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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一个都不能少》《绿水青山带笑颜》《温暖的味

道》为代表的脱贫攻坚农村剧在荧屏热播，一批电视剧凭借

农村脱贫致富故事走红，这些农村剧在反映农村现实风貌、

呈现农民情感脉络，以及记录农业发展成就方面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历史地看去，农村是走进中国社会的

重要窗口，欲了解中国历史首先应深入中国乡土社会，欲了

解中国农村首先应走近中国农民，只有读懂农村，才能读懂

中国社会，只有读懂农村文化和农民，才能理解中华民族文

化的底色和本色。事实上，脱贫攻坚是我们党践行初心和使

命在乡村社会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

战略举措，也是人类发展史上大面积消除贫困的一次伟大历

史壮举，对于农村社会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具

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巩固

党的执政根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于此，我们的影视工

作者有责任向伟大的乡村变革致敬，脱贫攻坚农村剧在电视

荧屏上的回暖和热播，也为我们提供了回眸扶贫农村剧创作

历程，总结农村剧创作经验与教训的良好契机。

农民是伟大历史实践的变革主体和创造主体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中，农民始终是这场伟大历史实践的

主人和主体，可以说，一部中国农村史，就是农民群体的脱贫

致富史，农民成为了脱贫攻坚电视剧永恒的话题。在现实主

义传统的影响下，农民是乡村故事叙事的最佳切入点，也是

农村剧创作的绝对叙事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脱贫农村剧蓬

勃发展，《桃园女儿嫁窝谷》《幸福岭》《养猪姑娘》是第一代脱

贫攻坚农村剧的代表，作品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中

颂扬和欢呼农民主体致富的积极性，新农民成为了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开

始扬帆起航。各种喜闻乐见的故事和生动活泼的形象，记录

着新中国生产建设、农民思想观念蜕变的历史轨迹。改革开

放以来，《葛掌柜》《新星》《篱笆·女人和狗》是第二代脱贫攻

坚农村剧的典范，此时的农民主体是精神乡村变革和物质乡

村变革的中坚力量，突破计划经济的新型农民在市场化浪潮

中开始了新的脱贫致富旅程，有技术、有文化和有头脑的新

时期农民大量涌现，他们以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助推实现

农村脱贫致富的历史使命。1990年代以来，《一村之长》《党

员二楞妈》《牛玉琴的树》是第三代脱贫攻坚农村剧的代表，

反映了农民群体在现代文明冲击和挤压中求生存与求发展

的两难窘境，生命的欲望、生存的艰辛、道德与伦理的破碎、

离土与守土的焦灼在撕扯和折磨着乡村儿女的心灵。新世

纪以来，《希望的田野》《静静的白桦林》《永远的忠诚》是第四

代脱贫攻坚农村剧的典型代表，荧屏中的农民主体直面新农

村建设的艰难困苦，在脱贫攻坚中自觉守望乡土社会的精神

家园。新时代以来，《索玛花开》《一个都不能少》《一诺无悔》

是第五代脱贫攻坚农村剧的杰作，基层干部、返乡大学生和

“第一书记”成为扶贫队伍的主力军，在精准扶贫战略下，农

民群体对脱贫致富的实践更加自信和自觉，农民从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建设者”，转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改革者”。荧

屏上的农民形象成为新中国农村巨变的缩影，可以说，一部

农村脱贫史，就是一部农民主体的成长史和蜕变史。

勤劳致富是农村社会脱贫攻坚的动力源泉

历史地看去，每次经历社会战乱和动荡后的中华民族，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总能迎来一个盛世时代，其中的根

本原因是中国农民是天底下最勤劳智慧的土地之子，为中国

社会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脱贫攻坚的各

个历史时期，任何的输血帮扶只是农村致富的外部援助性因

素，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决战脱

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内部决定性因素，勤劳致富才

是农村社会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的基础。中国农民相信劳

动改变命运，坚信勤劳能够致富，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奔跑在

脱贫致富的大路上，这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最朴实的行动，

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理想。纵观各个时期的脱贫攻坚农

村剧，勤劳致富是农村社会一步一步战胜贫困的源动力。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年代，脱贫农村剧中留下了他们劈山引

