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讲述如何将已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动画剧本；着重讲解了剧本如

何选题与题材的种类及其表现，以及在改编中所采用的形式与方法；并且

深入地分析在改编动画剧本中如何营造动画情节的气氛；如何表现情节的

丰富性；如何凸显主题内涵，与动画表现的场景特点及结尾的完美性。

第 3 章 改编的动画剧本

在漫漫的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

些文学泰斗面前，我们的灵魂是这样地渺小，为什么不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看待这个世界呢？所谓电影改编就是鉴于此。运用电影思维，遵循电

影艺术的规律与特点，对这些名家作品进行的二度创作，就是改编的剧

本了。

3.1 动画剧本改编的优势

动画剧本的改编范围很广，戏剧、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民间传

说、神话等均可进行艺术再创作。例如，《大闹天宫》《狮子王》《美女

与野兽》等，都改编自名著或民间传说（见图 3-1、图 3-2）。

图 3-1 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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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改编的动画剧本 21

3.1.1 历经考验

名著能够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在人物塑造与故事构思方面，

势必有其独到之处。名著本身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与广泛的认同，

这也正是动画剧本确定的坚实基础。

3.1.2 脍炙人口

名著自身的知名度就是对动画影片的前期宣传。商业动画片自然是需

要得到经济上的回报，本身具有知名度的故事，自然会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

3.1.3 有的放矢的创作

作为学生，在进行剧本创作时，进行一定的改编练习，对认识剧本的

特性，认识动画的表现特点，都大有好处。影视创作本来就是集体的智慧，

应该学会相互协作，集思广益；学会把不同的创意和想法融汇到作品中去。

改编剧本的过程，就是在提炼、变形他人的创意。同时，在此基础上

更好地展现出自己的智慧与创意。

3.1.4 改编的创造性

改编有多种方式，忠实原著并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是改编剧本的基本原

则。当然，自身的创造性是第一位的。在改编的过程中自身的创造性，不

应被原著的立意所束缚，要培养自己冲破惯性思维的习惯。这是打开创作

思路的方式，也是延伸意义上的改编。 

图 3-2 美女与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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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分镜头设计22

3.2 改编的几种形式 

一般把其他文学样式改编成动画剧本，大致采用“忠实原著、原汁原

味”“局部改编”“颠覆传统、解构经典”等多种方法。首先要用动画表

现的眼光去选择素材，然后进行戏剧化的调整结构，在主题内涵与人物情

感方面，尽可能地营造出动画特有的单纯、美好的气氛。

3.2.1 忠实于原著

对于名著的改编一般都采用这种方式。保留原作的故事框架与人物设

计，保持原作品风格的原汁原味，力求忠实地表现出原作的内涵与塑造的

人物。这种改编只是把抽象的文字转化成具象的视听语言。

例如电影《王子复仇记》、电视剧《围城》、动画片《小熊维尼》都

是改编自名著的成功范例。这些作品很难明确、孤立地指出它的人物塑造

好，还是情节设置好。这些作品之所以优秀，如此脍炙人口，是因为它的

各个元素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与和谐，情节与人物塑造表现得恰到好处，

所以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主干与表现方式，这不失为改编名著的明智之举

（见图 3-3）。

忠实原著的改编方式，并不是说不能删改，而是要强调原著的内涵与

精髓、原著的艺术思想、形象系统与风格神韵，并要完成对原著的“从文

学思维到画面思维”“从文学形象到动画形象”“从文学语言到试听语言”

的转换过程。

作为编剧，首先对原著要有深刻、透彻的理解，同时发挥自身对画面

表现的想象力、创造力。因为，文学作品区别于影视作品的一大特点，就

是文字是抽象的，其情景、人物、细节等都是读到文字之后，折射到读者

图 3-3 小熊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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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改编的动画剧本 23

