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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白墙、泛黄的瓷砖、堆积如山的课本……电
视剧《追光的日子》里“粗糙”的细节，还原了真实的校园
环境，通过“不完美”成就了作品的现实质感，让观众看
到了青春时光里的不完美缝隙，以及从裂痕中迸发的青
春火焰。

繁复的人生难题，相互映照的辉光
剧中的师生、父女、同学在困境中相遇，纷至沓来的

难题萦绕着每个人，不一样的缘由造成了一样的境遇。
高考，宛如伫立不远处的灯塔，而向着光芒奔去，成为所
有人摆脱当下困厄的希望所在。

故事开篇，每个人物的初登场都带着一丝狼狈，以
踉踉跄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视野中。在以往的青春励
志题材作品里，老师通常都是开导人生的形象，然而剧
中导师郝楠出场时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宽大的花衬衫
的台球厅老板。郝楠与大众心目中的教师形象截然不
同，更像个玩世不恭的学生，只是这一面让他成了一名
更接地气的老师。

故事没有过度渲染老师在三尺讲台上的无私奉献，
而是从“共生”的角度，刻画师生之于彼此的意义。郝楠
老师会哼唱“魂斗罗”主题曲，也会玩“超级玛丽”，本性
中的叛逆和孩子气，使得他真正走进了“十四班”学生们
的内心世界。只不过，重回讲台的郝楠是否心中也有怀
疑和退缩？假如故事能够呈现更为复杂的内心世界，故
事中的师生关系或许能有更为丰富的层次。

曾经因“唯分数论”导致严重后果，让郝楠的教学态
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台球厅回归讲台的郝楠既是拯救
者，也是被拯救者。作为老师的郝楠在帮助学生们一一
解开青春的绳结的同时，也找到自己生命中值得追寻的
光。落榜考生、叛逆学霸、厌学“富二代”……十四班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结，这些心结使得他们看起来和
学校有些格格不入，无法成为通俗意义上的好学生。

或不幸，或琐碎，或迷茫，剧中人的困窘各不相同，
但都在朝着光明的方向奋力前行。因此，当他们以全新
的面貌示人之时，意味着已经历了深刻的心理抉择，用
醒悟和努力换来行为的转变，这样的经历让他们的生命
焕发出更加斑斓的色彩。

平凡人生，因“追光”而不凡
“每次说飞机的时候，眼睛都放光。”任真、高远等学

生，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眼里的光总会因梦想而燃
起。以往青春校园题材作品往往着眼于朦胧而纯粹的
情感，而《追光的日子》从励志的角度讲述学生的追光之
路，用求学与成长诠释青春的含义。

整个故事始于任真填报志愿的风波，“高考志愿”是
青春梦想的具象化形态。求学目标背后，是少年人对未
来饱含热情的期许。医生、飞行员，或是赚钱养家，每个
人都有对生活的期待。他们看向未来的炙热的目光，照
耀着当下的自己。

高远看到飞机的时候眼藏不住雀跃，任真穿上白大
褂一扫生活的阴霾……虽然追光者是在向着前方的光
奋力奔跑，但真正点亮灯塔的是他们自己。这种对“光”
的向往，超越年龄段和行业的界限，其意义也远远大于

“青春校园”类型本身。
《追光的故事》中，学生们的困境来自原生家庭的

“拖累”、对父母的反叛，或是误入歧途的审美观和恋爱
观。次第展开故事塑造了生动的群像，每一个人的生活
串联起整个剧集，每位学生的个人故事都有其代表性，
也有值得思考的现实意义。故事从学生们的家庭生活
和内心世界入手，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厘清学生的困窘，
发挥教育对于人深邃的影响力。

然而，当笔墨集中在学生们的心理与家庭时，课
堂之内的故事就偏居台侧了。剧中在“原生家庭”方
面重复挖掘，却对学生攻克学业着墨较少，也较为泛
化。其实，学业压力或许才是所有高考生面对的共同
难题，也许有人挑灯夜读却依然不甚理想，诸如此类
与学习博弈的“共性”问题，同样值得花费篇幅去细致
地雕琢。

同时，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电视剧的叙事魅力相当
一部分在于“欲听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章回体般的
悬念。“高考”的主线像串珠一样串联起每个人的故事，
但是整体来看，故事之间的层层递进感不够强烈。在单
元化地分别讲述每个人的故事时，戏剧张力仍有可提升
的空间。

