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兰莹莹  校对：刘林忠
文学周刊

2023 年 6 月 21日    星期三

6版

文 心 雕 龙

发展视野下的乡村愿景
——简析电影 《远山花开》

◎王海洲

西安嘉方影视有限公司出品
的新片《远山花开》，是继电影《野
山》之后，新的一部关于陕西南部
乡村生活的重要影片，该片以一个
南京来的支教女教师的视点，聚焦
于解开一个孩子的“心锁”这样一
条主线，叙写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
的陕南故事。

陕南秦岭山区，历史上是秦楚
文化的交汇之处，武关雄踞，素来
是征战之地，因为交通不便，长期
以来山民生活艰辛。上世纪 80 年
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里，
山民们也萌动了变革的愿望，想让
贫困的生活变个样，于是也就有了
影片《野山》。《野山》是中国拍摄的
反映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电影中
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部，它触及了改
革的本质，就是心灵的变革和生活
方式的变革。《野山》提出了一个重
要命题，在传统羁绊沉重、生活环
境闭塞、思维定式僵化的偏远农
村，乡民不进行灵魂的改革就无法
实现乡村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
展，于是影片就塑造了禾禾、桂兰
这样的农村觉醒者形象，希望以他
们的典型力量引领农村的变革、脱
贫致富、改变面貌。

《野山》聚焦改革开放初期陕
南鸡窝洼的人家，《远山花开》则再
现了 40 多年后走在乡村振兴道路
上的陕南大麦村的人们，展现了当
下陕南乡村的生活现状，也通过现
状折射了历史，反映了中国人民在
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踔厉奋发、改变
家乡面貌的向上精神。

《远山花开》的主人公、大麦村
教学点的孩子们，论年龄，他们应
该是《野山》中禾禾、灰灰、桂兰、秋
绒的孙子辈，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了脱贫致富
的社会变革，这些孩子的生活已经
摆脱了温饱问题，他们有了更高的
人生诉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
的天赋的全面开发。相比前辈，孩
子们不再为温饱而困扰，但是他们
渴望感情生活、精神生活更完美更
完善，这也是影片叙事的核心、表
达的要点。

中国当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
头”。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如何取得
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突破
传统、付出心血汗水干出来的，这里
边既有科研人员的智慧创新，也有
乡村百姓的砥砺奋斗、艰苦付出。中
国有深厚的传统，“父母在，不远游”
是我们这个重视传统伦理、重视孝
道的民族的古训，但是改革开放的
大发展时代，为了让工厂运转起来、
向世界各地输送物资，为了让农村
剩余劳动力能够发挥效力、促进乡
村经济，时代洪流之下，大量农村青
壮劳动力离开故土，进入城镇、进入
工厂，就像《远山花开》中多名孩子
的父母，到城市去、到工厂去打工。
这些劳动者，在新的时代，突破了
传统古训，在将中国建设成为制
造业大国的道路上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 同时，他们也通过劳动
获取了报酬，回馈乡村、惠及家
庭，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
家庭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
他们离乡远行、走向都市，让他
们跳出了偏狭的乡村视野，看到
了现代文明、时代生活，让自己的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得到进一
步升华，也会萌发改变自我、改变
家乡的动能，为乡村振兴储备了智
慧财富和人才力量。影片中的大麦
村也在变革中实现了进步，时代的
气息逐渐进入乡村，校舍得到了改
善，捐赠的物品中出现了钢琴，大学
生村官正和村民们一起为乡村振兴
寻找出路，更重要的，来自都市的女
教师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新的方式、
为乡村育人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一
切，都预示着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新
前景。

在看待这些发展势能的同时，
也要思考，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
乡村社会付出了什么？这就是《远
山花开》聚焦的问题，村民们付出了
情感的代价。作为一个追求伦理教
化的民族，追求“相与之情厚”的文
化，我们的文化追求团圆，但是青壮
年人离乡打工这个时代选择，让中
国乡村百姓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
价。青壮年人离开了故土，跟家庭、
跟老人、跟孩子分离，自己在外苦
干，守家人在乡苦熬，三代人的付
出，才有了中国经济现在这样的一
个大的体量。《远山花开》看到了这

些问题，反映了这些问题。女老
师刘晓慧带着孩子们喊山，旷野
山巅，孩子们放开自我，站到山上去
喊，喊着、喊着，潜意识中最深层的
情思喊了出来——“爸爸、妈妈，我
想你们了”。这个场面，导演设计得
极富感染力，银幕上，孩子们哭了 ；
银幕下，观众为之
动容，并进

而深思在中国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
大的时代使命面前，这些孩子也是
作出了贡献的，他们为社会的发展
贡献出了自己的情感。

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孩子的情感缺失需要抚慰，
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付出需要弥
补。这就是《远山花开》为未来乡村
进步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愿景。中
国已经进入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
新时代，人口红利已经走到顶点，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除了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人的素质的高质量培育
也是一个重要命题，规模性地提
高农村人口的质量，把“小镇做题

