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伍、舞台劇本的書寫方式

《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故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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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16

The Creationof Original Screenplays

《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劇照 — 以十六部電視機
畫面呈現與劇情併線而行的意識詮釋。（黃英雄

攝）

《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劇照 — 人性的矛盾與掙
扎永遠是戲劇的動力。（黃英雄提供）



10

《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劇本

DV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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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編劇不能忽略的項目

一、改編劇本

11

12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18



二、佈局與呼應

The Girl On The Bridge
13 14

The Sheltering Sky

Bernardo Bertolucci

15

三、意旨的哲學性

Death of A Salesman

Arthur Miller

Willy Loman

16

Babette`s Feast

17

Bernard Rapp

A Matter of Taste

Last Year in Merienba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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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touch of Spice 20

Tassos Boulmetis 21

四、五覺與六識的本能與創作潛力

The Five Senses 22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20



23

The Color of Paradise
24

五、映象動能與情境生命

Blu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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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視劇的書寫方法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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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尾語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24



■註釋

1 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寫作範圍甚廣，有小說、報導、評
論、舞台劇、廣播劇、電影腳本、短編故事以及訪問錄等約158
篇之多，摘錄自張靜二（1989）：亞瑟．米勒的戲劇研究（第
一版）。台北市：書林出版。

2 推銷員之死》於1949年2月10日在紐約百老匯莫洛斯克劇場
Morosco Theater）開演，至1950年11月18日始告結束，前後

共演出742場，可謂盛況空前。
3 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是巴西導演華特．薩勒斯
（Walter Salles）1998年震驚世界影壇的作品，被評為全世界最
好看的電影之一。

4 中央車站》演出後雖暴露了巴西比例頗高的文盲現象，倒使得

巴西政府必須正式面對這個問題，因而在各車站內仿效劇情設置

替人寫信的服務，提供了識字班的推廣。

5 茶館》是大陸作家老舍的長篇鉅著，曾多次被改編為劇本，本

文介紹內容乃以到台灣公演的北京曲劇《茶館》為主。

6 耕莘小劇場原係耕莘文教院新大樓的地下二樓一塊只供票友票戲

之所，九○年時黃英雄當選耕莘青年寫作會理事長，著手將地下

室二樓改建為小劇場，在連續二年獲得文建會的補助而成為台北

市著名的小劇場，可惜在九二一地震後大樓拆除，小劇場也不存

在了。

7 編劇為一度創作，導演為二度創作，剪接為三度創作。

8 吳爾芙的創作原書名叫《時時刻刻》，但出版前改為《戴洛維夫

人》，故麥可．康寧漢以男性觀點重新詮釋《戴洛維夫人》時，

將書名取為《時時刻刻》。

9 「塊狀分場」概略分場的新創名詞摘錄自黃英雄（2003）：編
劇高手（初版）。台北市：書林出版。

10 摘錄自黃英雄（1994）：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初版）。台北
市：遠流出版。

11 摘錄自黃英雄（1994）：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初版）。台北
市：遠流出版。

12 這個構想來自一則新聞，事件發生的地點在台灣某大學的操場。

13 原名「橋上的女孩」，導演：派翠西．拉康提（P a t r i c e
Leconte），演員：丹尼爾．奧圖（Daniel Auteuil）、凡妮莎．帕
哈迪（Vanessa Paradis）。

14 節錄自黃英雄（2004）：國民電影院（初版）。台北市：國立國
父紀念館編印。

15 引述自黃英雄（2003）：藝術電影賞析（初版）。台北市：國立
國父紀念館編印。

16 摘錄自張靜二（1989）：亞瑟．米勒的戲劇研究（初版）。台北
市：書林出版。

17 摘錄自黃英雄（2003）：藝術電影賞析（初版）。台北市：國立
國父紀念館編印。

18 編劇：六○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的代表人物阿雷．雷奈（Alain
Resnais）、阿雷．霍．格里耶（Alain Robbe Grillet）。

19 摘錄自黃英雄（2003）：去年在馬倫巴（初版）。台北市：黃英
雄的部落格。

20 希臘出品，導演：迪索．布麥特斯（Tassos Boulmetis），2004
年半自傳式作品，希臘有始以來賣座總冠軍電影，獲希臘影展八

項大獎。

21 迪索雅典大學物理系高材生，拿到歐納西斯獎學金後，到美國加

州UCLA攻讀電影，回國後開始參與電影、電視、廣告製作，本
片是他半自傳式的電影，歷時十年籌劃，身兼編劇、導演、製作

數職。

22 導演杰里米．伯德斯華（Jeremy Podeswa），1999年參與坎城
影展獲得佳評的電影。

23 本劇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中演出，以影片及意象手法，直到人頭

落地時才還原舞台的現實情境。

24 導演馬基．麥吉迪（Majid Majidi）曾以《天堂的孩子》崛起國
際影壇，伊朗第三代導演。

25 波蘭導演 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以
法國國旗藍白紅三顏色拍攝了《藍色情挑》、《白色情迷》、《紅

色情深三部電影》，分別代表著自由、平等、與博愛，稱為藍、

白、紅三部曲。

25美育第152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2

The Creation
of Original Screenplays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