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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剧的台词功能及叙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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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人物语言,动作是人物的两大机能& 影视剧台词是用来传达故事的种种信息#一

般具有动作功能,情节功能,人物塑造功能,说明功能等& 影视剧台词突出的叙事诉求为台词

的性格化,台词的语境化,台词的动作化,台词的戏剧化,台词风格化,台词的节奏化,台词的简

约化& 从理论上讲#即便信息补足,呈示与解释性的台词也可以融入动作设计#从而使之变得

富有叙事力量与戏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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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人物语言)动作是人物的两大机能" 人物语

言包括对白)独白与旁白三种类型" 对白!是指人

物之间相互交流的话语" 独白则是人物自说自

话" 还有一种特别的独白形式!那就是心理独白!

即人物在心里说的话!实际上并不出声!但观众通

过后期配音又能听到人物的心理独白" 旁白是影

视剧人物语言的特别类型!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

替戏剧人物设计的话!系舞台上演员演出所说!故

称为台词" 主创人员替影视剧人物设计的对白)

独白等人物语言!是演员表演时所说的话!沿用台

词概念" 本论文对台词功能进行阐述!再分析影

视剧台词的叙事诉求"

一%影视剧的台词功能

影视剧台词是用来传达故事的种种信息!一

般具有以下四种功能#

"一$动作功能

台词必定具有动作感" 具有动作感的台词!

才能称得上是好台词!%最好的对白就是面对面

的对抗" 22对白中传达出来的张力)暴烈以及

情感的龃龌规定了动作!揭示了人物" 人物'只

是在说(!但他们却用言语把对方开膛破肚!撕破

对方的梦想!攻击对方的自我意象&

*#+

" 有些主

创人员!离开了人物动作设计台词!使得台词如洪

水泛滥!令人生厌" 这是因为台词缺乏了动作质

感!有如被抽绎骨架的风筝!疲塌塌的!没有了看

相!更不谈上飞上蓝天" 没了动作感!台词稀释性

加强!也就没有针对受众的阅读粘性" 一些影视

剧冗长而又缺乏动作感的对白!引起了受众的

反感"

有人会反驳!情景剧是以台词作为最重要的

收看元素!其动作感在哪里, 情景剧的台词绝不

外于所谓的动作感原则" 事实上!情景剧不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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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剧那样!有比较频繁的)多空间性的动作体现!

但是情景剧人物依然在规定的空间里施展自己的

动作!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情景剧人物的动作具

有强烈的夸张感!这种夸张感带给受众的刺激性

是较强的"

情景剧的台词!还在于其内在的动作感很强!

也就是说!情景剧外在的动作性体现受制于场景

空间!但是主创人员一定要最大化增强台词的内

在动作感"

情景剧又如何增强台词的内部动作感,

一是情景剧台词设计一定要挤水分!不能像

某些影视剧拼命地靠增加台词来抻长时间!而要

设计出一顶一)货真价实的台词"

二是情景剧台词设计要增强台词相互之间的

话语搏击能力!即言语交锋的程度一定要高!这样

才能形成台词自身的动作感!提高叙事张力"

对话是语言的动作!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动

作" 其实!在生活中!言语之间的交锋!有时胜过

千军万马的战争动作" 有时一些场景需要动作来

表现!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结果只能用语言

来代替!于是编创人员就将动作转化为台词"

一些编剧手法里!这类台词往往还伴随着片

断性的动作场景!一是为了叙事手法的新颖!二是

为了视觉的观感!更加富有冲击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台词都有动作感" 有些台

词只是起到说明性)信息补足性的功能与作用!并

不具有动作性"

"二$情节功能

台词是整个叙事流程的一环!也是情节的构

件" 情节是由人物发出的动作与对话组成"

台词要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这些

矛盾冲突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对白必须在冲突

的语境中道出!并应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思想)梦

想)想象和爱情都可当作话题!但一定要让观众意

识到其中隐含的冲突" 对白是创造冲突和解决冲

突的载体" 人物说话并非仅仅为了展示他的外

表" 他的言谈应与整个故事有关!使故事生动起

来!在故事需要发展的时候以恰当的速度推动它

前进&

*!+

"

"三$人物塑造功能

不同的人物说不同的话!这是各人的性格差

异所导致的结果" 主创人员在设计台词时!自然

要根据人物的性格来推敲台词" 通过台词!我们

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现的性格

特点" %剧本)影视剧或者其他什么剧都好!必须

有发话和反应!反应又引起另一个新的反应!`和

b的会话这样进行下去当然可以!但是重要是 `

的台词必须是从`这个人物性格发出来的!b的

台词必须是从b的性格发出来的!并非仅仅是 `

的台词连着b的台词!b的台词连着 `的台词!

