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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主要面对戏剧影视初学者的书，也可以成为从事编剧理论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该书在编剧理论和技巧方面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理论和技巧两面兼
顾。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与其他讲编剧理论的书不太一样。
　　其一，此书所举的作品范例仅限于莎士比亚、曹禺、老舍等一些剧作家的部分作品。
这是因为，在笔者见过的众多有关编剧理论的书中，作者所举的范例虽广，但很多作品范例对于读者
是很陌生的，这不利于读者对范例有更深入的体味和认知。
实际上，真正优秀的剧本在创作的大多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在编剧处理的许多方面皆可以成为学习
者的范例。
既然如此，何不将例子集中再集中，这样更利于学习者熟悉接受。
所以笔者认为，一本面对初学者，讲编剧普遍规律的书，选择大家最为熟悉的几个剧作家的几个典型
剧作，可能更为合适和简便。
　　其二，这本书论述占了绝大部分，例子举得很少，而所举的例子也没有像其他类似著作那样原原
本本抄录到书中。
这是因为，一是书中所举之例绝大多数应该是读者烂熟于胸的剧作，没有太多必要在此重述；二是从
节约篇幅的角度来考虑，书中要论述的问题太多，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剧本摘取，自然会增加文章的篇
幅和读者阅读的难度以及购买的负担。
　　其三，这本书是由讲授讲义和讲课录音最后修订整理而成的，因此书中一些地方可能残留了讲课
的痕迹，希望读者能够接受。
　　书无语，人有缘，若遇见了，便请你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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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
。
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
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
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
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
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
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
议&ldquo;合并&rdquo;的悬剑仍在项上&hellip;&hellip;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
首先遇到的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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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蹇河沿：蹇河沿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开始执教于云南艺术学院至今。
　　长期从事影视戏剧教学、研究和创作实践，对西方现代暂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曾在国家级、省级学术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计六十多万字。
出版过《寻找戏剧&mdash;&mdash;戏剧文化哲学》、《戏剧&mdash;&mdash;文化与美学》、《叩问真
理&mdash;&mdash;戏剧、文化、哲学》等学术著作，其理论成果曾多次获国家级、省级艺术理论奖。
创作作品主要有：话剧《黑白祭》、《婚姻本是一种有缺陷的生活》、《豫让斩袍》；电影《小松快
跑》、《永远的马头琴》等。
话剧《黑自祭》曾代表中国内地参加第四届世界华文戏剧节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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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定性和真实性四、场面与镜头五、舞台表现与镜头表现六、电影的纪实性和魔幻性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剧的艺术>>

章节摘录

　　第一节 编剧与编剧理论　　一、什么是编尉理论编剧，我们这里首先指的是戏剧文学剧本的创作
活动。
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电视剧本创作也属于编剧范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剧本创作是从戏剧编
剧蜕变而来，而电视剧本创作则又是从电影编剧中蜕变而来的。
　　所以，在这三者之中，戏剧编剧具有根本性特质。
不可否认，由于戏剧、电影、电视剧三种艺术的艺术呈现方式和艺术观赏方式大不一样（有关这个问
题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具体讨论），它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必然会有相应的区别和各自的创作特性。
但由于三种艺术本质的血缘传承，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技巧上，它们的共性因素仍然是基本的、全面
的。
本书主要是对这些基本的、全面的、带有本质性的编剧创作活动作理论性的探索和技巧上的总结，并
以戏剧编剧为根本。
至于三者的差异性，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编剧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人类编剧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作理论性的认识和探寻，
以认清编剧创作的精神实质。
这种研究具有较纯粹的理论性，其中心目的是探寻编剧创作的精神实质以及戏剧、电影文学的本性。
二是对人类的编剧实践活动进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寻找编剧创作的普遍创作规律。
这种研究偏重于编剧创作的技巧性研究，其中心目的是为编剧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任何一本关于编剧理论的书都很难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或者纯粹的技巧研究，它们的区别只是各自
的侧重点不一样。
乔治&middot;布克的《戏剧技巧》、约翰&middot;霍华德&middot;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和
技巧》、威廉&middot;阿契尔的《剧作法》以及我国顾仲彝老先生所写的《编剧的理论与技巧》等等
影响较大的著作，虽然大多各有偏重，但总的说来，都还算得上是理论、技巧并重。
十余年来，由于电影电视的飞速发展，社会对编剧创作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但许多人不了解编剧艺
术却又对编剧抱以十分的热情。
于是，书店里便出现了形形色色以教人写剧本为目的、介绍电影编剧技巧和电视剧编剧技巧的书籍。
　　这些书籍虽量众，其中包括一些专业大学出版的，但大多价值不大，内容质量也难以苟同。
