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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策划指导，中
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联合出品的32集电
视剧《高山清渠》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
频道黄金时段开播。该剧根据作家何建明报告
文学作品《山神》改编，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贵
州遵义播州区原草王坝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为原
型创作，讲述了他带领村民用36年时间修建水
渠，改变全村贫困命运的感人故事，突出展现了
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电视剧《高山清渠》
以真实品格澄清观众心灵，聚焦黄大发真实人
物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山神》作为该剧创作的
源头活水与坚实依凭，拉近了“当代愚公”黄大
发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距离……

记 者：表现黄大发感人事迹的文艺作品
有很多，此次电视剧《高山清渠》选择报告文学

《山神》进行改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何建明：2017年我写完聚焦习近平总书记

“两山”理论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山，那水》，在手
机上看到了关于老支书黄大发用36年时间为
村民修一条水渠的报道，这篇豆腐块大小的新
闻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感到这位老人不简单。
当时我和助手小范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立
即决定前往贵州遵义。不是说有一个先进人物
让我们去采访，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只是一位
普通老人。我们到了之后，老人很上心，他听说
北京来了个大作家，恨不得把一辈子的心思都
倾囊相诉。

我于2017年11月完成报告文学《山神》写
作，并于《中国作家》2018年第1期刊发。我喜欢
去挖掘没有被人发现的人物、故事，这让我想到
了自己在20年前创作的一部有关纪委干部的
报告文学作品《根本利益》。记得在一次活动上，
中纪委的人介绍我认识了时任山西省夏县纪委
书记梁雨润同志，我听到他的故事感动不已，但
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后来梁雨润出名了，
还成为2003年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山神》的创作源起和《根本利益》相似，就是我
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最普通的共产党人值得
我们文学工作者好好书写，他们身上有非常耀
眼的光芒。

采访过程很艰难，我和助手差点将命丢在
那里。黄大发有一米五的个头，他在那个山坡上
走了五六十年，如履平地，可我们不行啊，他给
了我们每人一个竹竿。行走在千米高的悬崖边
上，沿着一条被当地人称之为“天渠”的堤堰缓
慢前行，在我身子左侧是嶙峋险峻的山体，右侧
是万丈深渊，可谓命悬一线。后面跟着的人都劝
我不要再走了，但是黄大发一门心思想把他这
一生做的事都告诉我，他和我说了修渠过程中
有几个地方特别难，于我个人而言也想实地看
看一探究竟。我决意一路向前，同时也感觉到自
己的双腿慢慢找到了在峭壁上行走的诀窍和要
领：每一次抬腿的时候，必须将脚板或左或右地
在原来的姿势上改变30度左右，并尽可能将脚

板横落在水渠的石壁上，以防止在青苔上意外
打滑。我在《山神》序言部分用了一万多字刻
画我跟随黄大发探访天渠的惊险场景，并运
用他者视角讲述了黄大发的修渠故事。采访完
成后我回到北京，老娘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大
概说了下，老娘生气地说道：“你小子让我多活
几年吧！”

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把它写出来。所以你
问我，根据黄大发事迹改编的文艺作品这么多
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改编报告文学《山神》，我想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发现
了黄大发，要我写和我要写是不一
样的。我想，在歌颂之外，主动发现
民间英雄，同样是当代文学肩负的
重要使命之一。

记 者：您作为电视剧《高山
清渠》的文学顾问，在该剧筹备与
拍摄阶段做了哪些工作？

何建明：我在这方面工作做得
不是太多，主要是因为我手头的创
作任务繁重。但是如何表现黄大发
和该剧整体基调等都是我定的。我
主要有两个要求：首先，一定要忠
实于黄大发的真实人物形象与事
迹。很多读者读了《山神》中的黄大发的事迹，纷
纷流下眼泪。黄大发为修渠遭受了很多苦难。尤
其是黄大发的女儿得了尿毒症，一方面他要带
着村民修渠，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钱把女儿送出
去治疗。他深知如果他一走，修渠时如果死掉
几个人，这渠也就修不成了。我当时有一个信
念，就是黄大发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干了三十
几年，没有死一个村民，何建明来了就死了？于
是我在《山神》开篇部分，运用了一个情景式的
设问吸引读者读下去：“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
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会把自己的命托给一个不
认识的陌生人吗？”其实我内心是有答案的。黄
大发是一个山神，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无私奉
献的精神和好人精神全部融入黄大发身上的集
中表现，而全剧的整体基调，就是要展现黄大发
身上所具有的这些高尚品质。电视剧《高山清
渠》基本做到了这一点，除了谈对象的部分设定
是为了增强电视艺术的观赏性，其他都是忠实
于人物原型的。其次，电视剧可以在《山神》之
外有新的创作内容，该突破的要突破，不要受我
报告文学中真人真事的影响而束缚了手脚。

