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剧概论 

陈敢权 

重要的前言 

编剧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正确方法，剧作者觉得甚么方适合自己，那就是正确的

方法。以下袛是为有兴趣编剧的朋友们，介绍传统编剧理论上的一些守则及元素，以

供参考。 

最妙的是，很多颇有创意的剧本，因有独特艺术取向的目的，有意识地去打破

传统的规限，成为很精采的创作。 

初学编剧须要留意，有些剧作者为求标奇立异，不求甚解地，以「反叛」或是

「前卫」为理由，就甚么守则也不理，乱写一顿就自命「创新」，那是对艺术创作上

的一个误解。正如一只猴子也晓得乱画乱涂的画到一幅「抽象画」；但是一个抽象画

家，首先要花上数年时间学会了素描比例，之后才突破写实的规法，画出抽象的意念。

就算人画的画与猴画的看似一样，猴子画得好只是一时的巧合，效果不再；而人画的

却是经过处心积虑，有思想的创作，初学编剧的同学切不应急功近利。 

剧本的方程式 

正如以上所说，剧本内容之变化是无穷无尽。这里，只能与大家分享一些很概

括的意念，不详尽处，请多见谅。要说明剧本方程式其实困难，而且，编写剧本更加

不应以方程式行事。但为了方便分析，把大部份剧本的内容抽取其最握要之梗概，列

成以下的一条方程式： 

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克服重重的困难，完成一个期望；或发觉期望是错误的，

得以明白真理；或因性格上的缺陷，不能达成愿望。 

一个例子，想大家都晓得《绿野仙踪》的故事。这故事也曾被改编为剧本。剧

本中的 Dorothy充满幻想，觉得现实生活太过灰暗。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就是一个值

得我们关注的角色，她的期望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到「彩虹」另一面的一个新天地。

我们就跟着 Dorothy，被龙卷风连人带屋地吹到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跟着她认识了

