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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篇编剧篇

编剧创作12看：

1．大开大合看谋篇；

2．境界情怀看人物；

3．千变万化看情节；

4．计谋策略看叙事；

5．入心浸骨看台词；

6．千缝万纫看细节；

7．千回百转看爱情；

8．抑扬顿挫看节奏；

9．开门见山看开场；

10．难以预测看结尾；

11．津津乐道看情趣；

12．高潮统一看修改。

―高满堂



第一课第一课 编剧如何讲故事、塑造人物及编剧如何讲故事、塑造人物及12招实战技巧招实战技巧

主讲人：高满堂

高满堂．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广播电视

台国家一级编剧。

1983年开始电视剧编剧生涯，编剧900余<部》集。作品获第5届亚洲电视节、第39届亚广联ABU娱乐类
金奖，第3届首尔电视节最佳编剧奖．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4次，其中一等奖5次．中国电视“金鹰奖”5
次。其中一等奖2次；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0次。

其还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7届《闯关东》、第29届《温州一家人》》优秀编剧奖、中国电视“金鹰
奖”<第24届《闯关东》》最佳编剧奖、“飞天奖”突出贡献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四川电视
节“金熊猫”奖最佳编剧奖、国际电视剧评选银奖、中国电视剧50年优秀编剧奖、中国2009年度影视十大
风云人物奖。

代表作品：《闯关东》系列．《家有九凤》《大工匠》《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钢铁年代》

《温州一家人》《大河儿女》《老农民》等。

今天，我坐在编剧协会举办的第一届编剧培训班的讲台上，看到这么多同学来听我讲课，心中真是感慨

万分！我想起32年前，那时的自己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刚开始从事编剧这个行当，我常去北京电影学院
蹭课。有一次，在一间办公室里一群大导演正在讨论电影剧本，我站在门口听，听得人了迷，不知不觉

就走到人家的办公室里去了。

他们发现了我，其中一个就问：“你干吗的？”

“听你们讲话呢！”我赔着笑脸连忙回答道。

“赶紧出去！”没想到他就像假洋鬼子轰走阿Q一样，把我给轰出去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用耳朵听他
们讲，走到门口仍在边听边记……

一晃已经是32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我一直用这个经历激励自己：一定要写出像样的作
品，一定不要被别人再赶出门。

现在，没有人再会往外赶我了。

我给你们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我和你们这样，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每个编剧都经历过很多，十分的坎坷。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环境已经改善很多了。编剧的创作环

境、 自我保护能力、市场的认可度确实都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这样―弱肉强
食，只有我们加强实力，唯有大家提高自我创作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天，人们有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一提你的作品，立即如雷贯耳，刮目相看。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

投资方才会蜂拥而至，态度恭敬地说：“请给我一个剧本吧！”

我想这一天，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要实现做编剧的梦想，必须要有这种抗打击的能力，关键是

要学到真本事。

一、下意识一、下意识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下意识”。

我曾给编剧们讲过无数次课，但收效甚微，为什么？为什么编剧在不断地听课，却不断重复犯着一个错

误，就是常识性的错误。我想起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倪震先生讲过一句话：一个编剧上电影学院，看一万



部电影，听了一百多个优秀的老师给你讲课，但是当你没有把它变成你的下意识的时候，这个课就是白

听的，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十遍二十遍，我会不断地拉片子，揣摩它的台词和结构，它的矛盾点、冲突

点、抒情、结尾，不断在学习，这样认真地拉完一部片子，可胜过囫囵吞了上百部、上千部，最后形成

了自己的“下意识”。很多编剧不会举一反三。只有像这样拉过几部经典的片子，在感悟能力和领悟能力
都达到饱和的状态下，突然变成自己的东西反映出来的时候就是下意识，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对“下意
识”的追求。

大家都看过戏曲．为什么那些生、旦、净、末、丑的角色，永远在台上，而台下永远养了一批叫票友的

观众，我们要做就做舞台上的表演者而不做票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二、创作经验二、创作经验“12看看”

我的讲课贴近时代，突出对抗，我就讲一些实用的技巧而不是那些纯粹的理论。我总结了自己30多年的
创作经验，分享给大家这“12看”。

1．大开大合看谋篇。

2．境界情怀看人物。

3．千变万化看情节。

4．计谋策略看叙事。如何叙事，如何比别人更具备“阴谋”，叙事的阴谋。

5．人心浸骨看台词。人物的台词，一定要有个性，让观众记忆深刻，深人骨髓。为什么说很多电视剧
的台词是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呢？那种台词就是在皮肤上滑过，没有进人人心，没有切肤之痛，观众当

