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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故事类  

作品：《长路漫漫》  

指导老师：陈祖继  

小组成员：邱靖雯、王沧茁、张新明、李德璋  

毕业论文：  

浅析如何运用剪辑手法协调影片故事性  

—— 以故事短片《长路漫漫》为例  

邱靖雯  

前   言  

《长路漫漫》讲述的是现代人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故事。片中追

求物质的人一无所获，心地善良的人却收获了爱情。由此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好人

有好报。主创人员想以此来表述恶人终有报应的思想，同时也希望表达出只要保持一

颗善良的心，最终会获得幸福生活的主题。  

这部短片是小组成员在校期间最后一部作品。在创作初期，我们试图丢掉流水账

式的故事情节，待后期剧本确定下来之后，组员就开始构思，要怎样剪辑才能更加准

确明了地表达短片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片子要有一个怎样的剪辑风格，才能让观众

更好地理解短片。  

观众想要了解一部短片，首先是视觉、听觉以及情感共鸣三方面的感知，这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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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三个方面，也是一部短片能否打动观众最关键的三个方面，因此后期制作便应

往这三个方面靠拢。比如影片中如何让观众准确地区分出时空的转换，声画的配合是

否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故事情节的完美展示能否让观众达到情感共鸣。从一部

短片中，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配乐及剪辑风格可以满足观众对短片的需

求等，这些都是创作初期及创作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本篇论文主要探讨短片后期制作对影视作品情感阐述的重要性，以及后期

制作为《长路漫漫》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一、正确选择剪辑线索对故事表达的重要性  

在《长路漫漫》的创作初期，根据短片的故事内容，组员一起详细分析设计了分

镜头脚本。小组成员想要表达一种扣人心弦的观影感受，镜头作为短片中最小的单位，

通过剪辑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  

首先要思考的就是剪辑线索。  

一般来说，短片按照时间线索剪辑，这是一种很基础也很普遍的剪辑思路，即按

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剪辑，但通篇使用这种剪辑方法往往会使短片显得枯燥乏

味。所以为了突出影片的故事性和紧张的节奏感，我们添加了交叉蒙太奇剪辑手法，

将同一时间不同时空的画面内容交叉组接在一起。  

1915 年，美国导演格里菲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和 1916

年拍摄的《党同伐异》，使电影语言“蒙太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格里菲斯创造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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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艺术独特的表现方法，将影片的构成单位由以往的场景式变成了镜头式。格里菲斯

在电影语言上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他运用剪辑手段，创造了电影句法和真正的电影语

言 [1]。他还运用闪回、平行、交叉、并列等手法，使电影在叙述故事、表现情节、揭

示人物内心活动等方面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把蒙太奇推向一个新阶段。在《一个

国家的诞生》一片中，脍炙人口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就是运用平行、交叉的剪辑手法

把剧情推向高潮。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阶梯的剪辑，充分肯定了

剪辑在塑造蒙太奇形象的过程中所起的非同小可的作用，产生了较强的戏剧性，增强

了可视性。  

交叉蒙太奇在电影中得到广泛应用。受到汤姆 ·提克威导演的《罗拉快跑》的启发，

方才在《长路漫漫》中加以应用。  

在《罗拉快跑》中，红色的电话响起，罗拉在房间接电话。镜头快速推向街道的

电话亭，曼妮在电话亭内打电话。镜头前推速度快得让人惊讶，巧妙地用镜头的速度

之快来表现罗拉思想的速度之快。通过这样的方法很好地把握了节奏，提高了影片的

观赏性，利用同一时间和不同时空内容的镜头，交叉组接起来，使两种动作构成紧张

的气氛和强烈的节奏感，造成惊险的戏剧效果。  

《长路漫漫》中有一场是常路去宾馆还路漫漫钱包的戏。在同一时间中，常路在寻

找路漫漫丢失手包的宾馆，同时路漫漫在得知宝石被掉包后也急匆匆地赶回宾馆。这

一场戏正好可以将双方看作两条线索平行展开后交叉为一条线即交叉蒙太奇，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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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观众更好地融入到短片所营造的氛围中去。  

