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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乡村振兴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塑造
——电影《金菊开了》观后感

□ 卫彦琴

乡村振兴与产业振兴是中国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乡村特色产业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能够
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之一，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有助于激活和丰富乡村
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女性的定位和作用日益
凸显，她们不仅是乡村社区的建设者、乡村
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创造
者，她们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和参与乡村振
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韩菊，一个乡村女性企业家必须要面对
的“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
的。欲全大我，一定要超脱小我面临的困
境。韩菊不愿把自己的青春梦想消损在三
尺灶台边，她要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开辟
出一片理想的天地，让保守的婆婆跳出井底
看到广阔的天空，让姨嫂、丈夫看到自己心
灵的豁达无私。自从扛起菊花公司的大梁，
她就义无反顾，跑市场，谋发展，不顾结婚刚
过一百天，就拿着简单的行装走南闯北，任

劳任怨 ，使村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菊花最灿烂的明天。
后来，当自己的公司在姨嫂当出纳期间，被搅得一塌

糊涂，无法继续良性运行时，她当即跑到丈夫办公室，要
求解雇阻碍她公司发展的亲戚，把公司的经营权收回
来。当她发现丈夫并不支持她的决定，婆婆也试图让丈
夫与他离婚另建家庭时，她内心崩塌的不只是事业理想，
更是自己的爱情理想，所以她从家里“出走了”。

这种“出走”折射出农村地区女性群体独立意识的觉
醒，农村女强人要破解家庭矛盾干出一番事业，需要冲出
家族藩篱实现社会价值，通过得到社会认可才能增强家里
人的荣誉感，“倒逼”家里认可和支持。剧中韩菊的出走，
当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自己身心的煎熬，正如剧中她一个
人躺在医院里，眼含泪花独自回忆曾经的家庭温馨，独自
面对怀孕以后的艰辛。韩菊也曾彷徨过，退缩过，但那朝
阳下金灿灿的万寿菊让她坚信：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她挑
起菊花公司的大梁后，靠着党的好政策，凭着自己的智慧、
勇气和魄力，让菊花产业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

一年后，韩菊的婆婆路过菊花园，亲眼看到菊花盛开
的喜人景象，亲耳听到采摘菊花的女人们对着她夸赞自
己的儿媳：“婶子，看你多有福气，娶了这么好的个儿媳！
我们大家都跟着有劲头”。又听大家一个个刷着自己的
幸福感：“我们修起了新房，你没看见？”“我家也修起新房
了，还添的新家具……”

三年后，废水处理的专利申请下来了，菊花废液提
取、乳酸提纯项目报上去了，叶黄素鸡蛋项目正式上
马。计划建七百亩的大棚，解决 28000人的就业，夫妻一
同上班的渴望半年达到脱贫标准……韩菊，终于从风风
雨雨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那七彩长虹把她俊美的脸映
成一朵朝霞下的金菊……

电影的色调是表达主题的主要元素，反映着导演的
个性风格和艺术诉求。故事片《金菊开了》中，大量金菊
盛开的灿烂金黄色大场景，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象
征着女性的美丽优雅、独立坚强和智慧活力，同时也代表
着新的开始和希望。所有这些，都使整个叙事呈现出一
种乐观温暖的色调和积极向上的氛围，而这正是我们在
乡村振兴、文旅示范的文艺作品中应该呈现的主旋律和
主色调，从而为我市乡村振兴事业助力赋能。

由吕梁市鑫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拍摄、出品的本土故事片《金菊开了》，以吕梁农业产业化振兴为背景，讲述了女
性农民企业家韩菊在党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扶持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克服社会与家庭的阻碍，把小菊花做成大产
业的创业故事。

农村励志电影中女性角色的设计通常
与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展现出
与时代同呼吸、与政策共命运的特点。这
些电影不仅展现了农村的自然风光和乡土
情怀，也反映了农民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坚
韧不拔和积极向上的品格。