然记不得。

6．千缝万纫看细节。细节缝来纫去，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在于真实。真实就像缝纫一样，针
脚严密，严丝合缝。

7．千回百转看爱情。一部电视剧里爱情肯定是它的半壁江山。

8．抑扬顿挫看节奏。为什么写剧容易跑火车、失去控制呢？是因为没有抑扬顿挫。

9．开门见山看开场。投资方说赶紧开门，三集没开门了。投资方也有一种谬论，叫开门见血，第一集
死老婆，第二集死孩子，第三集死情人，这是一种谬论，但应该是开门见山。

10．难以预测看结尾。我想一部好的艺术作品的结尾是观众永远充满期待的，如果说30集电视剧，到第
29集时观众已经把结尾想到了，这对观众来说是一件多么扫兴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编剧会尴尬得恨
不得钻地缝，因为他的编剧能力甚至不如观众啊。

11．津津乐道看情趣。中国电视剧最缺乏的是情趣，情趣是一部电视剧的半条命。

12．高潮统一看修改。大多数新手编剧在修改的时候愿意从第1集改到第30集，这么改恰恰是错误的，
应该从第30集看起。出现高潮以后，看人物命运是否符合两个逻辑―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千辛万
苦营造了一部电视剧，写了这么多人物，难道在最后高潮的时候，才从这里看它这30集的命运轨迹和情
感轨迹是否具备逻辑？对，绝对不是从第I集到第30集，修改永远从第30集看到第1集。修改还有一句话
叫做上挂下连，左顾右看，改了这儿上面牵着，改了那儿结尾等着；改了这部分，左边等着你，改了那

部分，右边等着你。修改从高潮看统一。

三、故事的三个要素三、故事的三个要素

首先讲一下什么是故事，第二讲故事的个性，即故事的视角，第三讲故事的逻辑性。



1．什么是故事

每个编剧都面临这个问题―写什么样的故事？有的编剧千辛万苦找到我，一下拿出十个故事，请我帮他
看看，我看了后告诉他都不行，因为他讲的是千篇一律的故事。

我们首先要谈第一个问题：你的故事不是别人的故事！这就强调了故事要有原创性、个性！

什么是故事呢？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破了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这两个逻辑破碎了以后，剧作家的任务就

是要把这一堆碎片检起来重新拼贴好，使它变得更耐看，更好看，这是故事的概念。

比如说，我的《家有九凤》，写一个老太太领着九个女儿生活。

在结构故事之初的时候，必须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碎逻辑，逻辑打碎了，才会有拾起来粘连，拾起

来和粘连的过程就变成了叙事，就是故事了。

《家有九凤》第一集的第一幕是这样的：大年初一，一大家子人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门给推开了。漫

天雪花飘飞中．老七从天而降，她是突然回来的。第二天早晨她妹妹发现老七怀孕了，全篇就围绕突发

事件展开：孩子的父亲是谁？老七回来干什么？为什么孩子父亲不回来？她在知青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等等。一切都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这部电视剧则由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引申开来。

尤其要谨记的是，电视剧的剧作开头绝对不能平铺直叙，玩儿品位，玩儿文学，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

突如其来打碎原有的生活状态，必须是以“矛盾冲突”开场，因为观众等不及、投资方等不及、播出平台
等不及。

我写的《北风那个吹》也是这样的，刚开篇，帅红兵<夏雨饰》突然发现大队书记换成了牛鲜花，他们
两个人开始较劲。

《温州一家人》同样如此，阿雨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来了一个陌生人，是她的舅舅。阿雨这才知道，父

亲决定卖掉房子，让自己带上所有的钱跟着舅舅到欧洲去求学谋发展，这个孩子一下子蒙了，不愿意

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对于年纪尚小的阿雨来说，她感觉不到那个精彩，几乎到了非常恐怖的地

步。所以，当到了北京去大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她就跑掉了。后来，到了国外，在机场她一个人胸口挂

了个牌子：我叫阿雨，我来自温州，请好心的阿姨教我在法兰克福怎样转机。见人便下跪，但是人家不

理解她，因为她讲的是温州话。一位德国老太太把她领到目的地，从此开始了20年的命运转折生涯。这
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小学生突然面临重大的命运转折，她承受不起，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承受不起展开了