自觉没有脑袋的稻草人、没有心肝的铁甲人和胆小的狮子。那时， Dorothy已经极之

怀念家人，她的新期望就是回家去。她的朋友跟她，经历重重困难，一起到「绿宝石」

城找男巫师帮忙。谁知男巫师要 Dorothy先消灭女巫才会帮她，于是她们又再经历重

重的困难，消灭了女巫，之后才发觉男巫师根本不能帮她，而自己一直要追求的东西，

根本早已伴在自己身旁。Dorothy只要拍拍自己的红鞋，便可回到自己最挂念的老家。

于是，Dorothy明白，自己之前的离家期望是错误的，她得以明白真理，不要苛求幻

想，身边所拥有的才是最珍贵。 



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 

「一个值得关注的角色」就是剧本中的主线人物。曾有成功的编剧认为每个剧

本只适合有一个主线人物，成为全剧的最重要焦点，其他角色只成辅助，使观众更容

易集中与及认同。这论点虽然仍具争议性，但以学校的独幕剧而言，因篇幅短，写一

个主线人物其实已很足够，可多花笔墨描写这个角色及他／她的行径，使这人物更丰

富。 

有些学校因参与戏剧活动的同学众多，因而要写很多角色的剧本，这与以上所

说的并无冲突。剧本可以加插许多有趣的角色，或是群众角色，但主导全剧故事的主

人翁，不宜太多。而且记紧，这主导人物宜愈早介绍给观众愈好。如以上的例子， 

Dorothy就是主线人物，剧本一开头就马上介绍她及她的家人。而其他主要角色，如

稻草人、铁甲人、狮子等，都是点缀角色，使剧本更丰富，但却非主导人物，因为就

算没有他们，故事仍可完整。 

为甚么这一个人物要「值得关注」呢？要是观众们对主角不感兴趣，对他／她

做的事毫不关注，这个戏必然索然无味。其实要观众关注主角并不难，性格鲜明的人

物，例如正义的、勇敢的、可怜的、美丽的、可爱的、聪敏过人的人物等等，都是很

容易吸引观众。另外，许多幻想角色，如稻草人、有魔法的巫师等，亦极为吸引。但

相反地，一些很写实平凡的人物，与我们身边认识的人物类似，生活或感受也是一样，

这也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只要主线人物的行动目标清楚，在这角色的「世界」中

是合情合理的话，观众便可有线索跟随。 

那并不是说「反派角色」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所指的反派，不一定是大奸大

恶的坏人，而是心理上、性格上、有所偏差缺陷，故引起一连串的不正当的行为，甚

至悲剧的后果，正如方程式所指：「发觉期望是错误的，得以明白真理；或因性格上

的缺陷．不能达成愿望。」就是这个意思。但只要这些角色写得有血有肉，这些人物

亦会令观众同情，而引起反思。很多喻意教育的剧本，就是描写这种角色的反省及改

过。例子《绿野仙踪》中的 Dorothy，一个天真而爱梦想的女孩，本身已很吸引。而

她起初希望离开家庭的期望，是个错误的抉择，最后得到反省。 

克服重重困难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角色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尝所愿，这就是冲突的一

种写法。冲突吸引观众，因为他们要知道冲突的原因，角色们如何应对，谁胜谁负，

结果如何。换句话说，冲突引起悬疑，使观众产生兴趣，要继续看下去。冲突亦会产

生行动，继而行动会使剧情产生变化，再推进成为戏剧的高潮。冲突其实亦能辅助角

色的描写，看角色如何面对及应付冲突，便可知其性格及意图。所以写剧本时，要用

符合逻辑地去浓化冲突，增加戏味。 

冲突其实亦可分作两大类：外在的冲突与及内在的冲突。外在的冲突最常见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例如 Dorothy与女巫之间的纠纷，女巫阻止 Dorothy前往「绿

宝石城」的恩恩怨怨等，都属此类；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表示个人与某种权力或制

度的对抗；人与大自然力量的斗争，表示人与天灾或险境的抗衡，以求生存；还有人



与自然力量的斗争，例如人要捉拿鬼魅、或人与上主的挑战等。可见外在冲突的多变

之应用。 

内在的冲突就是内心矛盾，自己跟自己的冲突；良知与意欲的紏缠。如例子中

的 Dorothy，到最后一方面很急于回家；一方面又舍不得身边的朋友稻草人等，心中

很彷徨伤感，忐忑不安，便是此类。 

 

格式与结构 

剧本格式，不像小说或散文，是以行动及台词为主，也可有对角色人物或环境

的描写。例子如下： 

 

 

 

 

 

 

 

 

 

要说结构，其实可以很简单，亦可很复杂。但以学校剧本而言，由于篇幅短， 

 

 

要说结构，其实可以很简单，亦可很复杂。但以学校剧本而言，由于篇幅短，

故事本身就不宜太复杂。传统的故事结构，大都可划分五个顺序的部份：（一）介绍

人物的背景（Exposition）；（二）主导事件的发生（Build）；（三）事件的发展，

引致种种冲突及危机（ Complication）；（四）冲突的最高潮，正反力量的最大比拼

（Climax）；（五）尾声及事件的总结（Resolution）。这些结构并不是必然规限，

其本身亦有不少的变化，有些剧，「故事」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环。要考虑的，是

要把最大的冲突放在剧本较后的地方，使剧本愈看愈紧张。高潮放在开头，之后就每

况愈下，观众会感到剧本「有头威无尾阵」。 

现今学生们接触电影电视比接触舞台剧多，写舞台剧就要明白舞台剧本的结构

与及节奏。是与电影电视不同。舞台剧是受了舞台空间的限制，分场分景不宜太零碎，

千万不要如电影那样，角色说一两句台词，就换景过场。舞台上每次黑灯过场，不论

要不要换景，也是一种停顿。尤以短剧本而言，太多这样的停顿，全剧节奏会变得慢，

或断断续续，观众就会很难集中及投入地看戏。 

（Dorothy，稻草人与铁甲人走进一处荫深的森林中，四周传来野兽的哮叫

声，他们都害怕起来，住口不再唱歌。他们三个只缩在一起，肩并肩地慢慢前

行。） 

（突然一只狮子扑出来，挡着他们去路。）  

Dorothy：（大吃一惊）啊！（缩到铁甲人背后。） 

（狮子对着他们低低地咆哮着。） 

狮子：你⋯ ⋯ 你们真胆大，竟敢闯进我的森林？ 

稻草人：我们是没有恶意的，请让我们通过！ 

狮子：不成！（装腔作势）我要吃掉你们！（走前一步。） 

铁甲人：（紧握手中斧头）你不要过来！ 

 



