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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创世的伊始，上帝用7天时间创造了光、苍穹、海洋和生命。
那我们可以用7天创造什么？
现在静静躺在你手中的这《7天学会写动漫脚本》将会告诉你，七天的时间能够构筑起一个怎样精细
而又宏大的动漫世界。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和载体，动漫早已褪去了曾经只是作为面向孩童读物的青涩面貌，深受各个
年龄阶层人士的喜爱。
动漫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复合的艺术形式，从艺术的一个角度展示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反
映人类的精神世界。
而动漫脚本作为动漫的骨架，起着不可或缺的灵魂作用。
只有拥有一个优秀的脚本，才能呈现出一部完美的动漫作品。
当你翻开这《7天学会写动漫脚本》的时候，星山博之先生将会把他创造动漫脚本世界的7天向你娓娓
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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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山博之（1944～2007年）
出生于日本东京，脚本作家。

主要作品有《姆明》、《敌超人神宝3》、《敌钢人泰坦3》、《机动战士高达》、《敌机器人特莱
德G7》、《福星小子》、《太阳之牙·达格拉姆》、《超时空要塞》、《银河漂流华尔芬》、《搞怪
拍档》、《鬼太郎》、《甜蜜小天使》、《我是西瓜刨》、《闪电霹雳车》、《四驱兄弟》、《倒A
高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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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想表达自己某种想法”的人第一天 入学说明第1项 《银河漂流华尔芬》诞生的瞬间第2项 环绕
着脚本作家的人们第3项 脚本作家都做些什么工作第4项 动画不是一个人炼成的第5项 脚本也不是一个
人炼成的第6项 “原创”与“原作”大有不同第7项 动漫=模拟信号、 漫画=数字化第8项 模拟信号=通
过时间的流逝表达感动第9项 动漫中的表现速度非常快第10项 动漫是日本人可以做得出的“外国电影
”第11项 恰恰是在虚构的世界里才能描绘日常生活第12项 外国电影是学习的样本第13项 记录一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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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第三天 创作角色第1项 主人公=视角的设定第2项 记号第3项 记号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第4项 开拓记
号之外的另一面第5项 不要自上而下地俯瞰角色第6项 使角色具体化的做法第7项 配角的布置第8项 用
其他角色烘托人物个性第四天 创作情节第1项 情节是什么?第2项 《阿姆罗与母亲的重逢》的诞生背景
第3项 起承转合第4项 情节笔记第5项 节奏第6项 模拟信号的进程第7项 不轻易改变时间的进程第8项 创
作好后让自己休息三天第五天 创作脚本第1项 严守时间表第2项 脚本的书写格式1第3项 脚本的书写格
式2第4项 给台词一种节奏感第5项 回应的效果第6项 提炼想表达的内容第7项 措词第8项 流行语第9项 
噱头第六天 锤炼细节第1项 修改脚本时的基本态度第2项 重新审视细节第3项 作为设计图的脚本第4项 
“旁观者的视角”的实例第七天 补充讲义第1项 策划书的写作方法第2项 脚本作家是合作作业者第3项 
创作脚本时的交流1第4项 创作脚本时的交流2第5项 成为脚本作家之道第6项 著作权和合同第7项 自我
管理第8项 面向儿童的行业结束语寄语资料资料1 电视动漫《机动战士高达》第13话完成稿脚本《阿姆
罗与母亲的重逢》资料2 电视动漫《机动战士高达》第13话录音脚本《再会,妈妈⋯⋯》(修正版)资料3 
电视动漫《闪电霹雳车》策划书资料4 电视动漫《银河漂流华尔芬》策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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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7项 配角的布置 把主人公以外的角色都背景化是不行的。
 主人公身上发生了一件事，而其他一些人物仅仅是作为事件的背景而存在。
比如说，有一位很擅长并执著于带球前进的足球选手K。
K一边控制着足球，一边在球场上驰骋，他经过的选手A，B，C都只不过是一个背景，A，B，C并没
有给K造成任何影响。
观众们不会记住他们，即使把A和B互换位置，也不会使剧情有任何变动。
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尽量不要写这些纯粹背景式的人物。
 配角产生于深层挖掘主人公的过程中。
正如本章一开始所写的那样，以“第二天”中讲述的“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来设定配角的话，主人公
的形象就会鲜明地浮现出来。
 以刚才举的选手K为例，为了突显K带球前进的精湛技术以及他对这项技术的执著，我们可以设定一
个不擅长跑步但传球技术很厉害的选手J来做陪衬。
这样一对照，就能清楚地体现出K带球前进的精彩之处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让把K的跑步姿势和各色选手作对比并加以评论的教练L出场。
那么K带球跑以外的方面也能受到关注。
K的比较对象增加了，K四周的世界也会更加深层次化。
于是K的个性就能更好地显现出来。
在“第六天”中，我还会通过《高达》的出场人物来举例介绍持有“旁观者视角”的角色的引入。
 在实际写剧本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所有的出场人物看起来都一个样子的现象。
特别是刚开始创作剧本的新手。
这是因为作者没有对剧中角色投入自己的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主人公在内，所有的角色都沦落为一种没有感情的无机物。
 作为应对方法之一，首先你可以把自己在现实中遇到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情投影到角色中去，在剧本
中投影自己的人生，就能让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角色中去。
 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其中有一个一对情侣离开车站的情景。
站员以欧式的寒暄方式向情侣问候道“您好”。
后来这对情侣在暂时地分别，依依不合地各自远去。
这时站员又一次向他们重复了一遍“您好”。
然而这次的“您好”已经不再是一句单纯的寒暄语了。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情景改变，这句话中包含了万般感慨。
这个情境一定是融人了作者自己经历过的感情。
只要作者给剧中人物注入灵魂，那么无论是多不起眼的配角都会成为让人无法忘记的存在。
 脚本写手对角色没有丝毫的眷恋之情就去创作脚本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
总之一定要试着创作自己喜爱的角色。
可遗憾的是，即使是专业编剧也依旧会经常忘记这一点。
 第8项用其他角色烘托人物个性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通过与别的角色作对比以突出某个角色个性的手
法。
 首先是《机动战士高达》。
由于这是一部合大家之力完成的作品，所以我在此只讲述由我主导完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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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天学会写动漫脚本》作者星山博之从自身体会出发，分阶段教授读者动漫、漫画基本技能知识以
及动漫脚本、漫画原作的创作方法，把动漫、漫画创作内幕完全暴露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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