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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在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以及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播
出。一部以“绿色发展逐梦共富之路”为主
线，聚焦基层干部工作和党群关系的剧集，为
何能引发关注？究其原因，该剧在描绘秀美
风光的背后，以犀利又温暖的笔锋，选择“一
地之剖面”，回应了“时代之课题”。

该剧讲述的环保故事回答了新时代的
“绿色生态建设之问”。剧中既有浙江丽水实
景的“绿色”，也有春江、春风计划蓝图里的

“绿意”，更有党和国家坚决以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之梦”。这份用心用情
用功，集中突出体现在环保干部严东雷身上。

从第一集起，严东雷便身处“问题”与“两
难”中：他既葆有“格局观”，又必须直面“利益
观”的挑战；既是“一个人”的坚守，又代表“一
群人”的追求。在层层推进的“筑绿”故事中，
他没有“自带主角光环”，而是一路闯关、一路
蜕变，最终兼具“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文化积
淀与“事不凝滞，理贵变通”的新思路、新办
法。随着剧情推进，以严东雷为代表的改革
者“为什么干”“怎么办”“干什么”的答案逐渐
清晰，观众也随之理解新农村、新产业、新人
才不会凭空出现，畅快的呼吸、干净的水源、
优美的环境是人们共同的追求。社会治理与
环境保护不断深化的背后，是“为人民服务”
的基层干部的鲜活群像。有观众感叹：“这份

绿色教育不枯燥、不悬浮、不说教”，“想给基
层干部每人送一朵小红花。”

《春风又绿江南岸》再次提醒我们：现实
主义创作当久久为功、脚踏实地。让我们欣
喜的是：恰如锦绣大地上绿意盎然，国产现实
题材电视剧也正稳步发展。今年第一季度，
我国生产完成并获准发行国产剧 33 部 1138
集，数量虽较去年有所下降，但播映指数和社
会热度却稳步上升，这离不开《人世间》《警察
荣誉》《狮子山下的故事》等一批精品剧集的
推出，反映出近年来降本增效、提质减量的显
著成效。

如今，这份名单可以加上《春风又绿江南
岸》。它以人民之愿、时代之思、影像之美，描
绘出一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

“山水画”，而我们何其有幸，恰在画中游。
本版稿件均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细节是文艺作品的画龙点睛之笔，细节
的成功是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成功的重要指
标。细节点明故事主题、赋予角色魅力，常常
在不经意间戳中人心。它体现了创作者对生
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对人性幽微深邃之处的
洞悉和对视听符号简约又颇具审美哲思的运
用。

《隐入尘烟》里有多处细节感人至深。
在麦秸垛旁，马有铁用麦粒在贵英的手背
上拓出一朵小花，贵英则用麦秸秆给马有
铁编了一个小毛驴。麦粒和秸秆是大地之
母 的 馈 赠 ，是 马 有 铁 和 贵 英 的 依 靠 和 希
望。他们用视作珍宝的谷物来宣示彼此的
情感，让这个充满粗粝感的故事多了些诗
意和浪漫。又如马有铁和贵英用戳了许多
圆孔的纸箱子和电灯孵化小鸡仔。两人围
坐在自制的暖箱边，探着头等待新生命的
降临。摇曳的灯光透过纸箱上的小孔洒落
在土窑中，仿佛被雕刻的时光晕染在斑驳
的墙面上，见证了在偏远之地，两个相依为
命 的 普 通 人 曾 经 在 这 个 世 界 上 努 力 地 活
着。《人生大事》里的许多细节同样为现实

主义创作涂抹了温情。如小文不经意间给
去世小朋友的骨灰盒上画满了童话般的绚
丽图画，那是她幼小的心灵对美好生活的
希冀。后来她又在幼儿园的绘画作业上画
了她在莫三妹的寿衣店“上天堂”生活的场
景。这两次作画恰是她内心世界的体现，
传达出她对家的向往、对安全感的渴望。

总之，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只有把镜头对
准市井烟火、平凡人生，寻找街坊里巷、田间
地头的好故事，发现安静角落里的闪光点，体
悟寻常百姓的苦与乐，才能在作品中满怀赤
诚地为千千万万普通人鼓与呼，真正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让观众收获意味隽
永的感动。

发现市井烟火中的闪光点

用电影致敬平凡人生
□ 杨洪涛

近年来，现实题材电影
创作努力关注寻常百姓的生
存状态，记录人们在时代洪
流中的悲欢离合。如暑期上
映的《隐入尘烟》《人生大事》
等多部现实题材电影，以真
实可感、质朴细腻的笔触，聚
焦普通生命个体，让观众收
获心灵启迪。