以叙事为主的短片，单一的剪辑线索、流水账似的叙事方法不容易长时间吸引观

众注意力，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手段，能够加强短片的节奏感，利用同时间不同时空不

断转换，给观众以视觉上的刺激，从而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保持持续的兴奋。   

二、影视作品中剪辑节奏对故事发展的影响  

《长路漫漫》中的场景转换和多种拍摄角度的运用，使剪辑时镜头数量繁多。如何

在繁多的镜头中选择最佳的镜头进行搭配组接，是后期创作的第一步，同时，在进行

镜头组接时要按照短片的整体节奏达成最佳的视觉效果。  

剪辑节奏是运用剪辑手段对影片结构和镜头长度的处理所形成的节律。它是对影

片总节奏进行的最后加工，是影视片总节奏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一）内容和结构对剪辑节奏的影响  

故事片节奏的选择在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内容。在同一影片中，影片节奏也不会

是单一的，以故事短片《长路漫漫》为例，路漫漫和阿海在地下停车场和路漫漫心急

火燎地往宾馆走的两场戏，节奏是快速、急促的，让观众不自觉地进入影片带来的紧

张气氛中。而在之后路漫漫与常路在海边散步时，节奏又是舒缓的，让人感到十分的

舒适。由此可见，故事片的节奏是根据短片内容所决定的。  

故事片的节奏又有着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之分，内部节奏主要以影片中人物的心

理、语言动作和场面调度为主 [3]，比如短片《长路漫漫》中在宾馆的戏中，路漫漫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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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打电话得知刘洋出轨后内心的复杂，通过演员的面部表情表现出心理的复杂情绪。

然后刘洋出现在宾馆，两人的对话、路漫漫的动作全部表现出路漫漫的伤心，通过演

员的语言动作使影片的节奏紧凑。外部节奏主要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剪辑手法来表

现 [3]，比如路漫漫往宾馆走的戏中，如果采用两条长镜头不做任何修饰的衔接在一起，

那么这场戏就会很无趣，对观众没有吸引力，然而使用分剪的方式，使同一镜头切分

成两组使用，那么影片的节奏将会变得紧凑，让观众加入到这种氛围中，使短篇具有

感染力。  

内容决定结构，结构反作用于内容。内容不变，结构改变，节奏也就随之改变了 [4]。 

（二）音乐对节奏的影响  

对于短片中音乐的运用，镜头长度应与音乐旋律的节奏相适应，此时的节奏取决

于声画合一的形态 [4]。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音乐所剪辑成的画面节奏是

不同的，选取恰当的音乐会在很大程度上给短片加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短片所表

达的内容。比如在短片《长路漫漫》中，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

踢踏声，路漫漫一边点烟一边穿插在车与车之间。路漫漫停下后，一边吐着烟圈，一

边透过墨镜观察四周，而角落里正有一双眼睛看着她，突然，一双手抓住了路漫漫的

手臂，而路漫漫像是早就预料到一样，手臂一翻将人压在腿下。这时的配乐是神秘、

紧张的，因而画面也是如此。而在短片后半部分，路漫漫解开心结与常路在海边漫步，

这时的配乐是温馨的，轻松中带点浪漫，有一丝解脱后的快乐，随之画面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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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技巧剪辑升华影片的叙事功能  

