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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文化馆挂职椿树沟村的第一书记刘世成，
第一天到任，没带项目，没带资金，带了一车书，令
村民们大失所望。同时间，市委石书记下村考察时
发现了送书下乡的书都被当成废品在论斤卖，大部
分还是新书，石书记临时决定抽检椿树沟村送书下
乡的书到底去了哪里。村民们躲躲闪闪，有溜号
的，有装肚子疼的，其实，村里人不但不看书还嫌书

占地方，全当废纸卖了。石书记看到这一情景非常痛心，严肃地
对刘世成说：送书下乡如果是这种命运，我们不如不搞。当即布
置给第一天上任的第一书记一个任务：建设乡村文明离不开知
识，首先带领群众想办法学会读书。

这是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轻喜剧电视剧《遍地书香》的开篇
情节，开篇便注定了这是一部独特新颖的扶贫题材电视剧，从剧
名便能闻到一种文化的味道。中国的大部分乡村早已在经济上
脱贫，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电视剧《遍地书香》聚焦的就是在
经济上已经脱贫只剩个别贫困户的椿树沟村，用知识扶智，进一

步实现精神脱贫，为经济发展锦上添花的故事。椿树沟村在第一书记刘世成的带领
下，建文明新村，用读书带动经济，用人文振兴乡村。剧作主题立意非常鲜明：只有实
现精神上的脱贫，才是根本上的脱贫。

扶贫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很多，说实话雷同的不少，基本都是靠自然环境来搞开发
建设，建农家乐等，这部剧不一样，它靠的是椿树沟村人人读书的人文环境，打出自己
的旅游品牌，靠的是看山看水更看人这样一种全新视角，诠释了扶贫的关键是扶智。

读书不能光有实用性，还要起到人文修养提升的作用。剧中的几个典型人物，既
通过阅读一些农业科普技术方面的书籍，比如编织、剪纸、绘画，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又通过阅读朗诵古诗词提高文学修养，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能有观众会说，农民
看点知识类的书指导一下发家致富就行了，看古诗词有点不现实，其实不然。读书本
身就不是急功近利的事，只看重实用性的读书是读不出精神境界的。比如现在家里
的孩子，从小父母就让他们背诵古诗词，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家长都明白其重
要性，对于剧中农民的全面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农民喜欢上古诗词不仅不做作，还
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让农民背诵李商隐的诗词，他们能懂吗？可能当
时不懂，但是背诵的遍数多了，时间长了，就懂了。除了学以致用，无用之用是为大
用，这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读书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
是能换来人的精神素养，一个人精神境界提高了，那么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了。第一书记带动村民们搞建设，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依靠全村人的力量，这
是这部剧难能可贵的思想高度，也是一次突出的艺术创新。为什么很多企业家选择
椿树沟村来投资搞开发旅游，而不是选择别的村，就是因为这个村里的人跟别的村的
人不一样。椿树沟村把读书和生活、和村民梦想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艺术上，人物语言鲜活、生动，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人话”，拉近了作品与观
众，尤其是农村观众之间的距离。喜闻乐见的轻喜剧风格使剧中笑点不断，但该剧摆
脱了靠阴差阳错和误会营造的搞笑套路，都是来自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塑造，这是比
较高级的一种喜剧表现手法，比如农民画家李化边、全村第一富王可靠的喜感塑造，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书记刘世成的塑造更具突破，他朴实、善良、真诚，礼貌
待人，和所有村民说话都是以“请说”“请坐”“你请”开头，本身就代表了一位文明的机
关干部形象。第一书记把文明作风很自然地带到了乡村，而不是以往一到农村当起
村干部，就得粗门大嗓，甚至骂骂咧咧的所谓接地气。剧中也没有把下派书记写得无
所不能，第一书记面临了很多困难和尴尬。他不会做饭导致家里着了火，给村民送书
遇上狼狗，最怕狗的刘书记越怕越跑结果被狗咬了，他不熟悉地形掉进了深草丛，耽
误了第一次全村阅读会，没来几天自身麻烦便一个接一个。这些喜剧“笑”果和第一
书记的工作紧紧扭在了一起，既有笑点，又交代了人物性格特征。