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
来，国家为支持乡村发展实施的一系列举
措使得农村经济有了明显的改观，农民的
精神风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关
影视作品在塑形的同时，更重视铸魂。在
塑形与铸魂上，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上，融合
文化的作用，做了“提升”与“转化”两个方面
的工作。综观乡村题材剧作，乡村物质生
活不再是焦点，乡村文化生活开始受到关
注。其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乡村女性文
化意识的增强，在现今的农村题材影视作
品中，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女性正在成为
新农民的代表。

《金菊开了》是一部小成本农村题材故
事片，讲述了山区姑娘韩菊的爱情和创业故
事。剧中人物韩菊是一位 80后青年农民企

业家，角色定位是活跃在新时代农村的青年女性致富带头
人形象，她是新农村知识、创新和活力的代表，是一个敢想
敢爱、有魄力和胆识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
到她作为女强人、优秀女企业家所具有的坚毅与智慧，也能
看到她作为家庭中的妻子和儿媳的善良、隐忍和勤劳。

韩菊，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花农，却偏偏和一个
有着大学文凭和铁饭碗的青年霍文杰碰撞出爱情的火
花。可打着深深传统门当户对观念烙印的婆婆，却对这朵
灿烂的爱情火花深有芥蒂，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电影一
开始，结婚喜宴上，婆婆被人连劝带拉推上饭桌，从始至终
面若冰霜，公公一副不知所措的懦弱模样，只有晚上丈夫
给她洗脚的温存是这次婚姻的温馨场面……当劳累了一
天的她，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时，迎接她的是婆婆的冷
言冷语：“要不是我不争气的儿子放着大学生不娶，偏偏要
娶你，我真还看不上你！”

“韩菊，你脑子活、爱琢磨、有闯劲，给咱挑大梁！”“我
们信得过你！”乡亲们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在她耳边响起。
爱情的火热执着，乡亲们的信任和渴盼，婆婆的尖刻鄙
视，在她的心里交织成一团又气又恼的乱麻。但当她想
到盛开的万寿菊，想到乡亲们期盼的目光时，不仅一切都
忍了，而且更坚定了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的坚定信念。

每一朵金色的菊花都是盛开在她心间的理想之花、是
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之花！“不信高中生就办不成事业！”
她决心展示一下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农村女青年的风采
和魄力！于是毅然接过菊花公司的担子，不，他扛起的是
带领乡亲们尽快致富的重任！当她要代表菊农出去办事，
婆婆却要她和王杰两人去参加村西头爷爷家孙子的满月
庆典：“大老爷们办不了的事，你能办成？村里没你人们就
不活了！”婆婆的尖刻更激发了她在创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的迫切性。她要用事业成功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于是她
找镇里、跑法院，觅商机、拓市场，终于为金菊颗粒找到了
买主，不但挽回了入股菊农的损失，还打开了金菊市场，获
取到菊花深加工的信息，她心中的菊花开得更灿烂了，眼
前的致富路子洒满了阳光。

韩菊，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村青年女性，身
上既有温柔贤惠、隐忍和事、敬重公婆、热爱家庭的中华优良
传统美德，又有敢想敢干、勇于担当、创业为民、坚忍不拔的时
代拼搏精神。创业有着难以预测的挑战性，它需要抱负理想、
胆识智慧，更需要商业眼光，能认准市场，把握商机，灵活应用
市场规则，这对于一个男性创业者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对于
女性来说就更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韩菊要面对的，不仅
是市场经济的挑战，更有家庭矛盾的羁绊。

一般而言，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会带来现实生
活和整体风貌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独立自强型
农村女性角色成为深受观众喜爱与追捧的一种范
式 ，这不仅是全社会女性群体话语权日益强化的体
现，更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
的折射。农村女性角色超脱农村这一场景，实现积
极乐观、阳光快乐的人生心态，已然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 ，所以当下，农村题材影视作品热衷于独立
自强等类型的女性角色塑造，韩菊就是这样的典型。