究其原因，此类书的作者太过于急功近利，为了迎合初学者想&ldquo;一夜成为名编&rdquo;的不切实
际的幻想，总是希望能够教导别人怎样创作出优秀的剧本，从而使其著作太偏重于琐碎的技巧操作和
局限性很强的个人经验，缺少对戏剧、电影、电视刷剧本创作的深刻理论性认识，缺少对各类艺术的
本体特性、艺术理念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同时也缺少对编剧普遍规律和写作根本要求的理性认识，人
云亦云，把编剧艺术庸俗为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技巧论。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任何杰出的艺术创作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不能教的，任何伟大的艺术家绝
不是几本艺术创作技巧书籍就可以培养出来的，编剧艺术也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艺术技巧论都是靠不住的。
　　而且，不管多么杰出的编剧技巧研究，都只能研究编剧的普遍性、规律性、共同性，而无法研究
编剧创造的个体性、特殊性、创新性，更无法企及编剧创造活动中完全属于艺术家个性创作的一些内
容。
因此，编剧技巧根本不能完全地、完美地涵盖人类的编剧实践活动，特别是富有独创性和开创性的编
剧实践活动。
　　艺术创作强调的是个体、个性。
一个编剧之所以和莎士比亚、易h生以及古希腊的悲剧家们有区别，是因为他必须在创作中充分避开
他们的共同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别人不具备的创作特色，努力地尝试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取得
成功的经验后，再熟练地运用到自己创作中来，最终形成艺术发展永无止境的原始动力。
　　由此一来，编剧理论与技巧和实际的编剧艺术创作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悖论：作为一种理论或技巧
，它只能研究和探讨普遍的、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无法面对每一个编剧个体的特殊性，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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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艺术创作恰恰又特别需要这种特殊性和个体性。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很多真正从事编剧创作而且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并没有系
统地学习过编剧理论或技巧，也不太了解编剧理论的发展。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不能把编剧理论的地位拔得过高，更不能把它看成万能，一书在手，万事
亨通，以为读几本有关编剧艺术的书便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编剧了，这便如武侠小说制造的神话，一
本武功秘籍足可让凡夫俗子成为绝世高手，无疑痴人说梦。
　　如此，研究编剧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编剧艺术创作由来已久，是人类非常重要而又丰富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我们
必须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它的规律、发展、过去和未来，探讨其价值和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精神文化
活动中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比较纯粹的理论研究。
　　其次，对于从事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的现代人来说，有必要，也必须对人类已有的编剧艺术创
作成就进行总结、认识、探寻、研究。
理论研究者总结其规律，创作实践者则借鉴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引发或牵引自己的创作灵感。
　　艺术创作强调的是独特性、开创性、个体性，但它同样也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存在。
对于其共同性、规律性的了解，是实现艺术独立性的必要前提，而要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开创性、个
体性，有必要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解和总结。
当我们掌握了他人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些规律和特性以后，我们才能更有意识地去超越他人，形成自己
的特色风格。
编剧理论恰恰是对过去所有编剧实践活动进行的一种共同性、规律性的总结。
　　再次，对于初涉编剧工作的人来说，戏剧艺术、电影电视的编剧创作与一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其创作系统工作更为繁复，要遵守的定律更多，其规范化要求比文学创作更为严格。
形象一点说，编剧创作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创作者要在不自由中去追寻自己的创作自由，就要先
了解你必须带上的镣铐。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少年儿童，小小年纪就能写出很不错的诗歌、散文，可要写成小说就比较难了，而
能够完成一个高质量的剧本则更是闻所未闻的事。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小说和剧本的创作较之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其对创作者人生的高度、深度、独特度、敏感度的要
求很高，对创作者文学、文化素养的要求也很高，这些都是儿童无法达到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本质的原因是，小说和剧本的写作技巧较之诗歌、散文要复杂得多，儿童很难
掌握。
所以，儿童不能写出剧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单就创作技巧而言，剧本创作又甚于小说创作，乃是所有文学创作中最艰难、最复杂的。
因而了解和学习一定的编剧技巧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来说也是必要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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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剧，我们这里首先指的是戏剧文学剧本的创作活动。
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电视剧本创作也属于编剧范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剧本创作是从戏剧编
剧蜕变而来，而电视剧本创作则又是从电影编剧中蜕变而来的。
《编剧的艺术》共十章节，主要内容为编剧在戏剧艺术中的地位和意义，编剧创作与戏剧本性，选材
与构思，主题思想与主体意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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