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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叙事中主流价值观的表达
——兼评本土电影故事片《蘑菇香了》

□ 卫彦琴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农村题
材的电影逐渐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这些电
影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记录了农村
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农村的各种现实问题，
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和城镇的
桥梁，为我们认识乡村、了解农民打开了一
扇窗。通过这些电影，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农
村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那些质朴而又动人
故事，促使我们对农村的发展进行深入思
考。

贴近基层深度挖掘
乡村生活真实可感

《蘑菇香了》是 2014年由中国农业电影
电视中心和吕梁市鑫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的一部电影，该片以国家环保政策和
农业产业化政策为背景，讲述了农村女党支
部书记李杏姑，带领村民由煤焦领域转型到
特色农业，走上农业产业化道路的故事，歌颂
了党的惠民政策和农村基层干部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

艺术被视为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
反映的产物，它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升华。
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实践，但同时超越了
单纯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对现实生活的反
映和评论。农村题材影视创作，要让城乡
居民都爱看，首先要把乡土这一头做“实”
了。“影像中的乡村是真实可感的、乡土中
的人们是真实可感的，乡村社会的运行逻
辑是真实可感的，这就奠定了一部作品成
功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
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
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影视作品只有真正走
到人民中间，真正抵达观众，在人民的共鸣、
回应和参与中，其艺术感染力才能无穷无尽
地敞开。从创作生产到传播接受、评价评
论，新时代文艺的基本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的
主体地位，坚持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把人民
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艺术最普遍的存在
方式，以最通俗的表现手法记录人民生活，
展示人民精神状态，不仅是一种受欢迎的娱
乐形式，能够让观众在紧张的生活中放松心
情，同时也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通过丰富
的故事内容和精湛的视听语言，表达深刻的
思想和情感。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强大的
艺术感染力和教育价值，能够影响和启发观
众对生活、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的“出圈”，首先要做
到贴近基层、深度挖掘，呈现农民群体真实
的情感需求与情感价值。离基层越近，离真
理就越近。凡是能得到共鸣的农村影视作
品，都是真正来自泥土的。其次，好的作品
要兼具复杂性与合理性，一个作品中的内
容，只有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了时代的痛点
上，才能够触碰到观众的内心。

以矿起家，因煤而兴，作为典型资源型
地区的吕梁，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在
传统产业涅槃重生的同时，吕梁更多的新兴
产业也在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引领着新质
生产力的快速培育和发展。在这样的发展
背景之下，拍摄这样一部以吕梁地区汾阳市
某村的农村产业转型发展为主题的电影
——《蘑菇香了》，是紧跟时代步伐，从一个
农村基层干部的视角展现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是如何落地的，是怎样给农业农村带来前
所未有变化的。其内容普通又真实，情节真
实不虚浮，情绪感人不做作，兼具宣传性、思

想性和教育性为一体，既有艺术感染力，又
有政治说服力，是一部接地气、有温度、讲情
怀、见深度，引人共情共鸣的，优秀农村主题
电影。

把握社会发展脉搏
表现转型发展主题

影片取材贴近实际，反映生活。电影
——《蘑菇香了》虽然场面并不宏大，情节并
不复杂，但却能把握社会发展脉搏，表现转
型发展的大主题，从而塑造了一个有远见，
有魄力，敢想敢干，舍小家顾大局的农村女
党支部书记的美好形象，很好体现了电影对
主流价值观的坚守和表达。