有观众说，村民们开始都称呼刘书记，可到最后老百姓还是刘书记刘书记这样的
去称呼他，感觉他没有和老百姓融为一体，应该直呼他的名字刘世成或者世成大哥什
么的。我倒认为这部剧很纯粹，就是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从头至尾，老
百姓要的就是这样的书记，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员，虽然大家都很熟
了，书记与百姓完全融为一体，但是书记的形象、境界就是高于普通百姓，因为这正是
我们一直呼唤的当代共产党员的突出形象。这个党员形象立起来了。

贫困户陈三国的塑造也很用心，摆脱了人物塑造上逢穷必懒的惯性手法。陈三
国性格倔强，有自尊，他不承认他是全村最穷的一个人，他能自省，想极力摘掉贫困户
的帽子，最后在村组织的帮助下，在读书的作用下，他变得富有起来，通过编织产业实
现了他要成为全村最富的人的梦想，他还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个人物在剧
中不生硬，不刻意，不做作，人物成长轨迹自然流畅。

刘书记默默地为村民做了很多实事，最感动观众的是他让全体村民把每个人的
梦想都写在村阅读室的黑板上，刘书记最后也写上了自己的梦想：每位村民的梦想都
是我的梦想。后来，他再一次站在黑板前，念叨着谁的谁的理想实现了，发现大部分
都实现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该剧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当村民送他去市
里见市委书记时，认为刘书记肯定不会回来了，坚决不让他走，刘书记向村民保证：只
要有一个村民的梦想没实现，我就不离开椿树沟村。这个结尾很有深意：无论谁作为
第一书记再来到椿树沟村，都将继续为实现村民的梦想而努力。

看完这部电视剧，很强烈的一点感受就是，读书点燃了生活，生活又促进了读书，
读书让农民得到了美好、纯净、高尚的升华。

新作点评

2020年5月23日，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78周年纪念日，也是第7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现抗“疫”期间文
艺工作者所创作出的优秀文艺作品，记录武汉开城后的勃勃生
机，讴歌白衣战士的无私无畏精神，鼓舞全国人民必将战胜疫情
的斗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坚信爱会赢——文艺界

“以艺战疫”5·23特别节目》将在江苏卫视、湖北卫视、北京卫
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广东卫视、重庆卫视等8家
卫视频道播出，并在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时上线。

本次特别节目以“文艺是奋进的号角”为基调，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和策划核心，以“坚信
爱会赢”为主题，通过展现由中国文联和全国文艺家协会在疫情
期间组织各门类艺术工作者所创作出的各种强信心、暖人心、振
民心、筑同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地表现我国文艺工作者“以
艺战疫”的光荣使命与高尚情怀。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文艺
工作者不能出席本次特别节目，但也纷纷录制VCR,为活动加
油鼓劲，弘扬爱的力量。 （视 讯）

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作品征集工作正式启动
创办于1983年的中国电视金鹰奖，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唯一由观众、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会员和专家三方评选相结合的
国家级电视艺术综合奖，旨在评选和表彰
优秀电视艺术作品和电视艺术工作者。自
2006年开始，中国电视金鹰奖每两年举办
一次。为繁荣中国电视艺术事业，促进优秀
电视和网络传播视听文艺作品创作生产传
播，表彰优秀电视艺术人才，满足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第30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征集工作正式启动。

本届金鹰奖设立各类别电视作品奖和
电视剧创作单项奖20项。其中，电视作品
奖相较第29届金鹰奖，除设置最佳电视剧
奖1个、优秀电视剧7个外，还增设了最佳

电视综艺节目奖2个、最佳电视纪录片奖1
个、最佳电视动画片奖1个。电视剧创作单
项奖中，保留了最佳编剧奖1个、最佳导演
奖1个、最佳摄像奖1个，增设了最佳原创
主题歌曲奖1个；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
从原来的各2个，更改为观众喜爱的男演
员奖1个、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1个、最佳
男演员奖1个、最佳女演员奖1个。以上奖
项均包含网络视听作品。