家”“乡村做题家”培养成全面发展
的高质量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突破口。《远
山花开》提出了问题、书写了愿景，
孩子们有了开阔的视野、完备的素
质、健全的人格，有了人生自信、有
了创新动力，就会为中国的发展提
供新的动能。乡村的孩子，他们在
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支教老师的
努力下，天赋潜能得到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他们的人生就
会春风扑面，中国的未来就更有希
望，这就是《远山花开》给我们最有
意义的启发。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由西安嘉方影视有限公司等机
构出品的影片《远山花开》以乡村支
教为背景，展现了来自都市的青年
音乐老师刘晓慧赴陕南乡村——大
麦村小学支教的故事。在这一较为
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刘晓慧等人用
音乐打开了留守儿童封闭的心灵，
播种了乡村振兴的希望；而她在心
灵治愈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闭的
乡村少年张承峰的心灵救治。

“播种”是《远山花开》的首要
主题。在影片中，观众看到的乡村，
在精神层面依然贫瘠，乡村学校的
教学理念落后、教育资源短缺的局
面更是亟须改变。影片以刘晓慧等
人的赴乡村支教之举，来表现出国
家对乡村在精神层面的扶植，意在
展示中国乡村在脱贫之后如何走
向振兴的历史转变。故此，影片刻
意凸显出在乡村进行精神“播种”
的意识，这种意识呈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刘晓慧通过音乐教育、喊
山、参加合唱比赛等对乡村儿童进
行心理的启蒙，特别是对张承峰的
救治。张承峰因为母亲去世而心理
蒙受创伤，他形单影只、举止怪异，
长期不开口说话；刘晓慧等人通过
多重的计划和努力，终于打开了这
位自闭多年的少年的心扉，让他开
口。二是影片表现了刘晓慧对乡村
教学观念的改变。片中的老校长虽
一切为学校着想，但也是陈旧教学
理念的代表，如他教学较为死板、
一切以学生的成绩为考量、常常训
斥甚至体罚差学生等等。刘晓慧也
因此产生了误会，但她还是理解了
老校长的做法，并且成功调整了乡
村学校的教学理念。影片最后表现

大麦村小学合并到镇里的学校，预
示着乡村教学将会步入更加集中
和现代的体系之中。影片以上述两
个方面，表达出了在乡村进行精神
播种的主题。正是播种了美好的精
神种子，明天的乡村才会遍野春
花，真正实现振兴，而中国式现代
化，在乡村也将从此起步。

“心灵治愈”则是《远山花开》的
另一重要表达。无论在都市抑或乡
村，走出心理的阴霾，是现代人所面
临的重大问题，心灵的拯救比起身
体的拯救更为迫切。因此，在全球范
围内治愈系电影愈来愈受到关注。
本片亦是表现治愈心灵的影片，如
刘晓慧来大麦村支教的最初动机便
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救赎。片中表现
她因为母亲的去世导致了内心世界
的坍塌，为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她
主动要求去乡村支教，以此来治愈
心灵创伤。而在那里，同样有一个因
母亲去世而走不出心理阴影的乡
村少年张承峰，他同样需要心灵的
救治。因母亲去世而遭遇心灵创伤，
使得师生二人在片中形成了互文关
系，也更加凸显出了该片对“心灵治
愈”的诠释。

影片从音乐和人性两个层面
来表达治愈。音乐治愈是心灵治愈
的主要方面，世界知名的治愈系电
影《逆光飞翔》（2012）、《爱乐之城》

（2016）等均为音乐治愈系影片。该
片以原创的《远山花开》主题曲贯穿
全片，音乐温婉动人、和声优美，再
配以各种本格的本土音乐，使得全
片音乐充满了诗情和温情；与这种
风格的音乐同步的画面，则是秦岭
远山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满载
着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愁
记忆。这样打动人心的音画图景，不
仅为刘晓慧和张承峰治愈了心灵的
创伤，也使得观众获得了心灵治愈。

除音乐治愈之外，人性治愈为
《远山花开》治愈表达的另一重要
呈现。片中的大多数人物，都被塑
造成为具有美好的人性。如老校长
虽有着相对陈旧的教学观念，但他
把心血都献给了这所乡村学校和他
的学生，为了能让品学兼优但家庭
困难的傅圆圆上学，他不但照顾圆
圆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还卖掉了
几乎全部的家当。他凸显出的美好
人性，就像秦岭一样给了刘晓慧和
众学生坚实而厚重的精神依托，更
温暖着他们的精神脊梁。片中的其
他人物，如在大麦村小学支教多年
的那对夫妻老师、一直关照张承峰
生活的大学生村官等等，也都以美
好人性展示观众，以人性的温暖治
愈他人。