水、土壤治理和植树造林等战天斗地的历史场面，农村剧《焦

裕禄》《桃园女儿嫁窝谷》《女状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改

革开放的火热年代，农民的勤劳致富搭上了现代生产力的快

车，他们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探寻改造生产方式、转移过剩劳

动力、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以开拓进取精神诠释了勤劳致富

的时代内涵，乡镇企业和劳动力输出成为农村社会转型发展

的重要支撑，农民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为农村社会创

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在农村剧《美丽的田野》《都是外乡

人》《天高地厚》中都有详细反映。新时代以来，随着先进文

化、先进理念和专业人才等精准扶贫措施的强力支持，广大

农民在产业脱贫、生态脱贫、文化脱贫的大路上尽情挥洒着

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脱贫自信和致富自觉

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湖南的十八洞村、浙江的余村和山西的

右玉，成为新时代农民勤劳致富建设新农村的典范和样本，

脱贫攻坚农村影视剧《太行赤子》《十八洞村》《右玉和她的县

委书记》均有生动形象的反映，这是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牺牲

奉献和开拓进取成果的最好体现，是勤劳致富精神久久为功

和与时俱进精神的生动写照，穷则思变、乐观开朗和以苦为

乐的农民群体，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

民族内生动力，这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中国梦实现的重

要基石。他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认同生态文明、

乡村文化守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

乡土文化根脉的传承和坚守成为时代主潮

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农耕文明

向都市文明转型的艰难阵痛。一段时期以来，城市与农村的

断脐分离，令贫穷的、宗法的、传统的农村与富有的、契约的、

现代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都市重心的确立和都市

文化的崛起，乡土文化遭到了冷遇和挤兑，城乡二元结构的

体制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长期失衡发展现状，农村文化在都

市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逐渐失语。新时代以来，我们意识到

了问题和矛盾的突出性，没有农村的脱贫就没有全社会的小

康，没有乡土文化的守正创新，就不可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强力支撑

就没有中国梦的牢固根基。为此，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强势推进，技术、人才和物质大幅向农村倾斜，再加上