记 者：您于2017年夏深入贵州山区，跟着
当时 82 岁的主人公——“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黄大发三上绝命悬崖。采访中您收
获了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何建明：采访中有两件事令我非常感动。
第一件事是在上世纪60年代，黄大发花了大概
13年的时间从东西两头同期打水渠，那时候没
有任何工具，完全凭手指感觉去测量，结果东西
两头的渠道差了100多米，所以百姓骂他，让组

织上撤销黄大发的党支部书记一职。黄大发很
倔，58岁的时候自己去学了3年水利，当地搞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他听说了就跟着学习，学完回
来，正好又碰上上世纪90年代贵州大旱，老百
姓开始念黄大发的好，觉得修渠还是有用，于是
又重新恢复修渠，重新选他做党支部书记。黄
大发意识到，修渠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于是他脚
穿一双解放鞋，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从他家走
到遵义县，他一个人走了二百多里路，鞋子都走
坏了，只为去县里水利局求领导给他们修渠以

支持：一是资金支持，二是派技术人员来。当时
县里答应他可以派技术人员，但是钱没有，因为
全县水利建设总共只有30万元，黄大发一人就
想要30万元，这样县里就没法开展工作了。当
时遵义确实很穷，反复商议后，决定给他25万，
这25万中有近一半是交公粮折合的钱，黄大发
是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做了修渠这件事。另
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是，黄大发的女儿得了尿毒
症，23岁就先他而去，黄大发心痛不已，在家里
哭了三天，后又拿起家什上山挖渠。同年，他
的孙子独自一人在家时突发急性脑膜炎，家里
人都在工地修渠，待回家发现时，为时已晚，13
岁的娃也没了。我写报告文学作品要求自己
必须到现场，我听说他女儿的坟墓就在黄大发
屋子后面200米左右，我想和他一起去墓地看
看，主要是为了记录下他的神情表现、了解他
的心理活动。黄大发什么都答应我了，唯独这
件事没有答应我。村里人说，这是黄大发这辈
子最难过的事，你别再揭他伤疤了，我这才忽然
明白。

采访过程中，黄大发就像一座山，闷闷的，
但是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是我们共产党
人精神铸造的山神，是人民心中的山神。

记 者：为什么黄大发能修成这条“天渠”，
黄大发背后有哪些精神因素深深打动了您？

何建明：黄大发11岁丧母、13岁丧父，当过
放牛娃，吃过百家饭，长大后他先是当了民兵队
长，后来当了村党支部书记，他拥有一颗对新中
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感恩之心、报
恩之心。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成为村党支部书记

时，他有一种我一定要把村子建设好、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的信心与决心。

原来草王坝村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生
一个女孩，马上就要定亲，长大后就嫁出去，一分
钟都不愿意在那个村里待；要是生一个男孩，就
要早早地和当地谁家闺女定上亲，怕女孩以后不
认账。这些都是真实的。黄大发说，一定要想办法
让村里人留下来，不能断子绝孙，要让他们能吃
上大米饭。这就是为什么他见到我一定要让我走
好多好多的路，去看他打的水渠。我们在探水源
的时候，那个路比沿着水渠走还艰难，助手曾拿
着照相机摔了下去，所幸没有大碍。那个地方山
路特别滑，因为几乎没有人再去深入水源腹地，
他们自己也有十几年没有去过了。