并非仅仅是台词之间的连锁现象"&

*E+如果我们

能够从人物台词中就可以看出人物的性格!那么

这样的台词就可以算作比较成功的"

言为心声" 台词能够把人物心理向受众透显

出来" 当然!心理的透显也是对人物性格的揭示

与刻画" 人物的独白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台词!

更是人物心理活动的裸呈" 通过这种特殊形态的

台词!主创人员期待能获得某种特殊真实感与艺

术效果!%对话是和你的人物需求)他的希望与他

的梦想相互联系的&

*V+

"

台词既然是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揭示!自然就

具有人物形塑功能!%通过对白!人物还可以自我

揭示" 可能的话!剧作者应该为正面主角创造一

种言语!并为反面主角创造另一种言语" 这两种

不同的语言便可揭示出他们各自是怎样看待自

己)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冲突的" 这些言语可以

表现出人物性格和冲突内容的方方面面" 而这些

方面又与其他人物以及观众所知道或期待的完全

不同" 如果在剧情的语境中可以做到的话!这种

言语便能用于暴露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 压力)

抱怨或愤怒最能造成恰当的语境" 人物有时一不

留神便遗落了他的面具!暴露出他的自我意

象&

*%+

"

"四$说明功能

有时!影视剧还需要台词交代那些不能通过

动作或无需动作来表达的叙事信息" 比如主人公

的身世!如果通过动作来表现!可能就会很复杂!

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的影视资源!显然不符合经济

原则!同时!也不符合影视剧的叙事原则" 于是!

通过另一个人物或人物群体的交谈把主人公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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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交代出来!受众一听就会明白!并将此信息融入

到对整个故事的建构当中"

二%影视剧台词的叙事诉求

在实践中!影视剧的台词要突显出以下几个

叙事诉求#

"一$台词的性格化

台词一定是人物发出来的!而不是由主创人

员随意设计出来!也就是台词一定要符合人物性

格" 有时!主创人员会给人物设计出特别符合性

格的口头禅)惯用语等" 这些口头禅与惯用语反

过来又强化了受众对人物的印象!强化对人物某

种性格特点的记忆"

比如#

%必须的3&-影视剧/乡村爱情0.

%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影视剧/大敦煌0.

%额的娘22&-影视剧/武林外传0.

%葵花点穴手22&-影视剧/武林外传0.

22

以上都是影视剧人物的口头禅与惯用语!对

人物形象的构建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

"二$台词的语境化

台词一定是某个具体语境的结果" 不同的人

物会说出不同的话!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语境中

所说的话也是不同的" 设计台词一定要考虑具体

语境!根据语境的不同!要设计出符合人物性格的

台词"

"三$台词的动作化

台词与动作仿佛是一面硬币的两面!台词伴

随着动作!动作离不开台词!两者相互依存" 除了

一些信息补足)呈示解释性台词外!台词都得具有

一定的动作感" 事实上!一些优秀的主创人员都

会将信息补足)呈示解释性台词设计得富有动作

感" 这可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类型!这种动作感是说话时伴随着相

应的动作!%用视觉动作增强对白的效果" 剧作

者在写对白时!一定要想着银幕上相应的画面"

如果道白过长111两分钟以上111剧作家就应该

为说话人创造一个视觉动作" 现场的即兴创造花

费太高且做好的把握不大" 当人物说话时!他们

可以在运货!在脱衣服!在洗车!在玩电脑游戏!在

散步!在打水漂!等等" 要用动作和反应来隔断对

白" 听话人的反应一定要写进剧本&

*F+

" 有时!