参加本届金鹰奖参评作品须为2018
年3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在电
视台及视听网站首次播出过的作品，并应
符合《中国电视金鹰奖评奖工作章程》中所
规定的其他条件，严禁有劣迹的从业人员
及其作品参评。参评作品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0年6月15日。

（综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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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特别节目即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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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作家这个
职业恐怕是一个有些“高冷”的存在，
但透过最近在海峡卫视和优酷播出
的纪录片《文学的日常》，则让人看到
了作家生活更具“烟火气”的一面。
节目请来了麦家、马原、阿来、马家
辉、小白五位当代知名作家和他们来
自其他艺术领域的好友，每期以两位
好友间的轻松对谈和游览贯穿始终，
将真实的生活与虚构的文学交织起
来，呈现出个性鲜明的作家生活以及
被文学照亮而色彩纷呈的众生世
界。节目以清丽平实的风格在生活
中与观众对话，在展现作家独特而又
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因为新鲜文
学视角的观照而让普通的生活变得
鲜活而细腻，充满审美意趣，也使观
众在诗意的栖居中获得更多生活的
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延展。

这种诉诸生活的呈现方式首先
突破了来自书本的“作家”印象，让观
众深入鲜活的作家世界，让一个个有
着不同成长经历和丰富审美感悟的
个体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变得立体而
耐人寻味。第一期里的马原在先锋
小说家的盛名之下首先是一个带着
口音、穿着拖鞋、性格爽朗的东北大
汉，一场大病的冲击改变了他的生活
轨迹、人生态度和创作风格。从闯荡
西藏到归隐田园，从信奉进化论到关
注生命本真，幸福地欣赏老婆孩子的
日常争吵，在创作中从叙事革命的先
锋到回归传统的语言与生命的哲思，
马原从一位走南闯北的先锋派蜕变
成生活在诗里的哲学家。过去的一
切都在当下的桃源生活中留下了痕
迹，也为当下的静谧美好增添了独特
的审美意趣。影片就这样在过往与
当下的交织中，在作家日常的生活世
界与其创造的奇妙的虚构世界的对
话中为观众勾勒出鲜活的马原世界，
同时也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
在别处的生活世界。

第三期里，阿来与马原有很多相
似之处，同样热衷于展现迷人的异域
风情，同样有着对人生、生死和自然
的细腻体察，但又因为生活经历、精
神气质和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有着鲜
明的差异，二者正好形成遥远的契应
与妙不可言的对话。作为一位用汉
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与生俱来地
有着对文化的敏锐洞察和独到的跨
文化反思。正如他在《大地的阶梯》
中写道，“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
的藏族人生活相关的书籍中，有一种
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
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
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
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
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

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
德比照。”