采访中，他对我说想来北京看看。在他看
来，北京是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基层党
员干部最朴素的愿望。黄大发为什么能一心为
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因为在他心中，中国共
产党、新中国、毛主席、老百姓……这些字眼都
是无上崇高的，他要报恩。

记 者：这部剧播出期间您和黄大发老人
有过交流吗？二位对这部剧的最终呈现是否满
意？您对李健饰演的黄大发角色有何评价？

何建明：电视剧播出期间我给黄大发通过
电话，他天天在看，很高兴，讲到兴起时，他连说

“是是是，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山神》这本
书出来后产生很大影响。后来我听说，有一个贵
州的民营企业，花了40亿把整个村庄建设成为
美丽乡村。黄大发电话里告诉我，现在高速公路
距离他家很近，说什么时候让我再回去看看他，
我心里也一直记挂着这位老人。

主角李健演得非常不错，将黄大发一生为
水的执念通过点滴细节呈现了出来。看剧过程
中，我也很有代入感，一些情节让我联想到黄大
发的真实事迹。报告文学作品中，我可能对历史
背景的刻画没有那么丰满，而该剧编剧雷献和、
导演楼健却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展
现得如此真实，还是下了大功夫的。为官一任，
造福四方，电视剧《高山清渠》对于我们今天的
党员干部是一次很好的教育。

记 者：您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搬上荧屏。

如根据您的报告文学作品《国家行动——三峡
大移民》改编的电视剧《国家行动》、由报告文学

《部长与国家》改编的电视剧《奠基者》等。您认
为什么样的报告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影视作
品？从报告文学到视听的审美转换过程中有何
难点、需要解决好哪些问题？

何建明：根据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
视剧的有十几部了。从创作角度来说，我认为关
注现实、反映时代风貌、刻画中国精神和当代中
国人形象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都可以拍成影视
作品。但是何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呢？我大概在
10年前定了几个标准来加以衡量。第一，首版
一定要发行突破10万册。我曾担任过作家出版
社社长，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一本书首版发行量
没有突破10万册，它的影响是很小的。我们现
在所谓的主题出版，有很多首版发行才一两万，
其中很多还是拿来送人的，我想10万册首先是
一个广度，也就意味着这本书在全国基本有一
定反响。第二，看10年以后这部报告文学作品
还能否再版。我们今天有时候说的报告文学作
品，各种会议上专家表扬，但是可能过几天连名
字也不被人知道了，读者更不可能知道它讲的
是什么故事。出版社是讲经济效益的，你能再版
说明你这部作品有影响力。第三，具有影视改编
的潜力和因素。有的报告文学作品写得比较散，
影视作品很看重人物和故事，小说影视改编相
对容易，报告文学改编是很难的，报告文学作者
一定要学会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讲故
事是文学最重要的武器，也是我们的基本功。如
果失去了这一点，它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优秀
的报告文学作品。

我写作有一个特点，我不喜欢在风景区写
作，我通常是把自己关在小屋里面对着白墙写
作，画面感立刻就出现了。报告文学所反映的
是真人真事，特别是当作家面对宏大的国家叙
述时，往往会出现一种抓不住、摸不着的感觉，
我认为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希望改编为
影视作品的报告文学，要注意人物塑造和文字
处理的可读性与画面感。人们常说报告文学创
作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如果只是戴着镣铐却并
没有跳舞，我想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访电视剧《高山清渠》文学顾问、原著作者何建明 □本报记者 许 莹

访 谈

父亲任大望一心想让儿子任小天成为像郎朗一样的
钢琴家，而任小天却喜欢仰望星空，梦想成为天文学家。
《外太空的莫扎特》就是以这样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展开
的一部令人深思的奇幻电影。

