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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电影工作

者感知时代新变、投入时代洪流、书写时代景观、诠释时代

精神，依托农村题材电影文学创作了大量精品力作，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不断贡献文艺力量。他们在创作中奋力记

录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努力书写新农民和新生活

之“新”，用心用情打造新农村形象、塑造新农民形象。

注重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建构主流叙事的表达空
间。这类电影在叙事策略上注重将历史、现实和诗意相结

合，创作者在跨越时空的组合和切换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

态叙事的创新表达，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三重空间中寻觅

和确证自己的经验和梦想，为观众最大限度参与剧情叙事

和话题发酵提供了充足的再创作空间，这是新时代农村题

材电影备受关注的重要缘由之一。例如已于长沙首映，即

将与全国观众见面的电影《周立波回清溪》，讲述了六十多

年前，周立波同志回到老家清溪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并创作出

小说《山乡巨变》的故事。这不仅是当年“山乡巨变”的生

动写照，也完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溯源。从《申

纪兰》《我本是高山》《十八洞村》《出山记》《农民院士》等

影片的内容和叙事主线不难看出，西沟村、华坪山寨、十

八洞村、大漆村的贫困十分典型，昨天家乡的物质贫瘠、

教育贫困和精神贫困，是今天我们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

逻辑基础，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胜利兑现了昨天我们

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和以民为本执

政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

现。为人类减贫史和幸福史贡献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责

任和使命，由昨天到今天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社会实践必然

令人心悦诚服。再往深处说，农村电影诗意化或诗意性的

呈现，又凸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带领人民战胜贫困的浪漫主

义情怀和乐观主义品格，实现了农村电影的诗意表达。观

众既能够在面向未来的诗意中觅得浪漫遐想和美好期盼，

又能在思考中插上理想信念和诗意想象的翅膀，实现了“现

实之思”和“浪漫之诗”的完美结合、有效呈现，将过去、现在

和未来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传

达不再生硬、呆板，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不再是机械的说

教，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从而突破了

传统农村电影叙事空间偏狭和呆板的局限，引发了新时代

农村题材电影的共鸣和共情效应，让农村电影创作找回了

久违的叙事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这是新时代反映脱贫攻坚的农村题材电影取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

善于在叙事主体、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中形成张力关
系。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擅长在正面和英雄人物的喜

剧化和戏剧化方面进行有效强化，试图在正剧叙事和喜剧

叙事之间进行嫁接和突破，寻找两者之间新的“化学反应”，

而非简单的“物理拼凑”，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置、将先

进观念和落后观念并列、将乡村现实和未来理想并存，基于

文化和人性基础上的一般冲突，试图创造一种文化轻喜剧

的新概念和新模式。可以说，构成这些影片的不再是电影

画面，而是画面背后的叙事精神和诗意灵魂，这正是诗意现

实主义精神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样的创作尝试在《我和我的

家乡》《拨浪鼓咚咚响》《八角笼中》《屋顶足球》《树上有个好

地方》中皆有体现。

《我和我的家乡》又有其独特之处，它采取了一种短片

叙事或拼盘叙事的讲述模式，由《天上掉下个UFO》《北京

好人》《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相对独立又

紧密联系的短片组接而成，在短片叙事到长片叙事的探索

方面有新意，将正剧风格和（轻）喜剧风格有机穿插在一起，

让现实和理想轮番登场亮相。片中既有满载而归的现实主

义者，又有饱受挫折的理想主义者，既能够让观众进行严肃

的思考，又能够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既能够看到乡村奋斗

者的激情、牺牲和坚守，又能够触摸到乡村理想者的曲折、

感伤和艰辛。我们从片中不难看出，张北京、记者老唐、老

范、乔树林、马亮他们为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奔走呼号，

分别承载的是医疗、教育、扶贫、支教、基层干部等不同个体

的民生诉求和角色愿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

在民生小切口和个体小理想中传达主流价值，彰显了上下

同心、精准务实、攻坚克难、不负人民、家国一体和开拓创新

的时代主题，在微言大义中实现了主流和支流之间的合流，

达成了庙堂和乡野之间的共情。他们虽然遭受了一系列啼

笑皆非的曲折和波澜，但是，他们从不绝望、从不消沉、从不

气馁，传达了全社会积极乐观、昂扬进取和奋发有为的时代

情绪。观众会在含泪的微笑中收获挫折、失败、困惑之后的

和解和谅解，在温暖的笑声和抚慰的泪水中积蓄再出发的

动力和活力，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电影中叙事主体秉持的

价值观，实现了依托浪漫喜剧进行有效主流叙事的创作初

衷，从农民个体的现代化看到了“人的现代化”，从一方乡土

的现代化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

革在其中静水深流。可见，良好的喜剧效果是治愈社会情

绪和时代症候的一剂良药，有利于调养和治疗社会亚健康

的疾患，凝聚社会再出发的元气和正气。

同时，这种喜剧叙事作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

的轻喜剧，这种喜剧以个体的梦想与世俗的羁绊、功利、习

俗为冲突对象，具有浪漫喜剧的典型特征，讽刺的是影响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传统观念、道德习俗和陈腐机制。创

