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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画剧本的写作和动画台本的创作是动画创作流程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前者属于剧作家的工作，后者则是动画片导演的职责范围，两者既相对有着独立的知识体系，又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从事动画艺术创作的专业学生来说，通过动画短片的项目训练来培养综合的动画创作能力是最为
有效的手段，这并不仅仅是指对制作技术的掌握，同样也包括了总体的创作观念、创意的确立及艺术
表现的控制力等重要内容。
然而在创作训练过程中，侧重于提高美术创作能力的学生常常在剧本写作和影像叙事表达方面表现得
力不从心，即使有些同学上过剧本写作课程，仍然因为课程知识体系过于深入和专业，难以快速有效
地将所学习的知识应用在动画片创作（特别是形式多样的动画短片）中，这是目前大多数动画专业学
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书着眼于培养动画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别具一格地将动画片剧本创作和台本创作的内容结合到了
一起，充分将这两个重要环节相互融合，并深入浅出地对二者作出比较，以帮助读者准确轻松地把握
好“文字叙事”与“影像叙事”的微妙关系。
本书在阐述过程中强调相关知识技巧的细解，对专业性的文学剧作和视听语言知识进行了全新地解构
与整合，通俗易懂、便于掌握，从而让学生快速有效地理解动画片编剧和视听语言表达方面的关键点
，并能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创作训练中去。
总的来说，本书重点阐述关于“叙事”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技巧，既与文学编剧和视听语言的内容有关
，对动画创作又具有针对性，因此编者将本书的名称定为《动画故事与台本》，旨在让读者能够轻松
和明确地学习到如何用动画影像的语言去讲述好那些有趣的情节和故事。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笔者长期从事动画学习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为使全书能更切合初学者的知识需求与阅读习惯，方便广大师生教学，笔者在平时的学习、操作心得
笔记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提炼与编排，以期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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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画剧本的写作和动画台本的创作是动画创作流程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前者属于剧作家的工作，后者则是动画片导演的职责范围，两者既相对有着独立的知识体系，又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从事动画艺术创作的专业学生来说，通过动画短片的项目训练来培养综合的动画创作能力是
最为有效的手段，这并不仅仅是指对制作技术的掌握，同样也包括了总体的创作观念、创意的确立及
艺术表现的控制力等重要内容。
然而在创作训练过程中，侧重于提高美术创作能力的学生常常在剧本写作和影像叙事表达方面表现得
力不从心，即使有些同学上过剧本写作课程，仍然因为课程知识体系过于深入和专业，难以快速有效
地将所学习的知识应用在动画片创作（特别是形式多样的动画短片）中，这是目前大多数动画专业学
生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书着眼于培养动画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别具一格地将动画片剧本创作和台本创作的内容结合
到了一起，充分将这两个重要环节相互融合，并深入浅出地对二者作出比较，以帮助读者准确轻松地
把握好“文字叙事”与“影像叙事”的微妙关系。
本书在阐述过程中强调相关知识技巧的细解，对专业性的文学剧作和视听语言知识进行了全新地解构
与整合，通俗易懂、便于掌握，从而让学生快速有效地理解动画片编剧和视听语言表达方面的关键点
，并能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创作训练中去。
　　总的来说，本书重点阐述关于“叙事”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技巧，既与文学编剧和视听语言的内容
有关，对动画创作又具有针对性，因此编者将本书的名称定为《动画故事与台本》，旨在让读者能够
轻松和明确地学习到如何用动画影像的语言去讲述好那些有趣的情节和故事。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笔者长期从事动画学习与实践的经验总结。
为使全书能更切合初学者的知识需求与阅读习惯，方便广大师生教学，笔者在平时的学习、操作心得
笔记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提炼与编排，以期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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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课题一 动画故事与剧本第一节 初步判断一个故事生活中能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故事非常多，但
是对于一个即将要被创作成动画作品的故事来说，当然有着必要的评估指标和要求，关键在于能否适
应动画艺术语言的表达。
如何初步判断一个故事？
具体地来说，主要包括故事的定位与实现的可行性两大方面。
一、故事的定位1.受众定位如果我们把最后的动画作品比作一盘佳肴的话，那么故事显然就是最初的
原料。
既然是原料，当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限制。
例如，关于“一个小女孩儿寻找妈妈的故事”。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几个简单分析：第一，故事的主线是围绕两个女性——一对母女展开；第二，故
事的情感基调是侧重于亲情关系的描写，而主要情感视角也大都来自于故事主角之一小女孩；第三，
故事的核心、很多具体的细节都与小女孩的成长有关，如友情和爱情等。
根据上述三点进行一个简单判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花仙子》（日本著名动画电视片）式的故
事，所涉及的表现元素、情感特征、节奏特点都比较适合女性观众。
作为一个动画片来讲，创作手段上的自由能附加给这个故事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如艳丽的色彩、漂亮
有趣的角色、奇幻的特效等，因此，这样的故事适合年龄层次主要分布在3至15岁之间的儿童与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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