伴随的动作还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比如!一个人

物在介绍主人公的身世!他一边扑哧扑哧吃着大

盖碗里的饭!一边嗡嗡地说着#%他也是怪可怜

的!自小就失去了父母!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到了现在!还是一个人过着"&一口气吃完盖碗里

的饭!放下整个盖碗!露出一张油涔涔的脸!一脸

满足的神色"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将信息补足)呈示及解释

性台词置换成富有动作性的台词" 还是这段台

词!我们可以将其改变成这样的话语#%你讨百家

饭!你穿百家衣!哪个不知!哪个不知晓!用得着隐

瞒!苦难是一份财富!起来!我们走过这条街去!那

里有一份情感在等着你!你不用这么磨蹭3 你难

道想打一辈子光棍不成3&这段台词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介绍人物的身世与现时状况!但台词的动

作感增强了!节奏加快!说话人的性格也得到一定

程度的表现与刻画"

"四$台词的戏剧化

台词是整个情节的一个有机部分!影视剧的

情节必须富有戏剧性!台词自然也要遵循所谓戏

剧化原则"

台词的戏剧化之一就是人物与人们之间的台

词冲突性" 人物之间的对白不仅是你来我往的信

息交换!而且必须伴随着动作)观念)信息等之间

的矛盾冲突" 在对话中!人物站在各自的立场卫

护着各自的利益!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观点!这些观

点形成一定程度的错位)反差!甚至对立"

台词的戏剧化之二就是某个人物自身台词内

部形成一定的矛盾冲突!并具有相应的戏剧性价

值"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0中张大民在劝解

初恋失败的云芳那一大段台词!几乎成了张大民

的独角戏!张大民的台词也几乎支撑这个段落的

全部叙事!台词的叙事起承转合!富含戏剧性"

台词的戏剧化之三就是人物台词与动作的错

位)反差!%对白和画面过多地重复不必展现与讲

述相重叠!除非其中蕴含着极富戏剧性的含义"

自问一下'玛琪在哪儿,(!这个问题将起什么作

用" 如果玛琪在家里洗头!而且观众已经知道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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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这个问题和回答就是不必要的" 然而!如果

回答是'她正在家洗头(!而观众知道她躺在地上

已奄奄一息或是正和某男人私通!这个问题便带

有戏剧性的含义了&

*I+

"

"五$台词风格化

一个人物的台词风格!在一开始就已经确定!

那么在此后的叙事中!应当保持稳定的状态!而不

能随意变换!使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比如一个

嘻嘻哈哈)对事满不在乎的人物!如果变得一本正

经起来!除非给出一个戏剧性的理由!否则!就得

一直保持此前的台词特点"

"六$台词的节奏化

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对白的句子不要变得很

整齐!不要设计得特别有规律!而应该长短有致!

富有节奏" 人物的台词应该不时被人物的动作与

反应所打断!这样的对白显得更真实可靠!有节奏

变化的台词使受众接受起来不至于单调乏味"

"七$台词的简约化

影视剧的台词不像舞台戏剧那样!影视剧当

中如果出现长段的台词!就可能使受众厌烦的风

险大大增大-除非特别的需要." 这是看戏的观

众与看影视剧的受众不一样!前者有一定的阅读

契约!而后者完全是自由的!那么!大段台词只要

不严重超过观众的忍受极限!看戏的观众大抵还

是坐下来挨过那段时光!而影视剧受众显然可以

随时击杀频道!转到别的电视台!观看不需要挑战

忍受力的电视节目"

台词设计要减至最少!不让人物多说一句无

关紧要的话!不能多说一句废话!更不能说一句错

话!即不符合人物性格与具体语境的话" 一般要

求电影或影视剧某个情节段落快要结束或最后一

句能够意味深长!给受众有一定的咀嚼余地与回

味空间!可以加深对影视作品的印象!使影视作品

获取更好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即便信息补足)呈示与解释性的

台词也可以融入动作设计!使之变得有富有叙事

张力" 台词不是日常对话" 尽管一些主创人员设

计的台词!显得很朴实!就像家常话!但台词充满

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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