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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龙少年》中张若昀引领学生硬核逆袭
编剧陈舒：浪漫框架展现实主义校园内核

“再次感叹，《鸣龙少

年》的镜头语言真是妙

啊。”“推荐《鸣龙少年》，演员颜

值高，演技还不错，剧情吸引

人，导演的镜头让人看得懂。”

“张若昀在《鸣龙少年》中的演

技已经进化到了让我完全忘记

了演员本身，只记得雷鸣了，再

加上丁黑导演的拍摄手法，运

镜，转场，各种剧情埋线，剧本

身想表达的内核，让我觉得《鸣

龙少年》这部剧真的是质量上

乘之作！”……目前，由丁黑执

导，陈舒编剧，张若昀、黄尧主

演的青春校园剧《鸣龙少年》正

在热播，网友热评不断。

该剧讲述了教师雷鸣（张

若昀饰）和桑夏（黄尧饰）共同

成立了鸣龙11班，帮助五位学

生直面困境突破自我，最终逆

袭考上心仪大学的故事，展现

当代青少年直面困境、突破自

我的成长历程，也将老师与学

生间相互疗愈的温暖底色尽

显，谱写别具一格的青春故事。

人物简介
陈舒，编剧。编剧作品有

《绣春刀》《绣春刀 II：修罗战
场》《刺杀小说家》等。近日，由
其编剧的青春校园剧《鸣龙少
年》正在热播。 角色形象真实有深度

《鸣龙少年》的故事发生在星洲

市一所私立高中鸣龙中学。为了让

学生们更好地发挥潜力，学校成立

了以英语教师雷鸣和心理老师桑夏

为首的高三11班，从教育和心理辅

导的角度出发，因材施教，引导学生

克服困境，重拾梦想。

该剧编剧陈舒说，《鸣龙少年》

的故事充满了少年气息，“他们的逆

袭故事总是能吸引我。”在她看来，

“一群失意的人要去完成一件基本

上不可能的任务，这种叙事模式充

满了浪漫主义的气质。”除此之外，

故事本身承载的内容又很当下很现

实。“它在一个浪漫主义的框架中有

一个现实主义的内核。”

为了准确、真实地展现高三学

子的学习过程，编剧组在开拍前展

开了近一年的调研工作，包括采风、

高三课程体验、与班级一起上课以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对大量

的人物进行采访，包括家长、老师和

学生。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资料调

研，包括观看相关纪录片、阅读相关

文章和书籍。陈舒直言：“我们的目

标是要让采访内容丰富多彩，通过

大量的采访素材，将这些主题融入

到人物的塑造中去，力求呈现出鲜

活、真实且富有深度的角色形象，并

探讨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

回忆起创作

过程，陈舒表示：

“编剧团队文科生

偏多，在写硬核的

学习部分的时候，

我们把高三所有

的教材都买了，自

己做，做到理科题

的时候，很多做到

高一就已经不行

了。要怎么写‘学

霸’的学习方法，

这个是我们遇到

的最大问题。”好

在，在创作阶段有

学习指导、心理指导为团队把关，譬

如剧中应用到的唱K背英语单词、打

太极拳记地理知识、投骰子背历史年

份等趣味化视觉化的学习方法，都是

编剧团队与学习指导共创的结果。

一体两面与角色共情

剧中，张若昀饰演的“雷鸣”，是

一个有沧桑感和故事感的教师形

象。陈舒表示：“雷鸣出场的时候不

太符合我们心中一个人民教师应有

的典型印象，这也是有点剑走偏锋

的写法。他有点像社会人，一个生

意人，而不是一个老师。他爸爸是

一个非常优秀模范的教师，他的成

长过程当中，由于父亲对工作、对学

生的过度投入，对他的关心是缺失

的，也导致雷鸣从小有叛逆心理。

他最辉煌的时候也试图靠近父亲，

不仅仅赋予学生知识，还要陪伴学

生成长，但他遭受了挫败和打击。

所以开篇进入故事的时候，雷鸣是

带有一些创伤后的应激综合症的，

感觉他有点不近人情、有点冷酷。”