作者借助对传统观念、习俗和机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传达

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精准扶贫理念，在最

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完成了主流叙事的转型和飞跃，赢

得了全社会对脱贫攻坚战役的理解、支持和认同，实现了主

流叙事和商业叙事之间的同频共振，激发了全国人民大团

结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认同，强调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

民大众蕴含的时代变革力量，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是

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主流叙事创作中积累的最为宝贵的制

作经验。

勇于在边缘和中心的相互审视中拓宽主流叙事边际。
这类农村题材电影创作者注重在边缘和中心的换位审视中

进行主流表达，敢于在粗粝现实和残酷处境中表达理想愿

景，总是以人性关怀、情感安慰的叙事话语引发观众的共鸣

和通感。代表性作品有《第二十条》《八角笼中》《屋顶足球》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百鸟

朝凤》等等。例如，《第二十条》坚守边缘向中心迂回表达

的主流叙事立场值得充分肯定，坚持为弱势群体争取正

当防卫判决是全片的主控叙事方向，为追求公平正义点

燃了信念和希望之光，这种由边缘而中心的叙事策略是

影片火爆出圈的关键所在，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

意识形态观念。又如，《八角笼中》和《屋顶足球》讲述的

皆是平凡小人物追求人生梦想和试图逆天改命的励志故

事，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地带和无名状态，但具有不抛弃

和不放弃的坚韧品格和顽强斗志，勇敢地向命运的风口

发起冲击和搏击，最终收获了理想和梦想，两部作品依托

边缘小人物的奋斗史巧妙完成了主流叙事的含蓄表达。

再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叙说了一对裕固族少年不

远千里寻找家园和亲人的感人故事。然而，兄弟二人看到

的却是大漠孤烟、长河断流和故乡朦胧，现代性的工业文明

污染让人痛心疾首，创作者依托生态危机传达了主流叙事

的意识形态观念，昭示了“两山理论”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

值。可以说，《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

草丰茂的地方》，均是依托生态叙事和伦理叙事创新主流叙

事表达空间的典范之作。此外，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

野下，再度审视《百鸟朝凤》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该电影的表层叙事是一位老艺人的唢呐情缘，但深层叙事