故事。

我认为决定一个编剧的生命力有多长久的，最后得看他的“金矿”，也就是故事的储存量有多少。我创作
《闯关东》在黑龙江采访的时候，吃完晚饭就随便钻进一户农家。因为黑龙江的冬天，天黑得特别早，

东北又特别寒冷，大家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吃完晚饭一家人围坐在炕上，一条大棉被盖着腿，下面炉

火烧着，一筐一筐的瓜子和花生就端上来了，大家就开始在灯下说故事。这可真是平常听不到的，对于

一个有心收集素材的倾听者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机会。往往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听，最后就听睡着了。第

二天早晨起来发现，鞋找不到了，让花生壳和瓜子壳全部盖上了。你们想想这一晚上得听到多少故事。

当编剧最后拼的是故事储存量，故事从哪里来？两个渠道，一是你要做一个有心人，一个有心的倾听

者，多听人家讲故事；第二个就是自己去发现故事。

为什么电视剧创作现在出现了跟风模仿的现象，那是因为目前很多编剧缺少故事的原创力，而制片方也

缺少足够的判断力。

另外，一个好的编剧应该是他所创作的剧本所有材料的掌握者。我就有这个实力和信心。例如，我写的

《老农民》，导演说要改动，我就问他：你看完剧本了吗？他说：看完了。我说：导演，我告诉你，我

既然做这个题材，你就一辈子也讲不过我。写《闯关东》我走了7000多公里，用了一个半月去采风；



《家有九凤》可以说是我积累了四年才梳理出来的故事；还有《大工匠》，我在工厂里断断续续体验了

近三年的生活；《温州一家人》，我走了国内14个城市，又到了法国、意大利、荷兰……正在拍的《老
农民》，我用了五年的时间，从费孝通《乡村中国》看起，到《创业史》《风雷》《暴风骤雨》《小二

黑结婚》，等等。我读过的书摞起来能有桌子这么高，你能说过我吗？说不过我的时候，你就得听我

的。

对于重点戏，我一般都是要跟组的。经常去剧组，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导演有时候会欺负编剧

呢？导演对剧本提出质疑的时候，编剧答不上来，他就占了上风，这下编剧就被动了。修改剧本像传染

病一样扩散。原先只有一个地方需要改的，成了全部都要改；有一个演员在改，全部演员都跟着改，整

体的谋篇呈现崩溃状态。

这时只有两条路，要么你赶紧“撤离”，要么“装死”―我改不了，没有别的路。

要想在剧本上拿到足够的话语权，你自己得掌握有足够的素材、依据，必须让别人讲不过你，所以要多

深人生活，故事从生活中来。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很怀念那个大家庭的时代。我出生在一个大家族，

记忆里对于家族的印象尤为深刻。我的爷爷和父亲从山东平度闯关东到大连，在一艘只靠风作动力的小

船上死里逃生，这样的故事从父辈的口中听来，栩栩如生，也给了我很多创作的源泉。我也特别怀念一

家老小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热闹，有人情味。我们家悲欢离合的故事也特别多，用不着虚构就很有

传奇性。现在的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人们也越来越孤独。大家都在时代的洪流中孤独地朝前走，我不

知道这对艺术来说是一件幸事还是一种悲哀。

现在有些编剧在创作上不会从生活中找素材，要么住在宾馆胡编乱造，要么见面扎堆，胡侃一通。这样

的编剧写出的东西脆弱得如玻璃一样，生活的大手轻轻一碰，就碎了，能编出好剧来吗？当然就真不敢

跟制片方和导演叫板。

大家都知道，编剧的薪酬大大提高了，写一部剧对编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原来写一部剧可以买一辆自

行车，后来发展到买一台汽车，再后来发展到买一套房子，现在已经发展到能买一套别墅了。大家都在

膨胀，可是别忘了：欠账还钱。现在你的生活积累也许还可以支撑一阵，但是随着编剧生涯的不断推

进，短板终究会出现。

有些剧是需要生活和体验的，有些剧是自己的回忆和经历，还有一种剧可以编，但是不能瞎编。我的建

议是，要想写好故事，老生常谈，多用一点时间下去。“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曾经有多少电影界、电视界的编剧大家，为什么他们现在都写不出新作品了？就是写作完全靠经验，最