转型迫在眉睫，转型势不可挡。在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乡村振兴成为我国
未来一个阶段中，社会经济工作的主要方
向。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产业
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来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乡村经济增速，提高
农民经济收入，全面改善乡村生活环境和生
活质量，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如今的吕梁，正在经济转型的大道上快
马加鞭，奋力疾驰。正如电影《蘑菇香了》中
反映的，在吕梁市“8+2”农业产业化振兴三
年计划的背景下，李杏姑坚持“强龙头、建基
地、创品牌、拓市场”的思路，决心把企业继
续做大做强。为了响应国家转型发展的号
召，高质量发展农村绿色经济，村党支部书
记李杏姑决心把村里煤焦公司的基地改为
蘑菇栽培基地。为此，她还自费做了大量的
市场调查研究和分析，并引进了香菇种植专
业技术，进行了蘑菇培育实验并获得成功，
体现了有时代精神的改革主题和农业农村
农民的新气象，真切地传达出了一种人文情
怀和深入思考，承载了主流价值观，提振了
真善美的力量。

目光远大，理念前瞻，舍己为公，在主人
公李杏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现实实践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很多现实的困难与问题需要解决。对于李
杏姑的决定，煤焦公司的主要领导成员却不
认可，不放心，坚决反对，就连她的丈夫也想
凭着自己出色的厨艺，去城里开饭店，稳稳
妥妥地赚钱而不支持她。要知道当时的煤
焦还是热门行业，经济效益也很好，而且公
司有她 60%的股份。如果只打自己的小算
盘，即使再坚持一二年，她也会成为富甲一
方的大老板。可她不想以灰蒙蒙的天、黑乎
乎的地、浑浊不清的河水为代价，换取眼前
的经济利益，所以没有气馁，没有后退。她
用转型发展的大形势、自己率先培育成功的
事实，和一腔决心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致富的
热情，教育大家、说服大家，终于得到了公司
领导以及村民和丈夫的信任和支持，办起了
蘑菇实验基地。用李杏姑的话说，她想到的
是“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父老乡
亲。为了让蓝天更纯净，土地更肥沃，河水
更清澈，乡亲们的生活更幸福……是我一生
奋斗的梦想……”

汾阳有取之不尽的酒糟和醋糟，有富
含矿物质的常流水马刨神泉，都是培育蘑
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充分
利用当地资源，变废为宝，降低生产成本，
是该村发展的有利条件，所以李杏姑顶住
了重重压力，毅然炸毁了自己亲手创办的
焦化厂，建起了蘑菇培育基地，带动了本村
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收入。后来因发
现产品出了问题要推迟交货时间。为了减
少公司违约赔款，她北上京城，南下沪广，

与商家谈判沟通。饭桌上，李杏姑不
但 举 杯“ 舍 命 陪 君 子 ”，以 笑 脸 诚 恳 赔
情，还忍受了商家的言语挑逗，尽管是爽
快豪迈的巾帼英雄，还是在瓢泼大雨中痛
哭流涕。

通过这样感人的故事情节，让一个目光
远大，敢想敢干的农村女支部书记、农民企
业家形象树立在观众心中。这样也打破了
传统影视压缩语境中，农民“他者”“弱者”形
象的刻板建构，用多元立体视角，真正呈现
了农民的主体性和内在精神结构，强化了农
民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避免了形象的单一
化。这种表达也为观众提供了更真实亲近
的视角，易于让观众与剧中的基层干部站在
同一立场，去理解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去共情他们的内心情感，增加影片的感
染力。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我党赢
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法宝，正如影视剧中
的村支书李杏姑，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
语，不搞适时应景的面子工程，就凭自己的
无私奉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基地建成投产后，她也“嫁”给了基地，忙得
常常顾不上回家，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儿子
的重任全部落在了丈夫身上。丈夫出差
了，想为妈妈分忧的儿子自己做饭，却打翻
锅烫伤了腿，送进医院。看着儿子烫伤的
腿，她剜心地痛，深深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
的母亲、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而内疚着，但
一听说蘑菇出事了，她又立刻义无反顾地
赶到基地。

对于家庭，李杏姑也是深爱着的，所以
当委屈、怨恨、愤怒的丈夫一气之下，向她提
出公司和家二选一的时候，她发“我爱你”的
短信给丈夫，把丈夫感动得泪如雨下，并用
默默付出表示了对妻子最热烈的爱和最贴
心的支持。片中李杏姑以朴实的形象、感人
的事迹，把对父老乡亲的热爱之情，升华为
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感，从而让自己成为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群
众实现共同致富的一员，体现了很好的政治
导向性。