画面剪辑是镜头素材的确定。画面内人或物内外部动作的取舍，具体的说就是对

画面内人或物内外部有效长度的确认。上下镜头画面造型元素的匹配，互动贯穿，指

的是画面构成元素和画面造型手段与剧情发展所需氛围的和谐统一，时空调整的合理

化与延展性，画面内人或物的运动防线转换与摄影机运动方向调度的统一。  

（一）剪辑点的选择  

剪辑点分为画面剪辑点和声音剪辑点。画面剪辑点分为动作剪辑点、情绪剪辑点、

节奏剪辑点三种；声音剪辑点分为对白（包括旁白、独白、解说）、音乐、音响效果剪

辑点。但是，不论是画面剪辑点还是声音剪辑点都必须以画面内主体为依据再进行镜

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 [5]。  

1. 画面剪辑点：动作剪辑点  

动作剪辑点，顾名思义就是两个镜头的衔接是在一个动作转换的停留处，也可以

说是顺着某一个动作的运动态势进行剪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影片人物的动作在衔

接上更加自然，影片更加流畅，同时还可以当作转场使用。举个例子：镜头 1 是甲乙

近景，甲挥了一拳打中了乙，乙倒下；镜头 2 依然是这样，但是是 2 人的全景，那么

怎么把这两个镜头剪在一起比较好呢？就是在甲打中乙的瞬间做剪辑点。因为，此处

为动作幅度的高潮，这样剪辑既符合视觉审美，又符合镜头衔接。用不同景别的镜头

来表现一个动作的情况，因为这样会让镜头语言更多样一些。但是流畅的画面组接在

剪辑的时候是有技巧的。视频剪辑中最常遇到的莫过于：起坐、起卧、拥抱、握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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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人在开会时突然很生气地拍桌子站起来，这个情况就不同于在正常的动作

剪辑点所选择的“站起”的点，要结合剧情需要以及人物的情绪，在正常情况下选择的

点处减掉 1～2 帧，这样衔接，动作急促流畅，符合人物的心情。  

短片《长路漫漫》中十分钟处，刘洋因为要石头和路漫漫发火而把路漫漫推倒在

沙发上的两个镜头则是运用了这个理论（见图 1）。上一个镜头刘洋的手作势去抓路漫

漫的肩膀，是一个中景镜头。接着一个镜头，刘洋用手抓住路漫漫的肩膀，是一个近景。

两个镜头的衔接十分流畅，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感觉不到镜头的切换，十分舒适自然。 

图 1 

选择动作剪辑点的四个基本规律：  

第一，在选择上下镜头的剪辑点时，通常是把上下镜头中某个完整动作的转换过

程，将较多的格数留给视距较远的镜头，而将较少的格数，放在视距较近的镜头，简

单地说就是近少远多。在《长路漫漫》中，阿海在地下车库把宝石交给路漫漫，路漫

漫打开袋子查看宝石的两个镜头的衔接就是运用了这种近少远多的规律。  

第二，上下镜头画面内的人或物的转化点，肯定不止一个。一般来说，在动作片

的打戏中应该用较大较明显的动作，常规剪辑处理是：以人或物外部动作的爆发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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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镜头的近点，比如出拳、踢腿、翻滚、起跳等动作的起点。以人或物外部动作的制

高点和难点，作为镜头的出点来转换镜头。在《长路漫漫》第一场戏中，路漫漫将身

后走来的阿海误认为尾随者而将其制服的几个镜头的衔接中就运用到以上规律。  

第三，上下镜头转换时，动作剪辑点是否明显，是否能够得以强调，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上下镜头中，人或物外部动作幅度的大小、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以及动作

与景别的远近关系，还有角度、光线、色彩的选择。  

第四，上下画内人或物的动作的衔接不必完全照搬生活中的真实过程，完全可以

创造性地进行省略压缩处理，依据剧情需要和上下镜头景别的选择，省略动作的部分

过程，尤其是较近的景别选择，景别外部动作的过程。这样可以使影视片的镜头时空

节奏更紧凑，节奏更明快，同时还可以加强动作的力度和紧张度，使其动作显得干净

利索，活泼敏捷。在《长路漫漫》第五场戏中，常路从进电梯到在楼道里找房间这一

系列动作仅用两个镜头就将这一段过程交代清楚。  

2. 声音剪辑点  

1）对白剪辑点  

对白剪辑点以“语言动作”为基础，以对话内容为依据，结合短片中的人物性格、

情绪及语言速度来选择剪辑点 [5]。  

人物对话（台词）的剪辑可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台词的平剪和串剪），其中包含五

种处理手法（见图 2 至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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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词平剪的三种处理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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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词平剪画面和声音同时出现，它的特点是平稳、严肃、庄重，它能具体地表现