亲子关系，家长与孩子之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同的问题，是从古至今事关每个家庭的常议话题，同时
也是摆在相关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关涉哲学、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重大课题。因为这一问
题常常解决得不够好，有时乃至很糟糕，以至于在我们身
边每天都有显性的或者隐性的悲剧发生。《外太空的莫扎
特》能够直面这一综合复杂的问题本身，应当看到该片在
题材上的重要意义。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终身的学
校。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从主客体关系逐步走
向互为主客体的关系。我们知道，家长与孩子都具有独
立的身体、意识、情感、思想。由于孩子的成长是个过程，
在刚生下来的一段时间懵懂、无界限、完全依附，无主体
意识，或者称自我无意识。孩子的主体意识是在成长过
程中一点点萌发、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如
果家长能够有这方面的学习、觉醒，孩子的主体意识和自
主行为会被看到，从而得到关注、理解、尊重和引导，孩子
就可能养成健康的人格，家长和孩子之间就会保持在一
个良性的互为主客体关系中，否则就会出现关系失衡。
比如具有天然权威的家长长期不自觉地控制、束缚孩子，
孩子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行为被压抑、遮蔽，严重的会畸形
发展，出现人格障碍，抑郁、分裂、自杀；抑或孩子强烈反抗，关系破
裂，走向极端，甚至导致犯罪。

作为一个主体，每个人面对的世界、看到的世界、对世界的感
受和理解、对自己未来的期许都是不同的。家长们将自己对世界
的认知、经验、感受、愿望传达给孩子，这是正常的教育和接续，但
假如像影片中的任大望一样，没有把自己的人生、愿望与孩子的人
生、愿望区分开来，没有把孩子当作一个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的

“人”去看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一味灌输甚至强加给
孩子，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时间久了可能造成孩子的自我认同
出现模糊、混乱、迷失。

毫无疑问，任大望是非常爱孩子的，他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对
比讽刺等行为都是基于对任小天的爱。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家长为
了孩子恨不得什么都愿意做。当前家长们最缺乏的是把孩子当作一
个个体、主体，理解、尊重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当孩子表现出与自
己的认识、情感、价值取向不一致的时候，当孩子开始犟嘴、回避、拒
绝、反抗的时候，这恰恰是孩子自主意识、独立意志觉醒之时，而许

多家长不容置喙、不分缘由地感到困惑、生气、愤怒，
有的还以各种方式惩罚孩子的“不听话”“不服从”。

有人说：教育最大的危险，是一群不读书的家长
正在拼命育儿。这句话有道理，但不够准确。改革
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普遍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进入到
普及化阶段，可不少读了本科、硕士、博士，家里堆满
书的家长，有的还是中小学老师、大学教授、科学家、
企业高管，孩子教育也照样出现各种问题。而且这
些家长因为接受了好的教育，认为自己有知识，什么
都懂，反而更容易犯自以为是的毛病。其实，家庭教
育最大的危险，不是一群不读书的家长在拼命育儿，

而是一群只读了专业书籍，却没有用心读哲学特别是人生哲学、教
育学特别是家庭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发展心理学的家长在拼命
育儿，是一群把“爱”“都是为了你好”作为一切行动的理由却不懂
得、不善于反思的家长在拼命育儿。爱而无度、爱而无法、爱而无
道，是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这样的爱会娇纵了孩子、禁锢了孩子、
扭曲了孩子、窒息了孩子，甚至摧毁了孩子，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来
疗愈、修复自己所受的伤害。而家长却倍感委屈、无奈，最常听到的
话就是：“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我不都是为你好？”“你怎么这么
不懂事呢？”“你让我怎么办？”养不据理，育不得法，亲子关系必是
混乱的，孩子的人格发展也会遇到问题。类似的案例实在太多太
多。所以，最应该接受教育的是家长，教育者最该首先受教育。

从这个角度说，虽然这部影片在叙事结构和艺术处理上还有
需要提升的地方，但它反映的问题是现实和深刻的。尤其建议家
长跟孩子一起看。不仅是为了热闹、开心，而是在愉悦的同时从剧
中人身上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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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太空的莫扎特》是一部瞄准了广大受众的合
家欢电影。影片着意通过一个另类的戏剧化情境，在
快乐的氛围中传播积极的教育理念，同时表达亲情的
宝贵。尤其是外星人莫扎特对于“亲人”这个概念的领
悟，在片尾起到了重要作用。黄渤的表演很好地平衡
了影片的假定性与现实逻辑，他善于饰演那种卑微而
善于变通的小人物，并总能唤起观众对于这类人物的
高度认同。