《金菊开了》讲述的是一个新时期农村女企业
家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彷徨与抉择的故事，剧情
发生在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还相对落后的吕梁农
村，剧中既有婆媳之间的阴云密布，也有企业发展
中的疾风骤雨，通过这些矛盾和冲突，主人公韩菊
由成长走向了成熟。影片体现的是新时代农村女
性面对挫折坚韧不屈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影片传
达的是温暖的感觉，其中的酸楚只是点缀，因此整
个影片的色调不是忧郁的灰色，也不是冷酷的暗
色，而是暖色的，给人以积极的敞亮的感觉。

韩菊虽然高考落榜，但她对新知识的学习能
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都很高，而且对人生和事
业揣着极大的热情。与众多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

工妹相比，韩菊是一位勇于在农村创业的新时期女性，在她身上
更多了一些坚韧和胆识，多了一些责任和抱负。而与城市创业
的女白领相比，在她的身上还多了一份和那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多了一份对那片土地以及乡亲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电影《金菊开了》，导演在创设农村女性角色时，从更为贴切
的角度站在女性角色立场进行叙事，以“婚姻”“命运”“存在”等
为初始，为女性角色设身处地做出实际考量，借此关注农村女性
的处境。此外，出于女性思维的审视，更容易抓住具有代表性的
要素来达成农村女性角色的影像塑造，从而激发观众的共鸣。

“二姨，韩菊和那个刘军胜走得特别近！”姨嫂子一脸神秘而
又故作惊奇地贴着韩菊婆婆的耳朵压抑着声音说，“咱们霍家可
丢不起这个人呀！”姨嫂子的脸羞涩得就像她自己做了见不得人
的事一样，“村里都风言风语了，”又是一脸的伤心。“啊——真的
……”婆婆又气又急两眼直冒火。外边奔跑，家里埋怨。这不，
刚睡下丈夫文杰又开腔了：“军胜军胜，你心里就有个军胜，还有
没有这个家？”一颗火热的心四处碰壁。姨嫂子煽风点火，婆婆
横眉冷对，丈夫疑心重重。在婆家人心里，她的责任就是伺候公
婆服侍丈夫。然而，一个创业者的海洋胸怀岂能被一波一浪搅
动？狭小的庭院又怎能迈出创业的阔步！“文杰啊，女人有了个
孩子，她就拴住了。”母亲的话，更激发了韩菊丈夫当爸爸的欲
望。“咱们要个孩子吧！”丈夫的枕头话传达了明确的信号：你不
能再疯跑了。“这还真不是时候！”为了菊花公司，为了乡亲的希
望，他没有顺从婆婆和丈夫。可命运总是一再捉弄那些想干一
番事业的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菊花
公司的深加工项目要上马，很多事情需要她着手准备，几番内心
挣扎后，她还是背着全家做了流产手术。“生孩子是你一个人的
事吗？”面对惹恼了的雄狮般丈夫的愤怒，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咽下了泪水，坚定地走向了办公室。

家是一张无形的网，善良有时也会让她成了网中之物。因竞标
缺钱，公公背着婆婆把家里的十万块存款条给了丈夫支持了她。事
发后，婆婆先是大哭大闹，继之又听姨嫂的话，要入股掌权，并让姨嫂
担任了会计。很快，家公司的弊端出现了。客户上门找不到出纳怨

声载道；公司开会，不是打
呼噜就是随便离开会场接
打电话，无可奈何的她，只
得中途休会。她知道公司
不能毁在家族的手里，村民
的希望不能在她的小我中
破灭。她的责任，她的梦
想，都不允许她继续迁就目
光短小、私心膨胀的家族理
念。于是，她用纤弱的双臂
力挽公司于倒悬，让创业的
魄力屹立在村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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