是对传统文化坚守和发展的强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乡村振兴视野下百年中国农村

题材电影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吕梁学院

校长、党委副书记、二级教授。）

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主流叙事的多维转向
□薛晋文

音乐综艺是卫视和网络视听的寻常赛道，

创新频率快，竞争的护城河容易被攻破。与此

同时，随着音乐直播的普及，观众对传统音综的

欣赏要求变高，未来发展走向何方，音综的竞技

秘籍是什么，这是卫视和网络视听平台必须解

答的问题。正在江苏卫视、优酷播出的音乐综

艺《音你而来》，跳出音综和旅综的寻常模式，守

正出奇，聚焦“社交”定位，使真人秀节目焕然一

新，有效开拓了音综、旅综的新表达。

《音你而来》首次融合音乐、旅行、社交，革

新音综传统舞台和场景。节目集合7位创作型

音乐人，分别是潘玮柏、薛凯琪、张碧晨、武艺、

张紫宁、王琳凯、高卿尘，他们走上风情各异的

城市街头，体验当地生活，搜集音乐素材，完成

6场主题鲜明、风格迥异的音乐路演。旅程中，

他们互相寻找契合的音乐搭档，展开火花四溅

的创意合作，呈现音乐人最真实的社交故事。

《音你而来》第一集主要再现七位歌手寻找音乐

搭子的过程，展示出很强的社交互动性，第二集

创新性地运用路演场景，再现在曼谷街头与观

众零距离的交流，表现出青春的活力、友情的温

暖、音乐的魔力和国际文化传播的魅力。这两

集给出了《音你而来》新音综的定位，值得观众

细细品味，咂摸其中奥秘，也引人思考现阶段音

综创新的方向。

全程展示真诚真实真情。文艺的生命在于

创作态度的真诚、内容故事的真实和情感表达

的真挚。过去一些真人秀节目被发现秀假，以

虚情假意博取眼球。《音你而来》让七位创作型

歌手于旅行中进行音乐创作和演唱，正是形成

了旅行生活、社交互动、音乐创作、街头路演的

闭环，使音乐激情蕴藏在生活环境之中。音乐

来源于生活，生活给音乐以灵感，给创作以悸

动。《音你而来》真实展现七位歌手共同旅行、共

同创作的过程，展示他们真性情、真快乐、真表

现和真努力。在第二集的街头路演中，七位歌

手集体演唱时感觉一些细节同彩排不一样，及

时发现并坦然承认了错误，并请求观众原谅，主

动重唱一遍，就是这样的瑕疵，反而显示出创作

的真诚，就是这一次重唱，将演唱现场气氛拉到

了最高潮。观众热情的欢呼与互动，再一次印

证了真诚、真实、真情的演唱才是最好的演唱。

与众不同的是，《音你而来》超越演唱竞赛的做

法，让音乐人融入当地的音乐文化和人文氛围

中，进行音乐共创，尽情释放音乐人的追求、审美与喜好，在松弛、

自由、开放的街头氛围里，把华语音乐的魅力展现出来。

旅行+音乐完美融合。综艺不仅仅是娱乐，其本质是在欢乐

中传递情感和理念。《音你而来》将旅行与音乐融合，实现二者的相

得益彰。一是推动旅行与音乐的碰撞。旅行时放松与快乐的场

景，促进了灵感迸发，滋润了音乐创作，让生活之光照进音乐创作

和街头演唱，原本宽泛的音乐主题在旅行中有了具体的情境和生

活注脚，因而更好地激发了观众的共情共鸣。二是营造音乐人的

生活、社交、工作的真实状态。人们的旅行状态是自然放松的，

“装”的成分少，使节目拥有更多的真情实感。7位音乐人在旅行

中展现出真我，既有欢声笑语，也有挫折苦闷，但都收获了创作的

灵感，实现了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的复调升华。三是极大扩展

和丰富了节目元素。节目元素的多样和密度决定了内容含量的大

小，也决定了节目的新奇感和吸引力，对观众体验至关重要。旅行

用脚和眼睛感受异域风情和文化，有效丰富了节目内容，旅行与音

乐形成互文，更能引导观众去领会生活的温馨快乐，因而呈现出难

得的治愈风格。在第二集中，节目的镜头徐徐展开曼谷的市井风

情和日常生活，尤其是曼谷街头乐队在演唱一首首经典中文歌曲，

使泰国风情同华语音乐有了新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会随

之思考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由此深化同节目的对话。

呼应社会话题。综艺是制造快乐的，但悬浮于现实的快乐往

往失重，文艺的价值在于保持观照现实的温度和情怀，有社会责任

感。《音你而来》用音乐包裹当今颇受关注的社交问题，增强了内容

厚重感。互联网时代，部分青年人出现了面对面的社交障碍，来自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结果显示：64.2%的受访青年

感觉自己存在心理上或行动上的“社交卡顿”，仅有三成受访青年

认为自己没有社交困难。既渴望社交、又逃避社交的现实矛盾，尤

具普遍性。这样的社会背景，推动“社交+”综艺的流行。它们在

给观众提供温暖陪伴的同时，也为大家打开了观察社交、理解社

交、学习社交的窗口。

如何借助真人秀情境，展现真实的社交状态？首先，《音你而

来》组建了一个兼具差异性和代表性的嘉宾阵容，7位嘉宾，辐射

了7类社交心理。与此同时，他们带着不同的初始关系和音乐风

格进入节目社交场。如此，保证了节目既有熟人关系、半熟关系和

陌生关系的立体看点，又有抒情、Rap、原创等音乐维度的多样碰

撞。其次，在内容架构上，《音你而来》贴合现实社交状态搭建社交

情境，并给予嘉宾们充分自由的表达空间，尊重过程中的“不可预

知”。可以说，《音你而来》用镜头真实记录社交关系发生反应的点

滴，展开“心理微观”，彰显相互鼓励、相互信任是社交的通用经验，

为观众提供了“社交指南”。

《音你而来》为时代鼓舞、为生活放歌、为友情吟唱，大大拓延

了社交综艺的观察维度，推动音乐综艺人文价值的升维，创造了音

乐+旅行+社交的综艺新形态。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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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7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辽

