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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编剧法》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序列的概念，阐述了将电影划分为八序列式的工作方法。提供了4条最基本的编剧技巧：
预告、制造悬念、戏剧反讽和戏剧张力；10个最常用剧作手法的名词解析。作者选取了1949到2001年
的11部电影，对它们的剧本进行了序列结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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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编剧，担任过多部电影的剧作顾问，曾在南加州大学教授过五年的剧作课程，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查
普曼大学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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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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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短序列切割全片，以便把握全篇的结构，算是很有实践意义的指导。书里的11个case让人大开眼
界那样。看一部电影然后解读一章的读法，实在是念得很辛苦。
2、了解剧作技巧的好书
3、很少愿意去读教人如何写剧本的书籍，这种书籍就像成功学，读再多也没几个真正成功的。很多
人很崇拜麦基，他在教你培养故事的品位，但对于天朝善于照葫芦画瓢，追求实用主义的编剧用处不
大，而这本书就很实用主义，它疏离了剧作的规律和结构，简单实用，一目了然。
4、三幕四秘诀八序列，只是抓住一些点分析分析还是不错......指环王的剧作被批得体无全肤。
5、，昆明密码
6、八序列四玉律
7、还行吧，学校借的书
8、编剧靠两个：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方法。看这本方法书找找感觉吧！
9、一句话总结：把大电影持续拆成无数小电影
10、序列编剧方法不错。能帮人省点儿功夫，整理下思路。硬要去套每部电影却不适合。ps：本书选
择了好几部我意料之外的电影，比如卡比利亚之夜和阿拉伯的劳伦斯
11、这本书挺好看的，关于编剧方面的写作知识，都是我没接触过的。了解一下挺有好处。谢谢编辑
赠书。
12、本来满怀期待，结果有点小失望
13、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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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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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序列编剧法》的笔记-第1页

        声明：本人只做简要的要点备注，如要深得本书精华，还是请去购买正版仔细研读，也值得购买
正版，谢谢！

序列：一部电影通常由若干个“8-15分钟长的序列”构成，每个序列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即有自己
的主角、张力、上升情节和结局——如同一部小电影。
一部电影通常有八个序列，即2（第一幕）-4（第二幕）-2（第三幕）。序列大多有戏剧张力组织起来
，也可由时间和地点组织起来。
每一序列有自己的张力，服从于总的总的张力之下。
墨子注1：序列的作用等同于场景摘要、大纲、步骤大纲、动点进度表、卡片文档。
墨子注2：任何超过15分钟的序列都有过于冗长的风险。
墨子注3：每个序列有自己的一二三幕：提出张力，行动，结局。

【序列A】开头15分钟的展示部分，解答谁、何时、何地、做了什么，以及电影发生的初始环境。
最常用的办法是提出一个谜题，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结尾出现“激励事件”，打破原来世界的平衡。墨子注1：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以一个室外的远景或
是一个室内的近景为开始。
——室外远景：参考《卧虎藏龙》紫禁城的远景。
——室内近景：参考《楚门的世界》楚门在浴室照镜子。
墨子注2：展示部分忌直白的结实，常用两种方式——
——弹药式展示：通过冲突场景达到展示的目的。
——谜题式展示：先让观众产生困惑，然后通过一个角色的解释来解决困惑达到展示目的。

【序列B】主角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智慧把他引向更大的困境，设置好主要张力。
【序列C】主角选择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戏剧张力。
【序列D】主人公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朝着更加艰巨的命运逆转。墨子注：结尾导向影片的第
一个高潮，即第二幕的中间点，主角面临的困境/任务升级。以《玩具总动员》为例，第二幕前半是胡
迪带着巴斯从加油站回家；后半是胡迪带着巴斯逃脱玩具杀手的魔掌。

【序列E】如果剧本有次要情节，本序列和序列F以次要情节为主。
【序列F】
主角遭遇真的失败，甚至陷入绝望。
——结尾导向影片的第二高潮，即结局的反面景象。
墨子注：第一、第二高潮基调是相反的，一成一败，一是虚假的胜利，一是真正地失败。

【序列G】
更高的风险、更紧凑的节奏。
墨子注：此时主角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

【序列H】
结局，始于激励事件的不平衡得以解决。
尾声。

讲故事/俘获观众心的四个技巧：
【预告】预告：
即事先清楚地告诉观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可以是以口头或者视觉——道具形式。墨子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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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一个场景对应，如《玩具总动员》之前预告小男孩会搬家，结尾果然有搬家场景对应。假预告：
即假意告诉观众故事走向，在观众产生期待时来个大逆转。
倒计时：
即最后时限，给角色以时间上的压力，加强观众的情感投入。——可以参考《圣斗士星矢》五小强必
须在12时辰内拯救雅典娜。

【制造悬念】即向观众抛出一个疑问却不立即给以答案。通过激发观众的好奇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故
事未来的发展方向。
悬念通常包含着目的、警告、威胁、希望、恐惧或预言的意味。
【戏剧反讽】即观众比居中角色知道的多，引导观众去期待事实真相将会如何解开。——可以参考《
情深深雨蒙蒙》观众知道依萍接近书桓是为了报复，但是书桓并不知道。
反讽张力由两部分组成：
1、�展示场景。观众通过这种场景得到剧中角色并不知道的信息。
2、�识别场景。角色发现那些观众已经知晓的信息的场景。
戏剧反讽常用于悬疑和喜剧。其好处是赋予平凡对白双重意义，丰富剧情。——说者指的是一回事，
听者错以为是另一件事。
墨子注：反讽可以使多方向的，如——
对称反讽：两个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只有观众知道；
——可以参考《街角商店》，男女主角不知道他们是笔友。
不对称反讽：其中一方知道的事情，另一方却并不知道。知道的一方就占据优势。
双线对称反讽：双方都知道一些对方不知道的事情。鹿死谁手不得而知。
——例如两个人都设下陷阱杀死对方，且都没察觉到对方的阴谋。或参考《嫁个有钱人》两个人都是
穷人伪装富人。