与马原对异域文化的热情探索
进而沉浸其中所不同的是，阿来的观
察根植于体验却又从沉浸中跳脱出
来，与其保持距离进行冷静的思考。
这近乎学术的严肃观照无疑体现了
作家对脚下土地的深沉热爱，以及他
不同于马原的鲜明个性。这也让二
人看待自然的眼光完全不同。马原
将文学看做沟通物我、人神的媒介，
从人的体验出发寻求与自然、与神的
沟通。阿来则把一切都拟人化了，让
人与动物植物、与大地甚至神灵在自
然的世界中进行平等的对话，一如他
在节目中对兰花假扮雌蜂吸引蜜蜂
授粉的细微动态的生动描述，也如他
对地震发生时大地的拟人化心态解
读。这平等对话的视角和姿态给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以及对人
与自然的母题更深的理解。正如阿
来所欣赏的诗人杜甫，无论在真实的
生活中还是在虚构的文学中，作家始
终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冷静地思考着
文化、宿命、生死与超越，为观众展示
了诗意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俄国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认
为“文学只在它的创造者中存在，并
不来自勤奋而可信赖的职员，而是来
自狂人、隐士、异教徒、梦想家、逆行
者和怀疑论者”。这代表了相当一部
分文学家的观点，却在这部纪录片所
呈现的生活审美意境中显得偏颇和
激进了。在影片中，文学与生活的交
错一方面呈现出个性鲜明的作家世
界，另一方面则为每一位观众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新鲜的体会，使生活的时
空更为饱满，生命的体验更为细腻和
深刻。节目中史航与麦家谈到，作家
更像是神经裸露的人，没有皮肤的屏
障，他们对微风的感知都敏锐得异于
常人。正是借着作家们这双敏锐的
眼睛，观众得以细致品味雨中荷叶间
推杯换盏的热闹与孤独，涨潮的富春
江江面浑浊散乱却也别有韵味，西双
版纳林间的高大古树所承载的精神
寄托，花姐在野外爬墙摘香蕉的亦真
亦幻、趣味盎然，母子日常争执所体
现出的像画眉鸟叽喳逗趣一般的和
乐美好，看似悄无声息的花草树木为
繁衍生息而向动物世界展开诱惑的
趣味与感悟，更不用说香港街头的美
食和特色风土。中国传统哲学向来
以天人之间的关联性思考为核心，而
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中国文学
则自古以来一直承担着沟通天人的
角色。这便决定了中国文学在骨子
里是关注生活体验的文学，而这微妙
的体验大可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人
平凡的生活当中。

马原说，“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
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
不上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花。”文
学正是作家们创造的这一片树叶、一
朵野花，有时看似远离世俗，却让关
注它的人在生活中有了更多的惊喜
和光亮。而人们孜孜以求的本质，则
在不经意的玩味中闪现出来。对于
马原，因为对隐居生活的喜爱和“模
仿神”的文学创作而引发了对当代社
会天人格局失衡的思考和在身后回
归自然的愿望，这正契合了中国古代
先哲天人合一的本体探索。文学是
感知，生活在于和谐。对于麦家，他
回到了故乡的祠堂，在那里揭开了内
心撕裂的童年记忆，自我展现了跟随
一生的孤独和痛苦，同时又与小说中
爷爷讲述的蛇虫百兽作孽伏法不能
成人的故事相互映衬着，正是在真实
与虚构之间探讨孤独、因果和救赎。
文学是港湾，生活在于和解。在阿来
那一期，汶川地震现场的见闻给他带
来了持久的心灵冲击，让他10年来
严肃地思考着宿命、创伤与灵魂的超
越，最终在莫扎特《安魂曲》的启发

下，在《云中记》乐章式的叙述中完成
现实与神性的交融，借着逐渐高昂的
世间万物的合唱完成对亡灵的安抚，
对生命的礼赞。文学是慰藉，生命是
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偶然发生的伟大
奇迹。

作为一部由传统电视台和视频
网站联手打造的作品，《文学的日常》
这部纪录片也让人看到了主流媒体
在这个时代发挥文化传播价值时所
应追求的创新表达。它摈弃了传统
访谈节目以人物或作品为中心而不
自觉的追星、造神模式，没有浓墨重
彩地渲染人物成就，或者用小众的学
术剖析拉开与观众的距离，更没有走
到娱乐化的另一个极端，而是着力于
展现真实的作家生活和丰富的作家
世界，巧妙地将文学与生活交织起
来，将文学带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为
观众带来深层次的审美感受。这样
的作品对于快节奏生活中人们日益
固化和单一的思维方式，商业潮流裹
挟下日益贫乏和倾向于娱乐化和快
餐式的时代趣味起到了难能可贵的
纠偏作用。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生活审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生活审美
————评纪录片评纪录片《《文学的日常文学的日常》》 □□刘思宇刘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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