终没有体验了。体验在生活里，体验在人生里，用得差不多的时候，脑袋空空， 口袋空空，只好去做
教师爷了，领一群孩子，拿着水杯讲课，当导师。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那些在青年当中充当导师的人大体不是正路货。我是一个老师，教学相长，中国

没有导师，电影和电视剧没有导师，也没有大师。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在艺术老人面
前，我们到门槛了。艺术老人说‘你进来吧’，这是你一生最大的荣幸。”在艺术老人面前，抱头鼠窜者还
有救，那说明你知道羞耻，洋洋自得者不知羞耻。

2.“故事的个性”

故事的个性就是不可重复性，不可颠覆性，不可替代性。像一个人一样，充满了个性。

我想任何一个投资方接受剧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故事跟别人的不一样，你的故事具备了个性之后，别人

根本无法跟风和模仿。

《家有九凤》是家庭情感剧，2003年拍的。11年过去了，请问有没有超越这部剧的？有没有和它一样
的？

《大工匠》和《钢铁年代》是工业题材的，工业题材剧有没有跟风模仿这两部剧的？



《闯关东》写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300年前，两千万人离开故土，五百万人死在路上。这么
大的移民题材，我做完以后下面有《走西口》跟上了，好像没超过《闯关东》，移民题材的电视剧好像

也没有超越《闯关东》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剧从当年的《外来妹》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潮汐》再到
《浦江叙事》，好像也没有超过《温州一家人》的。

现在拍的《老农民》也是这样。八亿农民，两亿农民工，我们的爷爷都是农民，为什么没有一部农民史

呢？如果没有一部叙述农民史的剧作，若干年以后，我们向后人如何解释交代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绝对是一个点。

所以，我突然想要做“工农商”三部曲。“工”我写的是《大工匠》和<钢铁年代》，“商”我写的是《温州一
家人》，“农”写的就是《老农民》。为了收集素材，我到了河南、黑龙江、辽宁、山东进行调研采访，
最后决定将这个故事从1948年农民得到了土地，从一张地契开始写起，直到2008年中国重新给农民颁发
土地证。我们的农民用了60年换了一张纸，剧情跨度写了60年。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
民公社，一直到十年浩劫，再到粉碎“四人帮”，然后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取消农业税，重新颁发土地证，
用了漫长的60年。

这部戏在2014年年底播出，或许是最后一个四星联播了。为什么这么多家电视台都感兴趣呢？为什么看
《老农民》呢？因为这部剧里面兼具诙谐幽默、受众面广、叙事宏大，又是主旋律。很多人分析的结论

是：《老农民》这个题材好啊，在审核上很好通过，跟上面可以交代，收视率肯定好。再说高满堂的剧

一般来参演的都是大腕，“高满堂”三个字已经形成了品牌。

《老农民》有人写吗？

这个就是视角问题，做同样一部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如果视角不对的话，整篇全毁！

《钢铁年代》有过跟风，为什么后来都放弃了呢？

我们大家在寻找有个性的故事，我最近在家里反复看了几部片子。有美国电影《内布拉斯加》，获奥斯

卡提名；《为奴12年》，是获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影片；还有《幸福来敲门》和《达拉斯买家俱乐
部》，它们的视角选得多么独特啊！为什么说《为奴12年》的视角很独特？它写的是1841年，已然繁华
的纽约市，依旧笼罩在奴隶制的阴影之下。虽然黑皮肤的所罗门.诺瑟普自幼就是自由身，现在也有自
己的事业和家庭，却依旧未能躲过奴隶制的黑手，所罗门在不幸受伤后被绑架。

美国南方的某个大种植园，原本是大城市里小提琴手的所罗门被卖到这里做奴隶，一干就是漫长的12
年。在这里．和所有黑人奴隶一样，所罗门不但在肉体上饱受折磨，精神上更是被蹂躏践踏。对家人的

思念，对自由的渴望，一直驱使着他前进和挣扎的脚步。终于，一个加拿大的白人木匠塞缪尔.巴斯的
到来，开启了他寻找自由之路的大门。

如果让我们处理这个题材，大家想一想，我们会怎么样写，肯定是非常概念化的。我们的编剧肯定会写

成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拿起武器，革命到底。

《内布拉斯加》写的是老头子Woody收到一份广告，上面说他中了一百万大奖，对此他深信不疑，便决
定从蒙大拿的比灵斯市步行到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去领奖。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多次劝阻未果，最终小

