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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部引人人胜又能给人以视听极大享受的完美动画片，均是建立在“高艺术”与高技术”的基础上
的。
从故事剧本的创作到动画片中每一个镜头、每一帧画面，都必须经过精心设计。
而其中表演的角色，也是由动画家“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
因此，才有了我们都熟知的“米老鼠”和“孙悟空”等许许多多既独特又有趣的动画形象。
同时，动画的叙事需要运用视听语言来完成和体现。
因此，镜头语言与蒙太奇技巧的运用，是使动画片能够清晰而充满新奇感地讲述故事所必须掌握的知
识。
另外，动画片中所有会动的角色，都应有各自的运动形态与规律，才能构成带给人们无穷快乐的具有
别样生命感的活的“精灵”。
而对于对动画的创作怀着“痴心”的朋友来说，要经过系统严谨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有针对性的课题实
践才能逐步掌握这门艺术。
此套“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动漫影视系列教材”的编写，就是基于对国内外动漫游戏相关行业对人才必
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与掌握的必要技术的充分的调研基础上，并特别邀请了北京相关院校、行业内及文
化部、教育部的专家进行认真讨论，对此套教材的定位、内容作审定工作，集中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等院校的富有专业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
进行编写。
充分体现了他们最新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此套教材突出了案例分析和项目导入的教学方法与实际应用特色，并融人每一个具体的教学环节之中
，将知识和实操能力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同的教学模块设计更方便不同程度的学习者的灵活选择，保证学以致用。
当然，再好的教科书都只能对学习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想获得真知.则需要倾注你的全部精力与心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动画剧本创作>>

内容概要

编剧是将生活、想象和美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创作者。
剧本是一剧之本，决定未来影片的丽业价值和艺术魅力。
它负责向未来以导演为核心的再创作者们提供影片摄制的基础——包括思想基础和艺术基础。
　　“动画剧本创作”是动画专业的必修课、核心课。
本书在电影剧作的基础上，系统地讲授动画剧作的基础理论，对动画剧本、动画人物、动画故事构思
特性的思考分析，通过对经典商业动画片案例的分析，深入具体地讲授动画剧本创作的技巧。
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实战技巧，并从动画观众的心理、动画市场的需求、动画剧本创作规律等方
面进行全面总结分析。
　　本书适用于职业院校动漫专业的学生和所有有志于动画创作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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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电影是一门时空艺术。
“电影的特点就是在银幕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造型动作、声画结合、现实主义的形象。
”空间是塑造人物动作的依据，时间是展现人物动作的过程。
所以运动本身含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属性，而运动又是塑造时间与空间的手段。
“时间是以一种潜在的形态存在于一切空间展开的结构中。
”这就是说，空间是容易感觉到的，而时间却不是，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我们却可以通过空间的改变和物体的变化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比如光影的变化，季节天气的变化，景色服装的变化等。
这种变化也就是“运动”。
在电影里，时间是空间的潜在形态，空间是时间的外在表现，运动最终使空间表现出时间。
运动与时间、空间具有稳定的三角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相生相克。
时间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流动，空间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变化。
电影艺术就是“时间艺术空间化，空间艺术时间化”。
电影表现的时空是一种“叙事时空”，电影的空间需要表现真实性或假定性，电影的时间需要对现实
生活的时间进行压缩或延长。
电影的空间应该通过多角度、多位移、多景别的表现方式去展现。
它能使人物和环境得到富有动作感的、感染力的、与众不同的表现力。
所以创作者对现实空间应采取“选择”和“重组”的方式，使之在电影中具有叙事能力和刻画能力。
现代动画片由于受到电影的影响，在空间表现上愈加逼近真实，例如《恶童》（图1-1），这说明一方
面由于电影的审美感染力、影响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观众更多的还是希望体会人物真实的状态、
鲜活的生命感，这就要求空间必须真实。
空间还常常用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或梦境幻觉等的心理空间。
例如《海上钢琴师》（图1-2），当他面对陆地上的高楼大厦，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这时的高楼
大厦不再是现代文明、都市文化、繁华世界，而是无法掌控的迷宫一般，是阴森恐怖残酷无情的怪物
。
"高楼大厦"带有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众通过空间假定性处理，真实的感受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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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画剧本创作》是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动漫影视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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