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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同名教材的修订版本，从理论和实践各方面系统阐述了影视文学脚本的创作要点
。本书分为绪论概说篇、题材主题篇、故事情节篇、结构呈现篇、节目脚本篇七部分。
 

内容简介

根据影视艺术创作的不同阶段，存在三种剧本形态：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和记录镜头
的工作台本。属于“影视文学”的，当然是电影、电视剧的文学剧本。
王国臣编著的《影视文学脚本创作（第2版现代传播广播电视传播）》这本研究影视文学
脚本创作的书大体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概说篇，题材主题篇，故事情节篇，人物形象篇
，冲突悬念篇，结构呈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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