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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奥班农（Dan O'Bannon，1946-2009），好莱坞著名编剧，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专业。最初
从事电影特技方面的工作，曾参与影片《星球大战》的电脑动画设计，后转行做编剧而大获成功。编
剧作品包括《异形》《全面回忆》《黑星球》等经典科幻片，导演作品《活死人归来》则被誉为史上
最好的僵尸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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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导论　一把爆米花
第1 章　寻找公式　探求值得注意的猪耳朵
第2 章　通向对结构的定义　咱们别说得太物质了
第3 章　他人的体系　写给那些误买了本书的人
第4 章　定义动态冲突　一群人对抗另一群
第5 章　奥班农的动态结构　抓住那“噗”的一下
第6 章　动态人物，奥班农论人物　挑剔的作家作出选择
第7 章　结构分析　别管我怎么说
第8 章　自己动手分析剧本　用你自己的话说说看
第9 章　故事类别　看你如何使用它
第10 章　论步调、展示和转折　享乐适应的引入
第11 章　为什么是三幕　别管因为所以，收钱吧
第12 章　电影剧本的长度　装满数字打包袋
第13 章　灵感对规则　呼叫剧本警察
第14 章　洞察力　对你的话嗤之以鼻
第15 章　何为制片人　不是“谁为”，是“何为”
第16 章　署名　进入失踪名单
第17 章　为何要当编剧　闲话少说
第18 章　恐惧　把垃圾拿进来
结语
后记
关于作者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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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mark
2、没讲什么干货，但也说了不少大实话
3、黑了前辈 抽了晚辈 关于转折是写得最透彻的
4、毫无新观点，凑字数凑得也是醉了。切记任何一个还能写出剧本的人都不会去写编剧书，哪怕他
曾经写过《异形》和《全面回忆》。
5、哈哈哈哈，为最后几章加星点赞。
6、好像什么都没说
7、太浅显了又不系统
8、粗枝大叶
9、回归到悉德菲尔德的三幕式结构，验证了《故事》的可靠性
10、看过试读的第5、6、10章。继续期待编剧点金术
11、第7章技术讲解最详尽，而第16章用了整整一章描写导演和编剧关于署名权撕逼的状况，我能说这
一章是整本书里最生动的部分吗哈哈哈哈哈哈
12、实用的工具书，还有难能可贵的幽默感。
13、作者自己整理的一套结构化的东西，剧本分三幕，第一幕：定义冲突，展示背景。第二幕：详述
冲突，将其带往不归点（将冲突提升到一个质量更高的级别）。第三幕：解决冲突。最后告诉我们，
当灵感缪思光临时，管它什么鬼规则
14、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对于定义方面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享乐效应这一块值得探讨。
15、接触剧本书籍的第一本书，算是启蒙意义的一本书，第一次看不太懂，看完了其他人写的书之后
，尤其是悉德的书，回头看奥班农的书。有点乱，关于自己的动态冲突短短的一章不明所以，有点失
望，不过异形真好
写好剧本的人不一样是个好老师，原谅我直白，奥班农的剧本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好老师
16、上次飞机晚点7个小时的时候大略翻完了~经典的剧情片确实都符合所谓的万能公式，文艺片就不
行~~另外多主线的片子怎么算呢~~
17、不错的编剧书
18、蛮好。作者的想法对我胃口，黑麦基黑得好。
19、看完了，读到当中某个章节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汗毛排山倒海，就像遇到了真爱
20、很有诚意的书，先把历史上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埃格里到麦基的主要编剧流派全部点评一边，再说
出自己编剧理论的区别和要点，然后是套用到各种类型作品中进行扎实的案例分析。虽然新东西不多
，但都是干货。不过仔细想想，还是那套东西重新定义了一下，就像烤肉翻个面还是那块肉⋯⋯不过
里面的电影分析确实很有料，对《卧虎藏龙》的剧本分析很有趣。
21、或许是自己看的片还是太少，看完对理解剧本帮助不是特别大，也许该再来一遍
22、提供的习题还有点意思
23、烂烂烂。东拼西凑，谁都瞧不起，自己又不成系统。还是那谁说的对，创作者少逼逼，只管做就
是了。
24、在读
25、泛泛而谈
26、瞎扯
27、三幕论
28、速读阶段还算比较抓眼，小标题都好贱啊
29、实用
30、除了那章剧作结构分析略有帮助外，本书实在参杂了太多主观性点评，刻意搞笑看起来很白痴。
对麦基和菲尔德的理论评头论足，自己的理论却无论在系统上还是分析上都没有二人深刻，《故事》
甩这本书几十条街。
31、后浪电影学院069《剧本结构设计》——《异形》《全面回忆》编剧丹·奥班农（Dan O'Bannon）
三十五年创作生涯经验结集！
32、全而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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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看了两章睡着感觉被骗了书钱生气！
最后几章才是要义吧=_=
不要绝望 然后永远保持血淋哒嘀的状态