人物在规定情境中所要完成的任务 [5]。在短片《长路漫漫》中，常路与路漫漫在宾馆

沙发上的对话采用了图 4 的处理方法—— 声音与画面同时出现又同时切换。上一个镜

头路漫漫的台词结束后，声音和画面都留有一定的时空。接着下一个镜头常路开始说话

时，画面与声音也留有一定的时空。这上下两个镜头都要根据人物对话时的情绪来选择

剪辑点。  

（2）台词串剪的两种处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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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台词串剪的剪辑方法在人物对话中比较常见，声音和人物画面不是同时被切换，

而是交错切出。它具备生动、活泼、明快、流畅等特点 [5]，剪辑点的选择不仅仅会对

影片的故事情节、观众的思想情绪产生一定的带动，而且也关系到整个影片的节奏，

所以我们要从影片的剧情出发结合人物的情绪、对话以及画面内容谨慎而恰当地去选

择剪辑点，进而达到我们需要的戏剧效果。短片《长路漫漫》的第一场戏中路漫漫与

刘洋打电话则是运用了如图 5 的剪辑方法。  

2）音乐剪辑点  

音乐剪辑点主要是以音乐的主题、旋律以及节奏等，同时根据影片剧情内容，镜

头画面中的主体来处理，准确地选择音乐剪辑点。在短片《长路漫漫》的开头部分，

这一场戏营造出了一种较为紧张的气氛，路漫漫在地下车库与阿海碰头之前，路漫漫

一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地下停车场。这时音乐开始，随后路漫漫发觉有人盯着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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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起来，这时阿海从后面走出来拍了一下路漫漫肩膀，这时候音乐达到高潮。这样

音乐与画面相互配合，使短片更加具有吸引力。  

（二）画面组接的逻辑性  

各种类型的影在镜头组接时都需要考虑镜头的衔接、场景的转换、各个段落之间

的逻辑性。它要合乎影片故事情节的进展、影片人物事件关系、影片的时空与时间转

换的逻辑 [5]，也就是生活逻辑；同时影片镜头的组接也要合乎观众的视觉逻辑，即事

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观影者的思维逻辑。  

画面组接的逻辑性也叫作镜头组接的连续性和联系性。连续性一般指的是外部画

面造型因素和主体动作的连续。联系性则是指戏剧内容动作上的有机联系。联系性更

侧重戏剧的内部动作 [5]，即戏剧动作的内在逻辑和主体的心理以及情感动作。观众可

以经常在影视片中看到很多发生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动作衔接在一起，从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段落，这就是画面组接的内在逻辑和戏剧动作内容的内在联系。短片《长

路漫漫》中最后一场，在海边常路拿出宝石给路漫漫看，并且告知了宝石得来的缘由，

接着是瞎子与路漫漫和常路的相遇。这样的剪辑方法正是画面组接的联系性中戏剧内

容的内在联系。  

（三）同一时空主体动作的剪辑方法  

同一时空，即是在同一房间、会议室、教室、商场、停车场以及户外广场、胡同

儿、小院等，一个场景内主体的动作。用画面表示一般就是上下镜头的景别要区分开，

以人为主体，上镜头人物向前走，出画。下镜头，人物从画外走进画内（上下两个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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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景别不同）。这两个镜头的衔接属于同一时空内主体动作的衔接。  

短片《长路漫漫》在六分二十五秒处，上镜头，常路拿着路漫漫丢失的钱包里的

房卡问路；下镜头，常路看着房卡走到楼里（见图 7）。  

（四）画面的分剪插接  

分剪，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镜头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镜头使用 [5]。所以，它呈

现在观众眼前的效果应该是多个镜头，而不是一个镜头。它的目的和作用有四点：加

强影片戏剧性；调整不合理的时空关系；制造紧张的气氛和悬念；增强节奏感 [5]。  

在短片《长路漫漫》中，路漫漫急匆匆把从外面回宾馆，常路在宾馆找房间号这

是两个镜头（见图 8）。  

   

图 7 

   

图 8 

常路在对照房卡上的门牌号寻找房间，之后敲门；路漫漫急匆匆地从外面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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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完整的镜头，将它们连接起来也是可以的，但是画面单一，没有节奏感和紧