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和青壮年的回流，乡土文化根脉的传承坚

守和农村文化的复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下热播的脱

贫攻坚农村剧对此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反映，从农村剧《绿水

青山带笑颜》中不难看出，年轻人“返乡”成为一种时代热潮，

农村成为了一方新的时代热土，农业找回了应有的战略地位

和价值坐标，我们在正本清源和传承转换中对乡土文化根脉

进行了全面检讨和纠偏。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

土社会，乡土性是中国社会先天性的基因和胎记。土地是农

民安身立命与精神寄寓的主要依托，他们与土地之间达成的

精神契约，不仅是世袭的而且是永恒的。现代都市文化和传

统乡土文化并不矛盾，传统文化在维系乡村社会的稳定村社

结构，形塑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审美

方面，发挥了奠基性和传承性的作用。不容回避的是，一元

独大的都市文化存在种种弊端，实利主义和契约精神放逐了

农耕文化的古道热肠和温情脉脉，都市文化的短板正好是乡

土文化的长项，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利于克服都市文化和

资本逻辑带来的系列问题，农耕文化对实利文化的弥补与匡

正效应十分明显，同时，实利文化对农耕文化弱点可以进行

有效的提升与激活。

随着决战脱贫攻坚最后时刻的到来，脱贫攻坚农村剧有

责任记录这场人类历史上战胜贫困的人民战争，有义务用心

用情书写农村社会千百年来发生的山乡巨变，这是中国电视

剧艺术的本分和荣幸。

关 注

评 点 乡村图景的诗意表达
□郑 伟

在当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版图中，乡村是一个重要的叙

事场域。近年来，农村题材纪录片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不乏

精品力作：无论是探寻隐秘净土、追求精致唯美视觉呈现的

“轻氧”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还是注重乡间纪事的纪录电

影《乡村里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拉林河畔》《天山脚下》，这些

作品都以不同的风格与视角，拓展着纪实影像的创新表达。优

酷近期上线的5集新媒体纪录片《大地情书》，延续了乡村写作

的清新之风，在敬畏自然、感悟生命的叙事中，传递出了一种

别致的诗意。

一如片名所示，情愫与意蕴，首先来自黑土地上独有的场

景。寒冬的早晨，江面上的采冰人一字排开，奋力开凿的冰钎，

与配乐的鼓点完美共振，形成了一曲激情饱满的冰上舞蹈。冰

雪、稻田、森林……作为一部地域特征鲜明的纪录片，片中景

观式环境与主人公日常相交融，营造了叙事诗般的画面呈现

与基调氛围。

《大地情书》所选取的主人公是一群平凡却带有某种典型

气质的乡民：祖孙三代采集山货的“跑山人”、制造美味的手艺

人、大嗓门的收割冠军、二人转剧团的业余演员等等。纪录片

以纪实拍摄的方式，将新鲜且带有质感的人物故事真实自然

地铺展开来，也因此充满未知与期待。79岁的老邵是一位即将

卸任的鱼把头，打了一辈子渔的他，经验熟稔于心，欣慰之情

溢于言表，然而，正是这场准备告别的打渔，却遭遇了他一生

中极为罕见的“空窝”，长达1000米的巨网，收网时只捞得几

尾鱼。作品成功地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现场气氛因为这戏剧性

一幕的出现而发生了微妙变化。偶然的失手，让性格要强的老

人压力重重，却又不甘失败。凌晨4点，顶着零下30度的严寒，

老邵带领渔工们再次出发，等待他的显然是一次意义非比寻

常的挑战。幸运的是，他终于不负众望，满载而归，也为老邵的

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事实上，不单是老邵，几乎片中所有主人公，都有着劳动的

甘苦和收获的快乐。而这背后，更是一颗颗执著且坚韧的内心：

大山深处，面对那棵因过于危险被采摘人放弃的树，小范克服

困难，攀爬至70米高的顶端，如愿采到了松塔，这是勇敢者的执

著；走街串巷的制酱人老赵，在生活的艰难时刻，宁肯将制作失

败的20缸酱忍痛倒掉，也没有变卖给乡亲，这是诚信者的执着；

二人转剧团的业余演员，大都身患疾病，即便如此，他们的身影

依然活跃在病房里、舞台上，这是乐观者的执著。

这部新媒体纪录片在内容呈现方面，多了些宽泛的个性

表达，也多了些粗粝与活力。每集两个篇章的《大地情书》，将

植根于生活的人物、故事，以及人生的况味，一并呈现了出来。

质朴的内容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慰藉与生命体验，有力地提

升了纪录片的人文品格，也彰显着区域文化的内在魅力。正是

因为如此，这封写给大地的情书，不乏真诚和趣味，不乏底蕴

和张力，成为一首浓缩了生活与自然、生命与情感的现实诗

篇，更是一次有益的创作实践。

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兴盛，一方面顺应于中国乡村建设的思

潮，一方面也来自创作者对原乡、对乡愁的深层表达，除此之

外，间或还有对鲜活内容的追求与营造。而如何真实生动地呈

现当代中国乡村，对于观照现实的纪录片来说，是一个需要深

入思考、探索的命题，无论何时，凝聚着丰富生活空间及内涵的

乡村，都是一片需要持续挖掘的沃土，值得深耕，值得期待。

用心用情写好农村剧用心用情写好农村剧
□□薛晋文薛晋文

《《静静的白桦林静静的白桦林》》

《永远的忠诚》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