以短剧本而言，其实一个主线故事便够了，不用加插「副线」的故事。就算有

篇幅要加副线，也必要与主线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共同证明一个主题、或类似的事件

以作对比。千万不要单为充塞篇幅，加插毫不相关的支线故事。 

最大的写作困难 

最后要指出，编剧最大的困难，就是拖延迟迟不写。很多很好的剧本都是「改」

出来的。因为记存在脑中，剧本的印象永远都是蒙糊一片，写了出来，白纸黑字总会

容易看到不足的地方，要填补的空隙，方便改善。初写剧本也不一定要孤军作战，写

了出来也可以让老师同学们阅读及给予意见。迟迟不写，以为再等多几天灵感会多些，

那只是一懒惰的借口，希望大家自勉。 

陈敢权 

剧坛积极分子，自七十年代开始，已从事多方面创作，包括编、导、演、翻译、舞台

设计、服装设计及后台管理等。八九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戏剧系硕士。现职香

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导演系及编剧系主任。 

 

 

 

 

 

 

 



附录：检讨常犯的错误  
 

1 ）故事 

 

ａ）内容贫乏，只是一个概念，不足够一部剧本，强写变成“拖戏”。 

ｂ）故事与现代观众生活或感受完全脱节，观众难以引起共鸣。 

ｃ）故事“有头威，无尾阵”，情节及素材分配不均。 

ｄ）只有故事，没有讯息。 

ｅ）只有讯息，没有故事。 

 

2  ) 主题 

ａ）缺乏主题。 

ｂ）剧情与主题无关，剧情不能证实主题。 

ｃ）主题与主角之思想、性格、行为及发展无关。 

ｄ）主题与观众生活无关。 

3 ) 人物 

ａ）人物缺乏个性，不够彰显，不够突出。 

ｂ）人物老套，抄袭前人的造型。 

ｃ）人物性格过火。 

ｄ）人物性格不可信，缺少生理、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逻辑。 

ｅ）没有以事件或行动来介绍刻划人物。 

ｆ）观众对主角不感兴趣、关怀及认同。 

ｇ）主角动机和目标不明，剧情发展无方向。 

ｈ）角色太多或不够，太多没有用的角色。 

ｉ）主角人物缺乏成长与改变，或没有统一的感觉。 

ｊ）主角毅力不强，无法领导剧情之发展。 

ｋ）没有使人物陷于困境、危机和冲突。 

ｌ）正派与反派缺乏“水火不兼容”的个性。 

ｍ）正派与反派两方面冲突不够彻底，或双方势力相差悬殊。 

4 ) 对话 

ａ）全剧以太多对话来交代故事或角色。 

ｂ）台词太长，没有「生活」的感觉。 

ｃ）对话不适合人物身份，或不符合时代背景。 

ｄ）对话平淡、空洞、作态。 

ｅ）对话冗多，没有实际的发展。 

 



5 ）冲突 

ａ）冲突不符合人物个性。 

ｂ）没有利用冲突来介绍人物个性。 

ｃ）冲突与要证明的主题无关。 

ｄ）太多冲突，看不到主要的冲突。 

ｅ）冲突没有进展，甚至冲突不够。 

ｆ）冲突、缺乏暗示、渐进的发展，观众感到太突然或不理解。 

6 ）悬疑 

ａ）故事平铺直叙，平淡死板，没有悬疑，观众早猜到结果。 

ｂ）故事故弄玄虚，观众觉得被玩弄。 

ｃ）正反两方势力相差悬殊，削减悬疑气氛。 

7 ）剧情进展 

ａ）太多巧合，自欺欺人。 

ｂ）不合常理，不合逻辑。 

ｃ）主副两线缺乏连锁性，剧情没焦点，不易推进。 

ｄ）缺乏新事件，新场景的出现，时空太局促。 

ｅ）交代式的回忆（倒叙）太长，使剧情推进缓慢。 

ｆ）停顿（黑灯过场）太多，剧本显得零碎。 

8 ）风格 

ａ）写作风格不统一。 

ｂ）戏剧风格不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