历史是由人民集体书写的，但是作为“沉默的
大多数”，他们中的个体往往很难被写入历史。影
视艺术的重要使命就是展现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在众口喧哗、车水马龙背后，冷静观察、深
切体悟那些平凡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他们或许
永远不会站在聚光灯下，或许终其一生从未迎来
高光时刻，但是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应该被尊重
和铭记，他们朴素的生活理想应该被护佑和歌
颂。这是历史赋予影像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
现影视艺术百花齐放的时代需要。

近年来，一些现实题材电影在故事主题的
阐释方面异常出彩，释放出静水流深、润物无声
的审美能量，让观众收获难以忘怀的感动。《隐
入尘烟》的主题是土地、生存与爱情。在偏远西
北的小村落，有两个隐入尘烟的小人物，他们相
依 为 命、相 互 取 暖 ，成 为 彼 此 生 命 中 唯 一 的 港
湾。他们早出晚归、夫唱妇随，坚守着人与土地
最原始的亲密关系；他们相视一笑和偷看对方
的 眼 神 ，足 以 阐 释 世 上 所 有 洗 尽 铅 华 的 爱 情。
影片用静默、含蓄、内敛的基调，向“沉默的大多
数”的生存与爱情致敬。《人生大事》的主题是生
死与亲情。影片的主人公莫三妹有个女性的名
字，却是一位男殡葬师。在一次殡葬工作中，他
遇到逝者的外孙女小文。于是，小文成了莫三
妹重拾自我、原谅世界的一束光。影片用莫三
妹与小文、莫三妹与父亲这两组人物关系致敬
人间亲情，用父亲离世时照彻黑暗夜空的绚烂
烟火解释生命的意义。许多现实题材电影探讨
的都是最朴素的人生主题，如《第一次的离别》
的主题是成长与离别，通过小主人公艾萨在成
长过程中与哥哥、妈妈以及小伙伴凯丽的 3 次离
别，影片试图告诉观众：人的一生由一次次的离
别组成，人们在离别中逐渐成长，认识自我，找
寻着人生方向。

这些现实题材电影都在用近似生活流的叙事
方式和视听美感，将故事主题诠释得更加深刻。

朴素主题的深刻表达

电影电影《《隐入尘烟隐入尘烟》》

能不能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形象塑造
好，最考验艺术工作者的功力。因为普通人
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可以设计重头戏，也没
有惊险刺激的搏杀可以铺排大场面，他们往
往在冗长的岁月里、琐细的生活中，平平淡
淡、按部就班地活着。近期的现实题材电影
并没有试图赋予主人公高大上的主角光环，
他们没有完美的生命历程，他们的性格也或
多或少有些不完美之处，但正因如此，他们才
显露出丰富复杂的人性，构成芸芸众生相。
那些被成功塑造的小人物有时更能感动观
众，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充满生
命质感的“这一个”。

《隐入尘烟》里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不苟
言笑、老实巴交的老光棍，一个是身有隐疾、步
履蹒跚的老姑娘。但困顿的生活没有让他们
丧失做人的良心，命运的无情也不曾让他们自
暴自弃。他们把生命之根深植于土地，是麦田
里安静而执拗的守望者。《人生大事》里的莫三
妹好像天生与世界格格不入。牢狱之灾、女友
背叛、父子不睦，加上殡葬师的职业身份，让他
总有种失落感和挫败感。他面对死亡时漠然
处之的态度，就像他在工作时职业化的动作和

葬礼上格式化的话语一样，失掉了情感色彩。
孤儿小文失去了世界上唯一疼爱自己的亲人
——外婆，她用顽劣和叛逆来抵御外界的伤
害，她宛如哪吒的发型和手中的红缨枪便是她
自我保护的武器。莫三妹和小文是人生两个
阶段的相互映照和隐喻。他们从彼此嫌弃到
彼此取暖，从向死而生到向阳而生，最终与生
活达成和解。近年来，还有不少现实题材影片
中的人物令人难忘。如《红花绿叶》里的古柏
寡言且踏实，阿西燕美丽且开朗，他们都固守
着乡村里质朴的人生信条。通过相亲走进婚
姻的两个人最初是疏离而陌生的，各自有着不
愿言说的秘密。婚后生活中，他们相互试探、
彼此原谅，逐步打开心扉，成为恩爱夫妻。影
片没有用大开大合的表演方法来塑造人物，而
是努力呈现清新自然的生活状态，让人物真实
可信，令观众收获感动。

在这些电影中，无论主人公有着怎样的
成长经历或者遭遇多大的人生变故，都未曾
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而是用质朴的生存智慧
和坚韧的生活态度，在平凡中印证人性的伟
大。这是影片中许多角色的共同点，也是打
动观众的泪点和令人肃然起敬之处。

平凡人物的生动塑造

故事细节的生动捕捉

电影《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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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幅绿意盎然的中国“山水画”
□ 吕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