的脑海里将其形象化，它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所以，有人说

100 个人读《哈姆雷特》，就有 100 个“哈姆雷特”。

改编名著就像与原著作者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一味地迎合，而是思

想性的交流与精神上的融合。作为改编者，其创作的乐趣，我想也就在于此了。

3.2.2 局部的改编

这种改编的形式，就是有选择性地局部改编。大体可分为节选、取意、

组合等方法。

（1）节选——就是在原作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一部分章节，

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就像动画片《宝莲灯》（见图 3-4，图 3-5），

影片讲述少年沉香刻苦学艺，历尽艰险，劈山救母的故事。神话传说中《宝

莲灯》的这段情节，出现在故事的结尾，其故事主线是来自天宫的三圣母

与人间的男子相恋，对抗天庭。

动画片《宝莲灯》则以“沉香”为主要角色。以他“劈山救母”为故

事主线，而他在救母过程中历尽艰险，受尽挫折，不断成长，最终“灯人

合一”成为英雄的故事框架，可以说它是“成长类题材”的典型范例。

（2）取意——就是保持原作的“故事框架”或“角色设计” 内在的

一部分，而对外在形式进行改编，比如故事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故事的

部分情节。可以说迪斯尼所改编自名著的动画片，多采用取意的方法。

例如，《花木兰》取意于《木兰辞》，《狮子王》取意于《哈姆雷特》

（见图 3-6、图 3-7）。

图 3-4、图 3-5 宝莲灯

图 3-6 花木兰

图 3-7 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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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合——就是把几个故事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改编对

素材的要求较高，将不同的故事融合于一个故事框架之中，主题内涵与风

格要和谐统一，在动画影片中并不常见。

3.2.3 颠覆与解构

“忠实原作”与“局部改编”这两种改编方法，都是建立在对原作的

思想与主题内涵理解并认同的基础之上的。无论对故事、主人公做怎样的

改变，都保持了故事原本的主题。“颠覆”是打破了原作的思维方式，对

原来的主题提出质疑，甚至彻底颠覆。

颠覆的题材常见于名著或流行传媒品，只因为名著与流行传媒品有着

广泛的知名度，传播范围广，尽人皆知，其主题也代表着传统或主流的思

想意识形态。对于此类题材的颠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

可以说，“颠覆”是叛逆的表现，是“快餐文化”与“网络时代”的

伴生品。“颠覆传统、解构经典”处处反其道行之，拆毁原作的核心、质

疑原作的内涵。这种行为的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含义。挑战传统，正是这类

改编作品的永恒主题。例如《水煮三国》《大话西游》等（见图 3-8）。

图 3-8 颠覆与解构大话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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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营造单纯完美的动画氛围 

作为动画剧本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主流表现都采用了戏剧化的结构，

也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起、承、转、结”。和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做个比

较，剧本的起伏变化要更为明显。在将一部小说或者童话进行改编时，编

剧需要首先对原来的故事作一个结构上的整理，找出原作线索的开端、发

展、高潮、结尾，使观众能明确抓住故事发展脉络，简化那些琐碎情节，

寻找巧妙的切入点带观众进入故事，并且对高潮段落加以强化。对于动画

片而言，这种简明而富于节奏感的结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迪斯尼所说，动画片有一种明朗、纯净、乐观的特质。体现在改

编中，当一部作品被改编为动画片时，作品中阴暗、沉闷、过于尖锐的部

分，往往会被剔除掉，取而代之的是美好和纯净。

3.3.1 完美的结局

一谈到动画片的故事结局，我想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完美印象。无

论在故事中，主人公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与磨难，到了结局，都会获得完美

而幸福的生活。

我们还是以改编自《哈姆雷特》的《狮子王》为例加以比较吧 

（见图 3-9、图 3-10）。

《哈姆雷特》的结局： 哈密雷特的结局十分凄惨，王子的爱人溺水

而亡，母亲中毒而死，王子虽手刃仇人，但最终也毒发身亡。

《狮子王》的结局： 创作者对结局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仇人“刀疤”

跌下悬崖，“王子”复仇成功并获得王位，母亲与动物王国得到了解救，

图 3-9 哈姆雷特 图 3-10 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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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和爱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个人得到了幸福，王国获得新生。当然，这

样的处理不仅仅体现在结局，也体现在故事的每段情节当中。

3.3.2 完美的情节

在动画片中，杀人、流血死亡的情节不会直接表现，血腥、暴力的情

节要巧妙地回避，或巧妙地暗示出来。

例如在《狮子王》中，坏蛋刀疤的死就是用影子来表现的。影片中略

去了王子的母亲改嫁仇人的段落，略去了王子被迫装疯的情节，而到了结

尾，王子的复仇也是大义凛然（见图 3-11）。

3.3.3 完美的人性

在动画片的正面人物身上，绝不会出现任何的道德瑕疵，或是令人不

安的极端行为，即便是怪物史莱特虽相貌丑陋，却有一颗英雄的心。他们

有的只是性格上的小弱点，可爱的小毛病。

还是以《狮子王》为例，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辛巴”在与“刀疤”

最后决战那样的混乱场面中，在激烈的搏杀中，我们的主人公竟然没有杀人，

动画片中的那些坏蛋几乎都是自己结束生命的，死得那样咎由自取（图3-12）。

3.3.4 完美的对话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人物一出场，作者往往会描述一段这个人物的外