以主流价值观
传达积极正能量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信誉决定企
业的未来”，这是杏姑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
的坚定信念，她也毫不动摇地践行着。经过
耐心地宣传发动，并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惠
民政策，和一千多户农民签订了即使在市场
疲软的情况下，也用保护价全部收购菇农蘑
菇的合同。可是当第一批菌棒发下去的时
候，由于部分菇农没有严格按照培育方法科
学操作，致使 40%的菌棒发霉，全部报废。
这时菇农情绪极不稳定，集体要求公司赔偿
损失。虽然责任在菇农自己，可杏姑为了保
护群众种植的积极性，当场承诺赔偿全部损
失。她宁愿自己吃亏，也绝不让农民受害的
做法，给菇农吃了定心丸，赢得了他们的信
赖，提高了企业的信誉，为企业的发展壮大
赢得了一份无形的资产。

“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就是民族品牌
的生命”，因此，李杏姑的产品也赢得了良好
的市场前景。但她仍然坚守信用，坚持对客
户负责的信念不动摇，没有丝毫降低对产品
的质量要求。当李杏姑听到售出的一批蘑
菇加工品被感染虫菌，将不得不推迟交货日
期时，虽然面对赔偿巨额违约金的现实，仍
然果断立即召回全部产品。李杏姑认为为
了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不择手段的

行
为只
能让企
业 的 路
越走越窄。
所 以 听 到 有
关负责人低价
购买了次等蘑菇，
想以次充好按时交
货时李杏姑发火了，
她怒斥“这是毁掉企业
的将来”。尽管她经过
调查知道，经过高温加工
的产品食用后并不会对身
体造成伤害，还是果断决定
全部销毁。那一声毫不犹豫
坚强有力的“砸”，让多少箱次
品在铲车下变成垃圾，也让她的
企业诚信大放光彩，订货数量直
线上升。

后来，当企业已经进入了规模化
生产，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产品也远销
北京上海广州后，李杏姑也没有沾沾自
喜，固步自封，而是要开发新的产品，扩
大生产规模。正好躺在病床上的李杏
姑，从丈夫用自己的技术制成的香菇酱中
得到了启发，于是又研发了新的产品，增加
了新的生产线，形成了 3 大系列，12 个规
格，48个产品的产业规模。销售额达到了 3
亿多元，利税三千七百多万元，还获得了两
个专利。发展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现有的成绩并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在她的心
中，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土地更肥沃、人
民生活更幸福，永远是进行时！电影《蘑菇香
了》最后从绿水青山中退出，给人们留下了美
好的想象空间和长久的思索。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影视空间里，与聚
焦城市题材相比，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
稀缺，尤其是真实展现农业发展面貌、农村
生活日常、农民所思所想，且质量过硬的影
视作品更是不多。有部分创作者在根本不
了解乡村的情况下，将农村的落后现象固
化，对其过度夸张放大处理，出现了消费农
村、消遣农民的现象。

乡村或者说家乡，是每一个人生命内
在的基因，具有感染人心的强大力量。
乡村叙事不能远离现实真实和艺术真
实，要真诚地反映农村实际，提供人文
思考，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严肃态度，
以主流价值观标准传达积极正面的能
量。《蘑菇香了》对乡村振兴、乡土人情
的细腻捕捉，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容
易引发观众的共情，特别是有农村生
活经验的观众，能够从这些影像中
唤醒乡愁记忆，增强精神力量。同
时，也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影片中
感受到党的惠民政策的好处，看
到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转变，增
强对乡镇企业的信心；也通过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增强了人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
步提高了人民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环保理
念的认识，听党话跟党
走，共同保护我们的青
山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