儿子David决定开车送他到林肯市去领奖。去林肯市的路上他们经过了Woody的老家，便决定去拜访那
些久未谋面的亲戚们。Woody一家在那里短暂停留的几天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了Woody中了大
奖，Woody顿时成了镇上的红人，接踵而来的是他的那些老债主们。David也渐渐了解了Woody那些不为
人知的过去，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新的了解……

而我们的老年题材会写些什么呢？黄昏恋，两个老头为抢一个老太太你争我夺。这是我们的编剧写黄昏

恋的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是儿女不养，送敬老院。第三个是财产纠纷，老人临死也没闭上眼。第四



个视角是连吵带闹，从头到尾。这样的家庭剧我们都受够了。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由加拿大导演让一马克.瓦雷执导，根据荣恩.伍德鲁夫的真实生活改编而成，他
曾是记者，于1992年所写的长篇新闻报道《TheDallas Morning News》中的主角。1986年，罗恩染上了艾
滋病，只有30天的预期寿命。此时进人计时状态，从第一天开始，当天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仍然抽烟、
喝酒、吸毒、找姑娘，数量维持在同时两个。他未必意识得到，他很可能同时将艾滋病毒传给了两个

人。

那是1985年7月的一天。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已经基本淡出当今社会的景象，比如人们到图书馆里通过微
缩胶卷查找历史资料、开着船形的蓝色道奇轿车、使用砖头一样厚重的手机、在医院建筑内抽烟、听歌

用磁带，等等。也有些维持不变的事情，比如酒吧里总摆着一张台球桌，而更深层的、亘古不变的是动

物的求生本能。

医院提供的试验性药物AZT只能提供给极少数患者，罗恩不在其中，但他拒绝等死。南下墨西哥以后，
他找到一位被美国吊销执照的医生。这位医生琢磨出的原始鸡尾酒疗法相当有效。服用过后，罗恩存活

的时间远远超出医生的预期，他立即将自己榜样的力量转变成商机：如果我能活下来，你也行。数以百

计的人加人了他成立的俱乐部，每月付出400美元后即可获得配方―经过罗恩改进的鸡尾酒。鸡尾酒有
时管用，有时无效，他开始研究各种未受美国当局批准的地下出售的抗艾滋病药品，希望能延缓生命，

以及帮助那些跟自己一样患上艾滋病的人群。

罗恩的民间配方中需要的某些成分在美国属于管制药品，他只好到墨西哥非法采购，或者从日本等地合

法采购后再非法带进美国。

从电影中看，医院之类的正规研究部门也在寻求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是思路略显保守．解决问题的迫切

性远不如患者本身。由此一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美国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大规模民间抗
争，即以艾滋病患者集体寻医问药为核心的维权运动―medical activism。

电影结尾处的计时为“第2557天”，罗恩与死神的顽强抗争此时才算结束，那是1992年。1996年，蛋白酶
抑制剂研究才取得真正突破，抗反转药物进人成熟阶段，此后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开始急剧下降。

罗恩及其伙伴们的贡献不可忽视，就像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结尾处一位维权人士说的那样，政府没

有给我们药物，他人没有给我们药物，是我们艾滋病患者自己争取到了药物，这是同性恋人群获得的最

值得自豪的成就。

这部电影于2013年9月在多伦多影展上首映，收获了很好的口碑。而我们的电影、电视剧描写艾滋病患
者的也有很多，几乎没有一部是成功的。所以这样的经典电影我们要多拉几遍，仔细体会，它的编剧是

怎么样结构故事的。

《幸福来敲门》是写一个父亲创业的故事，男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的成长过程并没有父亲陪伴，28岁
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于是当他也做了父亲的时候，发誓要做一个称职的好爸爸。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位单身父亲屡遇不顺，遭遇失业等不幸，和年幼儿子相依为命、流离失所……为了
儿子的幸福，加德纳咬紧牙关重新振作，处处向命运敲门，并毛遂自荐进人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从底层

员工做起。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成为知名金融投资家，之后慷慨解囊，热心捐助公益活动，成为全

美知名慈善人物……

我们的编剧呢．一写创业者都会那一套，设计12道关，第一关过去了，第二关怎么样过。但就是不能招
人喜欢，虚心地学习一下《幸福来敲门》，可以学到编剧惯性思路之外的一些关于人情、伦理方面问题