与“雷鸣”不同的是，黄尧饰演

的“桑夏”总是充满能量。在陈舒看

来：“桑夏是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是

冷是暖，她是可以自行发电的小太

阳。雷鸣和桑夏，一个是狼性的唯

分数论、成功论的，一个更在意学生

的人格完善、在意学生的成长体验，

更关怀学生到底想要什么，到底开

心不开心。后面他们会进行微妙的

转换和融合。”“雷鸣”和“桑夏”也特

别像陈舒工作与生活中的“两面”，

她说，“我自己工作中是一个很讲求

效率、希望有点狼性的人，唯目的

性，所以我对雷老师是很崇拜的，我

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强的实用主义

者；但是生活中我觉得我很桑夏，有

点跳脱，有点混不吝的乐观，想向周

围的人散发能量。所以写雷鸣和桑

夏的时候是很共情的。”

此外，剧中诸如“龙生龙，凤生

凤，但你给我记好了，后面的内容你

可以自己填空”“时间是追赶不来的，

管理时间、控制时间”等台词，也引发

了不少网友讨论。对此，陈舒表示：

“我们写台词的时候不是刻意奔着一

定要出金句的目标去写的，我认为当

创作者真正进入到人物的时候，这个

人物说的台词就会符合这个人物。

我们内部开会也常常说，观众都能感

觉到编剧写剧本时是在用技巧还是

动了感情。但那个时刻一旦来了，你

会发现人物台词中的一字一句，语

句、语调都会栩栩如生。”

感谢导演纵容我们的天马行空
记者：这部剧吸引你去创作的原因是什么？
陈舒：首先，因为它的少年气，主角是一帮少

年。一帮少年逆袭的故事永远是会吸引我的；其次

是叙事模式，一帮失意的人要去完成一件基本上是

不可能的事，本身这种叙事模式就是具有浪漫主义

或者理想主义气质的，这种叙事的气质也挺吸引我；

最后，故事本身承载的东西又是很当下、很现实，在

一个浪漫主义的框架中，其内核是现实主义的，涉及

非常当下的话题，包括教育的话题，也涉及我们每个

人曾经经历的少年、正在经历的成长，还包括家庭层

面和学校层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很时下的，很现实

主义，所以就参与到了编剧工作当中去。

记者：创作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陈舒：第一个难点是要怎么写“学霸”的学习方

法，因为有学习指导出现，有了这方面写学习的底

气；其次编剧团队相对年龄比较年轻，甚至离开校

园没多久，最初写作的时候，大家更多地代入的情

感是在少年人身上，栩栩如生，妙笔生花，包括一些

语言，自己的所思所想，很多投注到少年的身上。

第一轮、第二轮剧本之后，就会觉得雷鸣、桑夏等成

年人的那部分，关于他们的行为、思想等，遇到了很

大的创作瓶颈。等丁黑导演加入，到后来确定了若

昀参演，有了具体的人物的投射和想象以后，到第

三轮、第四轮剧本创作，少年的角色和老师的角色

就都能够鲜活起来，真正地生动起来了。

记者：如何理解《鸣龙少年》的“新”？
陈舒：对于编剧来说，《鸣龙少年》有一个很新的

点在于序幕，你会发现每一集前面都有一个偏小序

幕的剧情设计，它不是常规电视剧使用的方式。而

且它的序幕有很多类型，很多风格，有一些偏现实主

义风格，有的是超现实主义，还有rap序幕、古装剧的

序幕等。我们做序幕的方式还有点任性、天马行空，

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非常享受。但我们每集的序幕

也不完全是为了花哨而花哨，它和单集的主题、主要

人物的命运等是相关的，非常感谢导演能够纵容我们

这样的任性和天马行空，把每个序幕都非常精心、非

常认真地做出来，而且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记者：希望观众通过这几个少年的故事获得
什么？

陈舒：《鸣龙少年》是浪漫主义的架构，我自己

理解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在荧屏上的愿望成真，所以

可能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是真心希望11班的学

生能够考上最好的大学，这个是情感的真实，情绪

的真实。那它是不是可以给予现实中观众一种力

量，一种祝愿，希望每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想改变命

运的人都可以带着愿望，不要惧怕危险，去前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实习生莫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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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陈舒

《鸣龙少年》编剧团队。

《鸣龙少年》剧照。

黄尧饰桑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