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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电影剧本改编不是一种简单的移植，而是在忠实和
深刻理解原作品的基础上过行的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再创造，是
改编者根据原作品提供的生活、故事、思想按照微电影艺术的特殊
要求和表现方式进行构思、整理、再创造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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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微电影为代表的“微”传播将传统的电影演变为一

场草根文化的大众狂欢。由于微电影传播的全民性、开放性、多样
性和互动性使得电影艺术开始从曲高和寡的艺术殿堂中走出来，
以更加随和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中。同时，微电影的流行也改变
了我国电影的潮流化进程，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人人电
影”时期。只要有条件、有创意，人人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
与到微电影创作过程中。

微电影剧本创作大概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原创剧本，另一
种是改编剧本。原创剧本是作者运用电影思维和电影艺术的规律
和特点，将自己的体验、理解和评价创作成为剧本。一直是微电影
创作的主流。由于微电影的大众参与性，并不是所有的拍摄者都
会自已创作剧本，大部分拍摄者在实际的拍摄计划中都会对已有
剧本进行改编以适应自己的电影剧情要求。

改编剧本是以的原有的作品如小说、戏剧、散文、神话、其他影
视剧、其他剧本为题材基础，按照编剧导演的改编思路，结合微电
影的艺术特点与技术要求进行重新编写，使其成为一部能进行微
电影拍摄的剧本。

1 微电影剧本改编题材的选择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 1) 明确微电影所面对的观众群。观众的年龄层次和文化层

次决定着改编作品内容的层次。目前微电影的受众已十分大众
化，从少年到老年，从农民工到白领，都可以是微电影的受众，对微
电影受众群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一部故事性微电影或广
告性微电影都有自己独特的受众群。( 2) 原作品具有可提炼的内
容和主题。在进行改编时，原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应是明确的、正能
量的，可提炼的，过于繁杂与晦涩的主题和内容不适合微电影表现
的。因为微电影毕竟是通过网络有可能传达给全体受众的，必须
要遵守我国的法律和制度。

2 微电影剧本改编的方法
微电影剧本改编不是一种简单的移植，而是在忠实和深刻理

解原著的基础上过行的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再创造，是改编者根
据原作品提供的生活、故事、思想按照微电影艺术的特殊要求和表
现方式进行构思整理再创造的艺术活动。微电影剧本改编有着不
同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 1) 转化法。转化法是将一部
作品在保持大致情节不变的情况下经过删减或增加部分内容的
方式将其改编成微电影的方法。其中原作中的主题、人物、情节、
结构改变的幅度不大。例如微电影《漏沙》《左耳》《马卓》改编自
网络写手饶雪漫的小说。( 2) 节选法。节选是在原著中截取相对
完整的一段内容加以改编，例如夺得首届滨海国际微电影节大赛
剧情类最佳影片《香水有毒》，是节选自南阳市青年作家马东伟小
说《香水》进行改编的。

( 3) 移植法。移植是将原著中的主题、人物、情节移植到改编
的剧本中。笔者的学生就曾将网络游戏中的打斗剧情和紧张情景
移植到现实中，从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乱城》，网络上点击量达
到 10000 多次。( 4) 复合法。复合法就是将已有的两部作品中的
人物原型、剧情、故事背景、主题思想进行融合。例如可以将发生
在印度的盗墓背景移植到中国，人物原型也有可能来自美国的电
影，剧情有可能参考某部好莱坞电影。( 5) 浓缩法。浓缩方式是
将头绪纷繁、篇幅浩大的原著进行提炼和概括并加以改编。例如
微电影《傲慢与偏见》、《泡沫之夏》、《仲夏之恋》改编自世界名著
《傲慢与偏见》《仲夏夜之梦》。它运用微电影的表达方式，浓缩了
故事情节，使其中尖锐的冲突鲜明而富有冲击力。( 6) 取意法。
取意法指改编者从某部作品得到启发，并从中截取部分素材重新
加以架构，从而创造出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

3 微电影改编的技巧
微电影改编时，要注意原作品的创作意图、主题内容以及人

物性格。除了改编方法之外，还要注意改编技巧。( 1) 要注意选
择有较好知名度的原著作品。相较于原创故事，改编自知名文学
作品或网络优秀作品的微电影有着天然的群众基础。观众层相对
稳定和可预测，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获得商业成功的机会也相对
较大。例如近几年深受读者追捧的盗墓类、探险类小说，我们可以
通过改编这类小说从而获得相对集中的观众群。( 2) 要选择具有
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名著之所以被称为名著，是因为其本身具
备很高的艺术水准。知名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故事构思方面有
着优于其他作品的地方，为改编后的影片打下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 3) 注意叙事悬念与节奏的把握。设悬念是讲好故事的有效手
段，悬念是吸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动力。在悬念被揭开的过程中，
观众会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审美上的快感。节奏是讲好故事的关
键。微电影的叙事节要符合现代人的心理特征和网络、手机等媒
介的传播特性。在内容上，它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内在矛盾冲突
或人物内心情绪起伏产生; 在形式上，可以充分利用电影多样性的
表现手段去创造。( 4) 在忠实于原作品的改变时要注意这种由知
名网络小说等作品形式向微电影转变时，主要是形式的转变，原著
中的故事、主题等都保持不变，只是原作中人物的性格和造型要塑
造的更适合微电影。剧情也要更加紧凑，冲突也要更加的激烈，便
于在短时间内吸引观众。( 5) 保留原作品某些元素的改编的。有
些改编保留了原著的情节和结构，但主题、故事细节和人物性格，
都被改编者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时人物的动机，故事的起因已按照
时下的逻辑思维重新组织了。( 6) 突出原著中人物的某个性格特
点，让他的性格在新的剧情中发挥到极致，使人物更具表现力和新
意。比如原著中人物有强迫症的性格，在微电影的表现中就可以
强化他的这种特点。通过多组镜头去表现他的强迫症性格。这样
对人物的形像塑造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7) 为原著的故事内容换
个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一样的故事往往能展现出不同的
魅力，这个时代的因素可以是现实中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当原著
的人物以过具有时代特征的刻画后，旧的故事就有了新的内涵和
意义。

4 微电影剧本改编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 1) 熟读文学作品，这点对于微电影改编来说能够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而最低要求也是要对原作有足够了解，且有深刻的
见解。( 2) 试着在阅读后复述一遍剧情，此时能复述出来的，一定
是印象最深刻的。( 3) 抽出原著中的高潮段落，去掉重复的高潮。
然后通过新的事件来连接这些高潮，因为原作的高潮往往是经由
有多篇幅才能达成的。( 4) 最关键的一点，不能将原作中的对白
运用到剧本上，如果使用原作对白，那么始终要受到原作的制约。

微电影剧本在进行改编时，我们可以在已有原作故事的前提
下，将更多的精力熟悉影视剧本文体的特性。可以尝试将一篇短
篇小说中适合进行影视表现的情节梳理出来，然后通过分场景、影
视化的写作方式将其改编为剧本。要结合科技、文风、美学等创造
因素，使作为视听艺术的微电影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能够符合大
众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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