编剧的概念很简单，编剧就是影视剧文学剧本的作者。

编剧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家编剧、第二类是专业编剧、

第三类是综合艺术人才编剧、第四类是业余编剧。中国早期、近代的电

影，有一半儿以上是通过改编著名小说而形成的剧本，专门、直接写作文

学剧本的编剧不是很多。但现代中国的影视剧发展了，编剧队伍也得到壮

大，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编剧，直接创作剧本的人，也越来越多。

像梁信、霍达、王海鸰、邹静之、江浩、张笑天、刘恒、芦苇、邹

静之、高满堂、刘和平、林和平、赵冬苓、王丽萍、王宛平、周振天、

姜伟、海岩、彭三源、张永琛、高璇、任宝茹等编剧，都是现代编剧队

伍中首屈一指，在中国影视界晓有名气的著名编剧。

二、编剧的地位和作用

编剧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关于编剧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多说

法，有人列出了一、二、三、四……甚至有人著以长篇大论来论说。不

管大家怎么说，我认为综合起来，编剧的地位和作用主要都体现在剧本

上。大家知道，剧本是拍摄影视剧的文字资料，也是影视剧的基础。没

有剧本，无论有多高级的导演，还是有多么出色的演员或制作人员，都

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法拍出影视剧来。一部影视剧，最基础的

东西，就是剧本。有了好剧本，也许因制作人员水准差，没有拍出好影

视剧。但是如果没有好剧本，任凭制作人员多么优秀，都不会拍出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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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剧来的。由此看出，编剧是影视剧成败的前因和关键元素。所以说，

编剧在影视剧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不可忽视。

影视剧不好看，也许没人骂编剧；影视剧好看，但基本上没人提到

这编剧是谁。一部影视剧热播火后，导演红了，演员红了，摄像红了，

灯光、舞美、道具红了，但编剧却往往榜上无名。可能在更一些专业的

圈子里，会有编剧位置，也有人会注重编剧。但在一般观众眼里，人们

只记得导演是谁，演员主角是谁，却不知道编剧是谁。说得严重些，甚

至编剧的身价，也比演员降三级。有人惊呼，一线编剧的稿费收入，还

不及三线演员的收入。这种状况，是我国特有的不合理现象。

一部片子火了，导演、演职人员固然重要，但是编剧更为重要。

编剧被忽视的现象，是普遍现象。这一普遍现象，严重挫伤了视剧剧本

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也是阻碍影视剧发展的一道屏障，这是极其不合理

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纠正。其纠正的方法，是要通过把编剧作为同导

演、演员一样，一起进行宣传、弘扬、表彰，才能扩大其影响，提高编

剧人员的积极性。

第五节　编剧队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编剧队伍的现状

编剧人员和演职人员一样，分一线编剧、二线编剧、三线编剧、

枪手等界限和等级划分，只不过是演职人员没有枪手一说而已。演员又

分职业演员、业余演员、群众演员之分。一线编剧，由资深编剧作家组

成。有人做过统计，称真正属得上一线编剧的人，国内人数不足百人。

一线编剧的定论，是从作品的影响力和稿费额度上判定的。当然，

也离不开编剧职称的评定。

二线、三线编剧，也是按照以上标准来确定，依次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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