总而言之，电视剧《追光的日子》有着强烈的现实关
切，老师扮演着“解惑者”的角色，在追光途中指引方向；
一个个追光奔跑的少年人，锐利而鲜活，穿越生活的风
暴和迷雾，伸手触碰那束点亮人生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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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的日子》：
粗粝的生活质感
与鲜活的青春群像

日前上映的《最后的真相》倾注了黄晓明极大的心
血，他不仅担任影片的监制，还亲自上阵饰演律师。黄
晓明表示，律师丁义峰是一个有丰富维度的人，“他虽
然落魄潦倒、身陷困境，但是内心却能守护律师的信
仰，坚守正义，这种人生的亮色打动了我。”

提前一个月背庭审戏台词
《最后的真相》中，律师丁义峰曾因揭发自家律所

黑幕而被全行业封杀，郁不得志蛰伏多年。偶然的机
会他重出江湖，将一个必输的官司扭转成无罪，名利随
之而来。可案情的真相远非表面那么简单，在正义和
名利之间，他必须再做一次抉择。

黄晓明表示，这是自己第三次扮演律师，这三位律
师完全不同，“一个是生活得非常富足的成功律师，但
内心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一个是非常努力、阳
光、积极向上的律师；《最后的真相》里的律师丁义峰生
活不如意，有一点痞痞的感觉，他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
传统的、衣着亮丽光鲜的律师。这个角色虽然经济拮
据，母亲患病需要照顾，但他却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做的
事情，选择了正义，我看到剧本后非常感动。”

《最后的真相》里有戏份很重的庭审戏，需要演员
下很多功夫，黄晓明说自己提前一个月已经把词都背
好了，“庭审戏的词都是大段的独白，正常去读这些词
你会觉得很拗口。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这就是
他们的日常。”

人生付出和得到是平衡的
丁义峰本来是律师行业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因

为发现律所在业务上用了一些不正当手段，就检举了
律所。所以，他在6年后接下金喜妹这个案件时非常
想赢，希望能够回到那个让妈妈骄傲、让别人尊敬的状
态。

丁义峰这个人物的丰富性是促成黄晓明出演电
影的主要原因，“其实对丁义峰来说，他可以很简单地
赚一笔钱就走，也可以选择去找到真相。在与金喜妹
接触的过程中，丁义峰找到了作为一名律师的信仰，坚
持寻找真相，坚持法律的正义。这个过程也是丁义峰
成长的过程。”

黄晓明表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成长过程中可能
都会经历挫折，遇到两难的选择，“我觉得人生的付出
和得到是平衡的，所以还是要坚持善良。”

当监制希望帮扶新人导演
谈及担任监制工作，黄晓明表示，看到《最后的真

相》这个剧本之后很喜欢，而且导演是个新人导演，“也
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到新人导演。我跟团队说，如果
有可能的话，我来监制这部戏，搭一下演员阵容，做一
些除演员之外、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有了后来的监
制和演员的双重身份。虽说多一个身份多一份压力，
但我觉得尝试新领域也挺好。”

对于李太阁这位新人导演，黄晓明称赞他很认真、
很努力，而且有自己的坚持，“他第一次做长片导演，可
能怕有些镜头把握不准，所以拍的镜头会比较多，各个
角度都拍得比较细。但是，他的电影的叙事方式很有
意思，会用到倒叙和插叙的方式，让观众看电影的时候
有很多的反转，一环套一环的结构很好看。”

大力促成涂们和闫妮加盟
影片中，涂们饰演的马双喜和闫妮出演的金喜妹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需要“演技担当”的好演员，涂们和
闫妮出色地诠释了这两个人物。这两位演员的加盟，
也是黄晓明大力促成的。

黄晓明说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马双喜这个
角色特别适合涂们老师，“经过几次的讨论之后，涂们
老师决定来演这部戏。”闫妮同样是黄晓明看到剧本时

就想到的，“我觉得很幸运，最初想到的演员都请到
了。”

影片中，黄晓明和闫妮的对手戏很多。他说：“妮
姐演得特别好，金喜妹这个角色其实很难演，但她对于
人物细节的把握非常好，非常震撼。”

对于影片中马双喜和金喜妹的感情，黄晓明认为
他们是有爱情的。“有场戏是老马送了一束花给金喜妹
的儿子，上面写着给妈妈，就特别感动，看似非常凶的
一个人，其实内心是非常温柔的。每个人内心都有温
柔的一面，金喜妹和马双喜可能都是很边缘的人，我认
为这部电影最终呈现出的东西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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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寻找《最后的真相》黄晓明直言“要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