的处理。一个作品只有在叙事上融人了这些人文情怀的内容，才会显得有内涵、底蕴，才能真正打动观

众。

3．关于故事的三个逻辑



一个故事有三个逻辑是避不开的，一是生活逻辑；二是情感逻辑；三是命运逻辑。这三个逻辑决定了一

个故事的走向和归属。

《一代袅雄》中孙红雷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三个逻辑混乱的典型，大家可能看得挺开心，挺炫的，但人

物和逻辑完全是失败的。有的编剧可能在心里想，我能写出《一代枭雄》就可以了。那是每个人的追求

问题，如果你甘愿做一个不入流的编剧，那就去做那样的编剧，但如果你想做顶级的编剧，咱们就要细

究一下这三个逻辑。《一代袅雄》是一部“主流民国剧”，说的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人，纵横在没名没姓的
年代里。

《一代袅雄》开篇，留洋归来的何福堂本以建筑改变故乡为己任，可是回乡的第二天便遭遇了父亲被害

的惨剧。一场开了头便无法收尾的争战开始了，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搅在一起，马帮、土匪、兵和盐

巴、烟土、钱卷成一团，只有把善良和诚信丢弃在地，才能在乱世中杀出个黎明。可突然间这个戏就偏

航了，何福堂跑到上海，去救赵小姐。他把赵小姐领到家里，这下房里有了三个女人，赵小姐像一具僵

尸一样，成天抱个琵琶弹。多了这样的女人在大院里头，肯定有戏。按照我的三个逻辑，剧情里不会突

然插进来一个人物，然后突然摔倒，就死掉了。和剧情发展毫无关系的一个人物用了多少篇幅？这就是

为什么我要说它逻辑混乱的缘故。后来何福堂被人打了枪拖到监狱里去，剧情乱套了。请问这八九集要

说什么，这八九集完全是失败的，因为不符合逻辑。

再说何福堂这个人，从第7集开始．有了急雨惊风的感觉，出现了马脚和破绽。在何福堂面前，粘上毛
比猴儿还精的魏正先（巍子饰演）突然就失去了防备，杀人不眨眼的疤脸突然就失去了战斗力，江湖巨

匪王三春（多布杰饰演）突然就失去了判断力……一切服务于男主角的英明神武，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
剧情的可信度。后来，国民党要把这个镇子消灭，何福堂竟突然跑出去，惊慌失措，吓得趴在地

上，“一代袅雄”就是这个德行？我认为整个逻辑是混乱的。这个剧是彻底失败的。

《铁梨花》剧本出来后，有人找我商量这个剧的故事逻辑。我一看说逻辑不对。《铁梨花》里一个军阀

旅长娶了五房姨太，还不满足，又娶了铁梨花。军阀混战，旅长要外出领军打仗。他打仗回来刚刚下

马，这六个女人就争风吃醋，后面紧接着相互陷害。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呢？民国戏似乎大体就是这样，

宅院戏大体也是这样，军阀流氓，三妻四妾，争风吃醋。

此剧中充满了几气：第一是阴气；第二是死气；第三是腐朽之气。审查都通过不了，我说改吧。我们重

新找逻辑关系。我想了一个招，赵旅长不抗日，共产党的长工进来了，策反五房姨太，逼着赵旅长抗

日。这五个女人拧成一股绳，逼赵旅长抗日，被迫拿起枪，最后成了一个英雄。这样改，第一逻辑对

了，第二具备了思想价值。一部戏的思想价值说到底是三个逻辑的高度统一，《铁梨花》拍出来的如果

是这样就好了。

美国电影《战马》写的是马和人的关系，逻辑多么清晰啊，我看了几遍，特别震撼！

第一买马，第二驯马，第三试马，第四救马，第五识马，第六卖马，第七战马回家。逻辑是严密的，任

何人都推不倒这个故事，《战马》的结构和逻辑关系大家一定要认真分析。

四、关于人物四、关于人物

1．关于人物，首先注意“塑造艺术典型形象”

一部好的电视剧，究竟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

我们常说有了好的故事必然有好的人物，也有一种说法是有了好故事也可以没有好人物，电视剧说到底

是通过故事表现的。我还是认为人物为王。我们承认这部电视剧好，是承认它的艺术形象，现在泛滥的

是一般化的艺术形象，最稀缺的是艺术典型形象。

什么是典型形象呢？典型形象，第一是不可复制；第二是人物命运的落点和情态别人不可比拟；第三是

在艺术的画廊有保存价值、欣赏价值。这是艺术经典形象，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艺术典型形象，我们