为更好完成“播种”与“心灵治
愈”的表达，《远山花开》也采用了多
样化的艺术手法。首先，影片并未
刻意地以情节化叙事来积累戏剧
高潮，而是采用了不断积累情绪以
最终达到情感高点的方式来感动
观众。片中尽管也有“深夜钢琴声之
谜”以及合唱比赛中“最后一分钟营
救”式的类型化叙事，但这些都是为
了酝酿情感而设置的情节，而不是
为了达到某种戏剧化目的而进行的
商业铺陈。观众观影时感受到的始
终是情感，这些情感一直在流动、积
蓄，最终汇成强大的情感波涛，冲击
着灵魂。其次，影片多处以意象手法
呈现出人物情感，如张承峰每次受
到心灵冲击时，便爬上学校里那棵
大树的树杈，以求在高处能够感受
到远去的母亲对自己灵魂的抚慰，
刘晓慧也多次通过观看手机中母亲
的视频，来寄托哀思；而那架杂物间
里的钢琴，既让刘晓慧和张承峰获
得了灵魂救赎，又点亮了乡村孩子
们的心灵之灯。

《远山花开》的叙事也存在尚
待提升之处，比如对刘晓慧和母亲
之间的情感讲述得过于概念，使得
观众对她心灵遭受的剧痛缺乏代入
感，也因此没法在影片开始就能捕
捉到强烈的情感流动。但影片所表
达的“播种”主题对中国乡村如何实
现从脱贫到振兴的历史跨越有着一
定的启示意义，其“心灵治愈”的表
达也有着重要的当下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

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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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是一个泪
点较低的人，观影全程
一直在流泪，止不住地
流泪。电影用镜头、音
乐、声音和画面为我
们讲述了一位城里
女孩刘老师赴基层
支教的故事，老题
材拍出了新感觉、
新味道。影片告诉
我们，教育是信仰，
音乐也是信仰, 都是
百年大计，都是继往
开来的事业。

电影问题意识很
强。从支教老师视角，
触及了许多农村教育
问题，如一人兼多门
课程问题，主课与副
课冲突问题，家校共
育问题，学校撤校合
并问题，农村美育问
题，以及留守、失独孩
子心理问题，差转优
问题，社会关爱问题
等，都在短短的影片
中得到了展示。它告
诉人们，农村教育启
蒙问题任重道远，“哭”
过之后怎么办？除了
选聘支教老师，我们
要做的、能做的还有
很多很多。

电影是弘扬人间
大爱的。其实，驻村男
干部刚一出现，我很
担心影片会拍成狗血
的爱情剧，但是没有。影片很干净，处处不说
爱，但处处是爱，处处是人间大爱。电影洗眼
洗心，很了不起。

文喜看山不喜平，之所以影片有一种像
坐过山车起伏跌宕的感觉，主要是影片写了
许多有意味的冲突 ：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现
代与传统，农村与城市，上级与下级，甚至粗
犷和细腻，男与女等的情节、画面冲突。这些
情节和画面环环紧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拉
紧了受众的心理期待。等到冲突解决后，那种
兴奋、愉悦，那种真正的心花怒放的感觉，让
我们都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美。

电影也抓取了许多农村学校常见的镜头：
旱厕、体罚、家长会、布满灰尘的钢琴、抱着弟弟
上学的女孩……代入感很强、很真切、很接地
气，也让我想起了自己上学的那年那月……

我个人以为摔手机情节、合唱队情节选
择很巧妙、很成功。手机不摔都不行了，手机
是支教老师的精神依靠，手机里有母爱、有音
乐、有城市记忆，也一定有美丽的刘老师的青
春剪影。但是，手机对于留守孩子，是现代文
明的诱惑，是与在外打工的亲人发生联系的
情感通道。手机摔坏后，戏剧化的处理结果，
也让人哑然失笑。

合唱虽是阶段性小目标，但是通过合唱
比赛，孩子们找到了信心，获得了社会的认
可，找到了心理支撑力量、能量。正是在合唱
比赛时，一场意外，骨子里对班集体、学校荣
誉感——让一直一言不发的孩子张承峰在千
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开口了，这个“闷葫芦”包
袱从头至尾设置非常好，点题自然，可以看出
编创人员很用心。

还有，“树杈上的守望者、眺望者”镜头也
很有意味！树下有芸芸众生，甩不脱的万丈
烦恼，滚滚红尘 ；树上有静谧的“暂座”时光，
是自我反思、治愈的最好去处 ；而远处，透过
云层是阳光，更有着无限风景！人生在世，肉
体在泥潭，灵魂在高处，恐怕就是如此吧。

马校长是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代言人。他
是农村教育守望者的缩影。他操着一口陕西
方言，粗中有细，活色生香，很可爱！演员把
这个角色演活了、演绝了，他会不会成为陕西
电影题材最后一位校长，还需拭目以待。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

教授）

文艺漫评

播种与治愈
——浅谈电影 《远山花开》

◎赵卫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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