34、挺实在的一本【黑麦基老爷子黑得一塌糊涂呀~
35、深入浅出，算是教人看电影的书吧。作者有点戏剧人人的味道，傲气，够叼。
36、剧本创作的“一家之言”，可以套用在多数的剧情片分解上。语言风趣。很了解观众的心理需求
。
37、奥班农的动态结构很有趣，我觉得它可以让你的故事变得很紧凑，传说中的那种一气呵成，其实
本质上和其他人的编剧体系没有多大的区别，他的理论可以保证你的剧本不会出现叙事上的断层罢了
。规则确实可以让人感到安心，打破一套规矩，自己再制造一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下意识的去遵
循各种规矩，但对于很多佳作，灵感和创意才是最重要的，真正去写的时候，规则是最该被忘记的，
很多时候规则只是被他人拿来对付你的武器，所以这本书的最后七八章才显得更加真诚，更加有用。
★★★★
38、只是用另一种方法解释三幕而已，没有新意，口气却很大，把流行的编剧理论全部批评一遍，自
己的理论到底没解释清楚，真是一本凑字数的书。。。
39、其实翻来覆去还是三幕 角度有所拓展 是很好的提醒 编剧署名撕逼有趣⋯
40、注水很多，毕竟不是专业作家。但是第七章“结构分析”绝对值得一读⋯⋯实在来不及 就把讲《
卧虎藏龙》的那一篇拿出来看好了～
41、作者好搞笑，天分大于技术
42、此书 不愧为编剧写作。优点在于精简，把三幕剧精简到冲突的核心上，且享乐适应和动态结构的
观点极为实用。算是一种武器吧。对案例的分析还是挺言简意赅的有很高学习价值。
43、译著都写得太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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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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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剧本结构设计》的笔记-第36页

        英雄也好，坏人也罢，主使人物之所以成为主使人物，“不是因为他愿意，而是出于真正的需求
”。_他的欲望必须强烈，他与目标间的距离必须遥远。_
我觉得全书最有用的部分可能是对拉约什·艾格里理论总结的部分。启发和触动最大的是上面这句。

2、《剧本结构设计》的笔记-第166页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运用最巧妙的艺术手段，在头几场里就把剧情的全部必要线索，
好像在无意中交到观众手上。这是显示了大手笔的笔触，仿佛遮掩了必然的形式，而使之作为偶然的
东西流露出来。——弗里德里希·尼采第168页观众无论如何都会为缺失的信息提供自己的解释，它通
常比电影制作者头脑中既定的一样好，甚至更好。告诉观众太多，他们就会无聊⋯⋯告诉观看者的略
有不足，他们就会警觉，开始猜测并为自己的问题提供答案。他们会变得投入，而这永远是最愉悦的
观影方式。

3、《剧本结构设计》的笔记-第1页

        规则1、把故事分成三幕

规则2、第二幕结尾“最黑暗的时刻”

冲突：两个或两组任务为如何解决“问题”，意见不同。

不要在电影一开始就打光了弹药。当电影开始时，没有什么东西必然要发生。观众还是一张白纸，利
用这种最初的宽容。

第一幕用于描绘人物和情景，展示“争论的议题”如何产生，以及人物怎样为之目的不一。

第二幕来到“冲突最极端的时刻”。

第一幕 落幕时——冲突出现——但是人物还能够脱身，还能够说“去他的吧”
第二幕 落幕时——最极端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从冲突中退出不再成为可能——被困住了——“
不归点”

识别出冲突是什么？

冲突开始成熟的那个场景是什么——观众开始意识到故事是关于A和B彼此敌对的时刻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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