【戏剧张力】即某人非常想得到某物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张力结局都是在第二幕结尾处出现；在第三幕，新的戏剧张力产生。
技巧：
1、�次情节故事可“长”——原故事主题伴随主人公所经历的一系列相关事件构成；可“宽”——故
事中插入一个或多个与主情节平行发扎你的此情节，及次级角色。
次情节与主情节的结构相仿，有一个带有目的性的主人公，遵循三幕式的开端、发展、结局（即至少
会有三场戏），结局包括一个改变次级角色命运的时刻。
功能：
情节功能——和主情节交叉进行，帮助或阻碍主人公的作用；
主题功能——展示影片主题的发展变化，展示主人公可能面对的不同情况，由次级角色使用不同的方
法处理。
结构功能——在充满悬念的时刻，从主情节切换到次情节，延迟剧情发展，加强观众期待值。2、�性
格转变主角的性格转变是影片的主题所在。（次要角色的性格视情况可变可不变）
通常，主角在第二幕都是为自己的渴望努力，在第二幕的结尾才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从渴望到需
求的转变就是性格转变。
3、�伏笔言语的或视觉的，被剧作家悄悄植入，在后文再次提及发挥作用，甚至为了喜剧效果变幻样
式重复出现。墨子注：语言伏笔如某个人提到的某个道具在之后出现；视觉伏笔如墙上挂着的猎枪必
会杀人。
4、�铺垫先以预备场景让观众产生期待（希望或恐惧），然后这种期待以直接或逆转的方式展示出来
。5、�延迟铺垫的一种。观众已在等待，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迟迟才肯出现。墨子注：通过拖延观众
对重要环节的体验可以增强期待感。例如恐怖片里，观众都在等待的那个杀手在忽明忽暗的灯光、凄
厉的风声、蹿过的野猫.....之后终于出现。
6、�视觉间接
暗示事件的发展态势而不是直接将其展示出来。
墨子注：最常见的，用惊恐女人的面部表情暗示躺在她面前的尸体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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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言语间接
参考“潜台词”，另有所指。如女人夸某个珠宝多么漂亮，实际上就是让男人送给自己。
8、�余波场景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产生的余波的场景，几乎没有对话或动作，有强烈的朦胧美感。墨
子注：例如一场夫妻间的剧烈争吵后，女人望着地上的碎花瓶发呆。
9、�反差预备场景角色提出预约、安排计划的场景——尽管它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预备场景越详细
，之后之后的被打破越令观众意外。墨子注1：本以为是......原来是......，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
。《西北偏北》片头主角和秘书提到的接下来将会有多个预约。又如杀手词中主角躺着的床铺，然后
才发现被子下是假人。
墨子注2：反差预备场景+延迟。本来弄出声响以为会招来坏人，但是没有。窃以为侥幸安全，然后坏
人突然出现。
10、场景再现有些场景会偶尔回顾过去重要的信息，并预言调未来的情节。墨子注：恐怖片、悬疑片
和惊悚片中经常使用，因为此类电影剧情更为曲折。如《大侦探波罗》波洛推理过程必备场景。
11、逆转
某些场景本来可以而且应该发生，本来有那么一个机会他完全可以，但是......他没有——
墨子注：形势逆转。真正成功的逆转是有角色的性格决定的，就如同某个人本来应该带着自己女人逃
离，但是他安置好女人之后毅然回去救自己兄弟，然后，挂了。

TIPS：
1真正地老师都是形式主义大师。
故事≠叙事。
同一个故事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法讲述，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主要取决于控制观众对情节获知多
少以及何时获知。
2在戏剧中因巧合使主人公受到伤害是合理的，运用巧合情节来帮助主人公会很不可信。——合理：
巧合伤害参考《非常突然》结尾主角全军覆没；
——不合理：巧合助人参考《西风烈》结尾杀手莫名其妙被杀。
3在特定时刻不妨让故事主角和“反面人物”——这个世界上主角最不喜欢的人合作。4展示人物关系
关系的时候最好借助一个视觉元素——道具来阐释。
——参考《嘎达梅林》中的手枪。
5演员说台词的时候给其安排动作/道具，丰富角色说台词时的视觉表达，使得场景更加生动。
6先让观众知道某个人的悲剧早已是注定的，观众的这种担心——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
发生就会加剧。
——可参考《士兵之歌》，但不完全确切。
7常见转场方式：
视觉勾连，如某个人看到墙上的招聘广告，转至某个人走近店铺应聘。
对话连接，如某个人提到某地，转至某地

【墨子曰】
一幕：
干扰事件——打破原有平衡
树立戏剧张力（渴望）
二幕：
事件一——
主角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戏剧张力
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
事件二——
主角努力升级去解决戏剧张力
这次努力再次以失败告终，主角陷入绝望，认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实现性格转变
三幕：
主角朝着新的戏剧张力努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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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戏剧张力实现，恢复一种新的平衡、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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