图 3-11 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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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阿拉丁神灯

图 3-12 狮子王

图 3-14 风中奇缘

貌、个性，甚至家庭环境，让读者可以对这个人物有所了解。到了剧本中，

这些描述就要以具体化的形式加以表现。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塑造，是直接

描述出一个人物的特点或是心理状态，但是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人物就要用

能让观众直接看到的细节，人物的内在个性只有通过语言和行动才能表现

出来。

动画片中情节的主流表现，有着许多微妙而严格的规则：“干净”的

台词、对爱情的含蓄处理，等等。爱情在动画片中常常出现，但成年男女

相处的状态更似要好的少男少女，显得朦胧而纯净。

例如在《风中奇缘》《阿拉丁神灯》等动画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

爱情，两人在美丽的山水间互相追逐，含情对视等，表现手法美而纯洁 

（见图 3-13、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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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题的丰富性

迪斯尼说：“动画片不仅是给孩子看的，而且是老少皆宜的，合家

观赏。”对于影院动画片来说，多数孩子是不可能自己买票来看电影的。

如何让陪着孩子来看电影的成年观众也能从电影中获得乐趣，除了视听语

言的精制，更重要的就是故事内涵的丰富性了。

故事的主题思想有深有浅，以公益广告为例，主题皆可以简单用“讲

文明、讲礼貌”“爱护公共环境”等主题概括。这种主题思想浅显易懂，

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琢磨的地方。还有针对低龄小观众的动画片，其主题也

是单纯易懂。例如，“互相帮助”“彼此谦让”这样的故事内核正符合儿

童观众的需要。但是，在这样单薄的主题之下，无论怎么努力地编故事，

也难以吸引成年观众。

动画片除了视听言语的精制，最重要的就是故事内涵的丰富性。要带

给观众强烈的感染力和层次丰富的观赏体验。从剧本的情节上，要预先设

定视觉爆破点；在故事内涵上，则要考虑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

3.4.1 丰富的主题内涵

在一部动画剧本故事中，会包含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它是面对小

观众的故事。很多迪斯尼的动画片都套上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也就是表

现好人是如何打败坏人的。这些都是小观众很容易理解的情节，同时这也

是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故事模式。

再者，故事中会有较为复杂、成人化的层面表现，主要体现在故事主

人公的思维方式与内心变化。孩子往往更容易被外部热闹的趣味性所吸引，

图 3-15 丰富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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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年观众则被那些人物内在的东西所吸引。

3.4.2 丰富的情节

影院动画片在画面处理上，具有制造视听奇观的优势，并且以多层次

的主题内涵作为影片的内部核心。从创作剧本的角度来说，在情节上要注

意设定视觉爆破点，故事内涵也要考虑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大事件小

人物”的构思模式、“完美的大团圆结局”等是影院剧本的常用技巧。

3.4.3 丰富的表现形式

我们经常听到电影的卖点，比如，醒目的题材、明星的加入等。作为

商业动画片，相对于普通电影的优势，就在于制造视觉奇观。我们经常看

到，很多真人实拍的电影，会用电脑特技制造惊人的视觉效果，给观众带

来身临其境的感受。当然，电影的特点决不仅是在给人感官享受上，但这

种卖点还是应该被好好利用的（见图 3-15）。

3.4.4 丰富的场景表现

在动画片中，整个影片的环境、故事背景都是虚拟的，是出自编剧与

导演的想象。相对普通电影，动画片在视听方面更有潜力可挖，可以创造

许多如梦似幻的视觉高潮。

安排一些壮观的场面、视觉震撼力段落的方式，并不是生加硬套，而

是建立在剧本的基础上，甚至在选材阶段就有所考虑。

例如在《埃及王子》中摩西过海的段落，既是视觉奇观，视听上的高

潮，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经过发展、积累、最终爆发的一个高潮，这种安排，

使内在故事和外部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视觉的冲击力成为推动故事

的一股力量（见图 3-16）。

对于商业动画片来说，这种对形式感的设计，不仅体现在部分段落上，

整个剧本在构思的时候，处理题材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方面。比如说，

《狮子王》改编自《哈姆雷特》，动画剧本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从宫廷移到

了非洲大草原，由此才会有了后面一系列牢牢抓住观众视线、极富感染力

的情景：开阔的原野上，壮观的百兽朝拜；阴森的大象墓园里，扣人心弦

的激烈追逐；热带雨林中三个好朋友的欢歌笑语；瀑布池塘边的甜蜜恋爱

（图 3-17）……

zw.indd   29 18-5-18   上午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