只看到情景，人物找不到，这是中国电视剧极大的通病。

所以编剧在创作的时候，脑海里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典型形象，能不能努力到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得

有这个自觉的意识。

艺术典型形象必须具备一个特殊的气质，就是极致。

《渴望》这部剧从播出到如今多少年了，老一代观众都知道，为什么宋大成和刘慧芳至今令人念念不

忘？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形象。这是什么极致？是善良的极致，再没有比他们更善良的人。《编辑部的

故事》里头的李冬宝和戈玲，至今有人津津乐道，这是幽默的极致。《士兵突击》里边的许三多不抛弃

不放弃，是奋斗的极致，《闯关东》里朱开山的形象是大气和义气的极致，《亮剑》里的李云龙是豪气

的极致。要树立一个艺术典型的形象就必须达到一种极致，这种极致发挥到淋漓尽致，达到顶点的时候

才能具备这种气质。

2．塑造人物，首先是想好人物的“起点”和“落点”

人物有两种。一是出场定型的人物，朱开山一出来就定型了，李云龙一出来也定型了。还有一种写法就

是发展中的人物，从20多岁写起，到40, 50岁，甚至写到70、80岁都是可以的，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必须
带着性格的弱点，不要集中所有的优点起，后面的空间就不大了。因为这个人物有成长的任务，人物成

长就是抛物线，命运归宿就是落点。制造人物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越升越高，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作品

是从高点结束在低点上，都是从低点走到高点，但是现在有些电视剧是反逻辑的，我就让这个人物摔

死，反传统，颠覆传统，颠覆传统叙事，颠覆现实主义，但是你很可能逞了一时之快，但带来的后果可

能是没有订单。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塑造人物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从可能到可能，这是生活；从不可能到可能

是艺术。一定要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排列出不可能完成这些东西，不可能实现这个梦想一定要往死角逼、

压迫它、打击它、毁灭它．折腾它的过程就是戏剧发展的过程。写一个人物一定要设计千难万险，一定

要从缺点人手，在我们这样塑造人物的时候，在我们放大缺点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担优呢？

3．塑造人物不要先找优点，要先找缺点

下面举几个例子。美国电影《车祸》，从缺点人手。这个警察为难一个女司机，最后把女司机给处罚

了，心满意足。女司机说我永远记住你这张脸，你跑不了。第二天女司机发生车祸，汽车就要爆炸的时

候，一个交警力排危险把她救出来了。她一看就是昨天那个人，就拽着这个警察，随后车就爆炸了。这

种行为能容忍吗？能容忍。他侮辱一个女人，他犯了罪；他救这个女人，那是他的职责，警察的职责。

我特别喜欢这种安排，它是我们不能完成的二元对立．但是完成得如此之漂亮。

我马上开拍的电影《北京时间》，有个人物叫十二点。李克强总理当年在辽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改造

抚顺煤矿，煤矿已经不能用了，整个城市棚户区一片一片的，既要改造，又要省钱，所有的街道干部都

上了第一线做调解工作、搬迁工作。电影以此为背景，街道主任发现一个挺好的街道干部，到了十二点

就请假，下午两点半才回来，超时一个半小时，以前没有这种情况，他怎么老请假呢？

这个街道干部的老婆这段时间倒班，12点到1点半期间在家。街道干部一家六口人住12平方米。他骑自
行车从工地跑回来，爷爷坐着马扎，拿着一个烟袋锅问：“回来啊。”他点点头：“回来了。”爷爷说：“快
去吧。”街道干部将自行车一放就进屋了。街道干部的父亲回来吃午饭，爷爷说：“就在院门口吃吧。
”爷爷和父亲在院门口吃，里面传出动静来了。父亲突然一听，怎么回事，谁回来了呢？爷爷说没什么
事。屋里头又传出动静，还有叫声。“不要进去，不要进去。”爷爷说。

待会儿里屋门开了，媳妇和儿子满脸通红出来了，儿子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父亲说：“噢，小花倒班
啊！”晚上没地方过夫妻生活，只有在倒班的节骨眼上过。父亲进屋一看床塌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
了。这时候爷爷说：“你不能焊两个钢梁吗，就不会塌了。”后来这个街道干部在工地上忙碌时，突然在
十二点犯心肌梗塞病死了。我每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激动，这个街道干部自己的房子是这样的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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