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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完了这本书，你就会从一个动画制作的角度来看动画了。书的语言很浅显通俗，适合所有对这方面
有兴趣的人阅读。它也许能带给你很多灵感，也许能激励你的创业梦，也许，你还能发现你拥有另一
项有待挖掘的才能——写作动画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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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书，很有启发效果
2、个人听喜欢的
3、，
4、忍者神龟，是这样控制我们的情绪的...木偶系？实践，实践..
5、从想法到把自己的剧本推销出去，如果这算是大学，国内的剧本创作课程可能连幼儿园考试都通
不过。几稿剧本的修改，体现了作者以自己的经验为创作本书基础的底气。
6、真正的动画剧本的专家的倾囊相授。
7、精髓
8、一点也不好，国外的，这东西实时性很强，这早过继 了，而且老外的口气跟聊天记录一样，不知
所云
9、外国人写的这类书都比较就事论事，实用感强一点
10、举双手推荐
11、粗略看过的书
12、作者讲的很细~而且实例为证~我是学二维动画的~以前就是在图书馆里看了书所以才想要拥有的~
推荐~好书~市面上不容易买到说剧本创作与营销相关的书~这一面其实很重要~
13、本书讲得易懂，道理却深。这几乎是我入行看过最早的一批书之一，非常实用。
14、有剧本创作的全过程，蛮受用的
15、想当年在学校图书馆看不完拍下来jpg着看完了。。好书啊好书
16、还行..我还记得
17、率性而为！
18、美国式的创作与营销理念，对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没什么指导意义。
19、为了强大的作者去读的~比较系统，但不太实用
20、很好看。我爱他的《忍者神龟》
21、忍者神龟的编剧
22、保持简单。不要出现不能使情节发展的点。坚持读和写。
23、很详实的案例和作者构思过程的解构
24、力荐
25、不是很喜欢，很空的感觉，适合初学者吧
26、循循善诱的美国商业动画写作指南，涉足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分别儿童、成人与crossover，立足
于其成熟的商业产业链，参考价值是有的。
27、一般，作为入门读物可以
28、当然，国内的国情不一样。但是他写的几个要点还是让人能学到点
29、有些参考，具体的处理学到一些技巧。
30、可以看看
31、很有趣很有用的写作风格，看起来一点不累。 动画剧本和电影剧本的写作确实不同。你看过就知
道了。
32、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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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页

        幻都动画剧本网，供大家学习交流，http://www.huanduw.com

2、《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70页

        剪辑样稿就好像一个故事片段
在剪辑样稿中要勾勒出尽可能多的具体框架和人物形象【多多展示我的故事
故事精华元素要灵活加减
写剪辑样稿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更好地发展故事情节

3、《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56页

        在场景中分出故事点，以此成为同场景分场的依据。

故事的动力：情节必须这样发展的理由。

4、《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22页

        节奏就是场景或故事发展的速度通常也可称为场景或剧本的“能量级”
所使用的词汇数量对剧本的节奏有相当的影响确定剧本的节奏来自于你所努力想要传达的，要让它快
到无法转移描述只占剧本的一半，另一半是对白

5、《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18页

        你必须能够想象出你所写的东西
让读者读到我的剧本时就可以“看到”动画
清楚，有效地传递信息
想象的东西是免费的，如果你可以负担得起任何想象中的东西，为什么不做到最好呢？
如果你在想象中就把事物高质量地形象化，跃然于纸上的东西就会有更高的质量

在你的头脑中“看”你的动画，然后去寻找能够最好地表达你所看到的动画的词汇

6、《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48页

        故事精华叙述是对整部剧集的描述，包括4部分：环境，人物，故事，框架结构
在框架结构中要阐述人物之间的关系、内在联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组成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的

7、《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29页

        幽默基于不合乎逻辑的顺序总是要在不合逻辑中稍微带一些逻辑，以合乎逻辑的事件开始，然后
再扭曲一些东西来达到喜剧效果
让对白有意思，就要组织出一个逻辑问题或概念，再用无逻辑的反应来让观众惊奇

Page 5



《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

8、《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42页

        连续剧的故事前提：
1、独创性
2、格式和角色符合剧情
3、加入观众想要的元素

9、《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25页

        动作和语言定义了一个人角色的个性决定了对白无法互换【测试的好方法
了解我的观众以确定我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
能通过表演完成的就不要对白

10、《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46页

        【拓展故事点：】
1、从必需的场景的入手
2、哪些场景必须顺序出现
3、依照剧情逻辑排列场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4、只留下推动剧情发展的场景

【剧情逻辑：】
不断询问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牢记：动才会有兴趣。
不动就会产生厌倦。】
（PS：观众如此，男人也是一样⋯⋯）

满足人类期待看到【不可预见性运动】的心理需求。

在场景将要结束的时候制造下一个问题，由此吸引观众看下去。

【排列故事点原则：】
1、从一个可以勾引观众的关键场景开始
2、少就是多。
3、在物质和意义——动作和对白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把握节奏
4、逻辑，故事逻辑。

11、《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19页

        词汇就是某种含义的声音表达【虽指说话，但它与写的词汇的唯一不同就是：写出来的词汇是一
个或一组表述声音和含义的符号，所以一个被写出来的词汇就是某种含义的符号
我们需要词汇的唯一原因就是要传递信息和含义【在心灵感应还无法实现的时代只能如此
曲解的词汇会阻碍交流

12、《动画剧本创作与营销》的笔记-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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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剧集的故事简介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书面简介&amp;艺术形象
书面简介长度不限，通常在5~15p之间，双倍行距，描述故事内容和主要人物
写故事简介并不是用来推销剧集，而是为了进行扩展交易【development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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