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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年初一，季晨最新的编剧作品
《职场新丁》已经播出。“看到自己的作品
播出，有很大的满足感，这是工资和金钱
无法给予的快乐。”季晨说：“如今网络大
电影和网络剧高烧不退，市场对编剧的需
求不断增加。我未来打算继续往编剧方向
发展。”

同时，季晨也及时总结了这段时间剧
本写作的“金条玉律”：首先，剧本设计先
要定好主题和人设，后续剧本写作才会更
流畅。其次，必须设置戏剧冲突，这是构
思场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剧情障碍，没
有“事故”频频，没有造成观众看剧时的
紧张感和笑点，观众很有可能就换台了。
第三，剧本中语言尽量减少废话，没有促
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场次可删除。

谈起自己最想了解的职业，她说最近看
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很好奇博物馆馆
长的日常是怎么样的。

跟广场舞大妈聊天找灵感

一开始，季晨固执地以为做编剧
总得有做编剧的样子。编剧乔尔·
H·科恩的《辛普森一家》超过四分
之三的剧本是在星巴克写的。于是她
就兴冲冲地跑去咖啡店：“现在想想
挺好笑的，其实咖啡厅挺嘈杂的。”

后来，季晨找寻到一个适合自己
的创作环境——在家里点海洋味道的
香薰，烧开一壶好茶，开始了奋笔疾
书的剧本创作之旅。她大学学的专业
是广播电视新闻，其中有一门课是电
影语言，也算学了点剧本创作的皮
毛。再加上她的勤奋，每天抽出时间
看名导演的片子，分析镜头语言并且
做好笔记。

“一开始写得还算顺，每天能写5
小时以上，后来就遇到瓶颈了。”剧
本写到中期的时候，季晨总觉得情节
张力不够：“有些情节我希望观众隐
约猜出轮廓，但又不会完全猜对下一
步的情节，想达到那种‘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感觉，这就非常难。”

季晨说，创作如果走入死胡同，

不如出去散散心，能激发灵感。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编剧，需要

更多的阅历，作为一个90后编剧，其
实并不占优势。”季晨说，自从做了
编剧就养成了喜欢观察别人的“怪毛
病”。甚至晚上下班了，也会找广场
舞大妈聊天，她们来自各种职业，给
了她源源不断的“惊喜”。

晚上回去将可取的情节写入本子
里，脑力里闪过的都是镜头和画面。
季晨笑着说：“可能编剧脑洞都特别
大，某些情节还是文字的时候，脑子
里已经是可以动起来的画面了，还带
背景乐的那种。”

“一个影视作品的构建，需要确
定一个故事的主题以及情节、人物、
台词等等。”季晨说：“其中对编剧要
求比较高的是，对白构建的能力。”
台词尽可能给观众很真实接地气的
感觉。所以季晨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找
人唠家常，聊得多了自然会有些“生
活金句”出现。“有现实温度、贴近
生活的对白，才能出好的作品。”

好编剧不单单只关心作品
磕磕绊绊地，最终的剧本成品还

是出来了。可是，临拍前的两天，导
演提出要大改，意思是拍摄场地非常
局限，要季晨按照常规的场景拍摄。
但季晨坚持：“如果按常规套路来写，
跟那些老掉牙的剧情有什么分别，拍
出来观众也不会买账啊。”

“很幸运地，我遇到的第一位导演
很开明，敢于接受年轻编剧的新观
点。”季晨说：“当然编剧的话语权，
仅来自于她的作品。你有好的作品，
才可以挺直腰板去跟导演理论。”

编剧需要跟导演、演员不断沟
通，解答关于剧本的一些问题。其
次，编剧还要为服装、化妆和道具提
供意见。

但是，跟组的拍摄生活非常辛
苦，拍戏时常日夜颠倒，完全模糊了

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连续好几天都工
作到下半夜的季晨，不禁在朋友圈写
下：“怪自己，写了这么多夜戏。”但

“吐槽”归“吐槽”，作品还是要继续
认真配合着团队完成。

整整三个月，从前期策划、讨
论、构思，以及初稿完成，反复修改
到拍摄完毕。杀青以后，她并没有迎
来“解放”，马不停蹄地一头扎进剪辑
室去，她笑称自己变成剪辑老师的

“小监工”，整部剧的剪辑过程都提供
全方位的建议：“因为剪辑老师光看剧
本和场记本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编剧的
想法。比如，我在本子里写‘奇葩同
事扭着腰肢进了办公室’，但是这个镜
头要怎么表现？剪辑老师就会把这个
画面给铺上去，并不能想到配上
《痒》的背景乐才更显趣味性。”

最开心的是
看到自己的作品播出

季晨是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的90后编剧，起先做了两年多编导，误打误撞成了编剧。
因为公司能拍的剧本少，所以作为公司编导的季晨就开始试着自己写：“其实这只是个

契机或者说借口，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讲故事，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懂的人听。”

编剧季晨：保证5小时以上的剧本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