这部电影有着商业电影的标准配置，科幻、喜剧、
伦理的类型设定，陈思诚导演，黄渤、姚晨、范伟、黄
觉、梅婷、贾冰、郎朗等众多明星加盟演出，为这部电
影带来了足够的关注度。影片的工业化品质值得肯
定，一些重要段落的视听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用
书本在空中组成可以行走的桥；还有外星人让小天认
识由频率构成的世界。影片很多外景采自北京，在影
片的高潮部分，几个孩子与外星人乘坐一艘由北京地
标建筑群喷泉中飞起的玩具船驶往长城的段落，充满
了浪漫色彩。这让人想起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片
《E.T.》中男孩儿埃利奥特骑自行车带着外星人飞向
天空的画面。《外太空的莫扎特》中飞起的玩具船不像
《E.T.》中那么经典，但无形中却构成了整部影片甚至
是某一类中国电影创作的隐喻。

中国电影在合家欢电影的创作上确实缺少足够
多的经验。这部电影在受众年龄的把握上并不成功，首
先表现在成年人会觉得它幼稚，影片的思想过于直白，
表达手段也明显套路化。同时，如果我们用一部儿童电
影的标准来观察此片也很尴尬。主人公任小天上课开
小差，不尊重老师；艺术教育在影片中表现出极大的功
利主义色彩。事实上，影片连艺术到底对孩子意味着什
么都没讲清楚，即使小天从外星人这里理解了音乐的
伟大，了解了艺术实际上也是科学，并且在声音的世界
里领悟了宇宙的奥秘并获得了钢琴比赛第一名，他仍
然无法对艺术产生兴趣。这不仅用事实证明了音乐本
身缺少魅力，无法征服孩子，甚至也间接证明小天并不
爱科学。进一步的证据是，小天虽然一心想成为天文学
家，但只表现了他喜欢看天文杂志和参观天文馆，却没

有见到他对于课本基础知识的学习有什么耐心。他只
管任性地玩，而缺少真正的钻研，故事没有表现出他作
为学生为了理想而踏实学习的态度。

中国式教育中的痼疾，就是用爱的名义安排孩子
的人生，剥夺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选择权。家长
总是以“都是为了你好”“将来你会感谢我”等理由要
求孩子，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好意”强加给孩子，而
对方觉得好或者不好已经不重要。这个问题在中国文
艺作品中早已是老生常谈了。当今社会生活发生了更
多、更大的变化，亟待艺术家去挖掘，人们在子女教育
上面对许多从未遇到过的纷繁复杂的难题，比如家庭
中二孩三孩带来了新的教育问题、儿童中出现的社会
阶层化、双减政策后学生的生活状态、后疫情时代网
络学习带来的心理问题、手机游戏和社群软件与孩子
们的圈层社会。这部影片如果抛开外星人，其实只讲
了一个陈旧的故事，更像是上一代人对自己少年时期某
些经历的回忆，是一场迟到的缺乏反思意识的撒娇。创
作者对现实不够敏感，电影中的一些场面，尤其是中
学校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描写，与现实差距较大。

近年来，中国电影尤其是儿童电影出现了一些常
用套路，比如故事中的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不是
父亲母亲去世，就是离异家庭，仿佛父母两全就不会
讲故事了，这部电影也未能免俗。其实，我们更需要电
影人用生活常态、用正常的方式讲故事。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画面，那艘玩具船腾空而起，
很浪漫很漂亮，使它起航的动力是音乐艺术，是主人
公自始至终逃避的东西。这自相矛盾的逻辑最终导致
了它无法顺利返航，把孩子们困在了长城上，这也让
坏人有了可乘之机。我们的电影创作有时也会落入自
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之中，只注重表面功夫，而忽略了
真正的动力是什么。艺术家抛弃现实生活的基础，就
会导致影片叙事乏力，就算画面多么梦幻，演员多么
卖力地表演，也很难获得认同。创作者都是成年人，不
再是孩子，不能任性；曾经的你敢于做梦是个好孩子，
现在的你长大了，要敢于面对真正的生活。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建明与黄大发何建明与黄大发““三上三上””绝命悬崖绝命悬崖

飞起的玩具船隐喻了什么？
——评《外太空的莫扎特》 □李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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