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乘风踏浪》研

讨会在京召开。该剧讲述了以彭锦西和罗虹夫

妇为代表的兴城泳装人乘着改革东风成功创

业，并带领兴城泳装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

故事。借着《乘风踏浪》的热播，拍摄地兴城市的

泳装产业迎来了新市场、新订单、新气象，北方

海滨城市独特的风光也让许多观众心驰神往。

中共葫芦岛市委一级巡视员冬梅谈到，受《乘风

踏浪》热播的影响，兴城市旅游行业在五一期

间共接待游客 112.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64%，旅游收入 5.62 亿元，同比增长

301.42%，位居东北地区五一旅游热度飙升榜

第二位。该剧真正达到了一部剧带动一座城的

宣传效应，这也为后续文旅与影视结合的创作

方式，带来了成功范例与更多可能。

与会专家认为，过往商业题材剧大多涉

及江浙沪地区，如《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

人》《在远方》《鸡毛飞上天》等，《乘风踏浪》弥

补了东北地区商业剧较少的缺憾。该剧注重强

化鲜明的东北海滨城镇地域风貌，采用生活流

的叙事模式，突出的是烟火生活中普通人的坚

定不移与勇往直前。该剧把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浓缩在几个家庭中，投放在兴城这一地域，以

小切口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欣欣向

荣。《乘风踏浪》以家庭视角写创业，男主人公

彭锦西从决定迈出创业第一步到成为泳装行业

的领头羊、民族品牌的创立者，人物成长的每一

步都与其家庭成员密切相关，嬉笑怒骂间流淌

着暖暖温情。也有专家谈到，整体上看作品站

位还可进一步提高，作品还应不拘泥于泳装企

业发展的历史真实，将历史意蕴与精神意象

通过叙事揭示得更深刻、更高远。（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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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五周年，5月7日至8日，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推出，

王宏编剧、张平导演、河南豫剧三团演出的豫剧现代戏《大

河安澜》经过新一轮的打磨加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

演。该剧以大河、大堤父子两代人对黄河的守护和治理为

主线，展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迈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

民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再现了黄河儿

女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同时彰显了

黄河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剧中的夫妻情、母

子情、家国情等通过导演巧妙的手法运用使其互相交融，相

互映衬。这些情感的交织和冲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艺术

冲击力，直抵观众心灵。

领衔主演贾文龙文武兼备的出色表演是该剧的一大亮

点。他突破个人艺术边界，一人饰演了父子两代人——父亲

大河和儿子大堤。不论是矮子步、飞掀打老鼠、扫堂腿璇子

等多种戏曲程式化动作巧妙运用，还是“上大堤脚打晃步步

离愁”“大黄河九曲十八弯”等的精彩唱段，都让剧情高潮迭

起。让观众深受感染的还有大河与安澜送别的场面，贾文龙

和杨红霞两位名家动情演绎的这段舞台别离，被广大观众

和专家誉为“新十八相送”。

（杨茹涵）

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在京上演

本报讯 4月25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主办的“‘背靠

传统 面向现代’《返本开新——唐俊乔教授与上海音乐学

院竹笛乐团音乐会集萃》新专辑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

办。该专辑包括《返本开新——20世纪中国笛乐风格巡礼

音乐会（2017）》《返本开新——大美竹笛昆曲艺术巡礼主题

音乐会（2018）》《载誉归来——中国器乐电视大赛唐俊乔教

授获奖及优秀学生专场音乐会（2019）》《返本开新——上海

音乐学院竹笛乐团建团10周年专场音乐会（2023）》四场主

题音乐会，共收录上海音乐学院唐俊乔教授和上海音乐学院

竹笛乐团演奏的作品共48首，包括8张CD和4张DVD。

人民音乐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沈

致金谈到，本套系列专辑对中国竹笛的传统作品进行溯源，

使其更加忠于作品演绎风格的传统，同时立足当下，对改

编、移植、创作作品也给予充分关注。2024年是人民音乐

出版社成立70周年，未来将继续与更多优秀音乐家合作，

策划出版高质量图书和音像产品，为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竹笛演奏家、上海音乐学

院民乐系教授唐俊乔分享了出版本套专辑背后的故事。以

2023年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乐团建团10周年为契机，唐俊

乔与人民音乐出版社策划出版本套系列专辑。专辑收录作

品中有45首作品由其学生演奏，是教学实践成果与舞台表

演成果的有机结合。活动现场，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竹笛乐

团还演奏了《跑旱船》《行云流水》《云南回忆》等竹笛重奏、

独奏作品。 （许 莹）

《返本开新——唐俊乔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
竹笛乐团音乐会集萃》新专辑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