张的氛围不能达到短片的预期效果，而且不能激起观众的观看欲望，所以将这两个镜

头分剪为四个镜头（见图 9）：  

   

   

图 9 

常路在对照房卡上的门牌号寻找房间；路漫漫从外面急匆匆回宾馆，在楼梯上；

常路找到房间并敲门；路漫漫上完楼梯。  

将原来的两个镜头分剪成四个，画面内容没有变化，只是镜头数量增多了，但它

所达成的效果完全不同。这样使短片的节奏感更强，有了导演所要表达出来的紧张气

氛，也更加吸引观众。  

（五）利用色彩变化增强影片的视觉冲击  

第一，带有特殊意义的色彩改变，这种是影片导演想要表达一种特殊的情感，通

过色彩的不同来表现。比如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导演史蒂文 ·斯皮尔伯格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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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黑白色调，但其中有两处出现了颜色，便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红衣服小女

孩就是导演给辛德勒思想上转变的一个契机，红色是活泼同时也是死亡的颜色，电影

中第一次小女孩的出现是无助奔跑在屠宰场，第二次出现时她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这

就是辛德勒心理转变的关键，也是导演史蒂夫 ·斯皮尔伯格用色彩来表达他的思想，让

观众更容易理解影片。在短片《长路漫漫》中也有依靠色彩来表达导演思想的镜头，

比如在超市的那场戏中，常路结账时看见了一个黑色手包，接着是常路的两个回忆镜

头，这两个镜头用了偏黄的复古色调处理，区别于短片其他镜头，让人一目了然，有

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短片。  

第二，在粗剪完成后根据影片的基础色调需调整个别镜头的颜色，因为在拍摄过

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因素，由于某些原因，同一场景内的戏不能在计划之内完成，

导致光线变化较大，在后期制作中则需要根据影片的整体色调调整 RGB 曲线，使影片

在色调上保持一致。短片《长路漫漫》中，有一场路漫漫、常路和刘洋的对手戏，这

场戏的拍摄场地在室内，由于拍摄难度较大，导致了拍摄时间较长，从白天至黄昏的

光线变化使得这场戏在后期剪辑的调色时，任务异常艰巨。另一场海边的戏，拍摄时

的天气与导演预计的有一定差距，所以为了配合故事的整体基调与叙事连贯性，后期

对这场戏的颜色进行了微调。  

色彩差异决定了短片的叙事是否流畅，通过课上学习和课后阅片从中学到了很多

色彩的运用方式。综上所述，色彩决定了一个故事片的可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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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电影剪辑专业化反映了电影艺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影片的再度创作。剪辑可以更加准确鲜明地体现影视片的主题思想，做到结构严谨、

节奏鲜明。  

在短片《长路漫漫》中，后期制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后期剪辑艺术使《长路漫漫》的节奏更加紧凑，叙事更为流畅。运用蒙太奇思维，

使短片的可观性增强，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对后续情节的发展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

配乐的添加可以为短片渲染气氛。后期制作可以使短片更加准确地表达出导演在短片

中所想要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但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验证理论的真实性及可靠性。这次毕

业作品的拍摄，小组成员们都学到了很多。我们要在前一天拟订好第二天的拍摄计划，

联系确定好场景、演员的服装以及化妆、拍摄所需要的道具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这

样在拍摄过程中会省去很多没必要浪费的时间。在后期制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剪辑

软件是后期制作人员的基本技能，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清晰地剪辑思路，帮助影片更好

地表达出影片所想表达的思想。  

作为一部学生作品，短片《长路漫漫》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在后期制作

配音时，根据剧情需要我只能在自己有限的音乐库中寻找合适的音乐，不能做到给短

片一部独一无二的属于它自己的音乐，在特效方面《长路漫漫》的展示也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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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会更加注意电影和音乐的积累，去了解熟悉更多的软件，剪辑时更加细致

全面，希望可以在之后的每一部短片中都能取得进步。这是我们在校期间的最后一部

短片，我们会带着我们的梦想，带着老师的期许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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