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筹备十年，拍摄三年，杀青四次，根

据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由王家

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火爆全网。朋友圈不

断刷屏，引发全民话题热议。整部剧不仅故事

好、画面美，上演了一场场商战的好戏，剧中

台词也是随口一出就是智慧满满，许多简直

就是金句，激起了观众的深深共鸣，许多被网

友当成了处世箴言。

纵观近年来国产剧的台词，很容易有股

段子的味道，显得苍白无力，让人一笑而过。

但在《繁花》这部剧里，没有用过于华丽的辞

藻，只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人生哲理，让你越

品越有味道。剧中“人人心里有杆秤，什么时

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

面多少都有数的。”台词讲述了玲子与宝总

的人生成长和情感经历，从默契相处，到两

人彻底划清关系，玲子砸碎了旧日的夜东

京，清理了宝总的一切痕迹，二人从往日的

伙伴走向陌路。在这里，这段台词告诉你，人

际关系里最好的态度就是：亲疏随缘，爱恨

随意，珍惜当下，看淡离别，这才是提升幸福

感的最佳途径。

《繁花》中的台词，稳狠准不说，还层层递

进，逻辑清晰。我最喜欢的是“关山越难，闯过

去是扬眉吐气，又一程山高水远，闯不过去变

成了教训，警示后来人。”这句台词说透了人

性，凝聚了智慧，将现实剖析得淋漓尽致，探

讨了在多重困境下的个人选择与思考。当你

老了，回望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你做的每一

次选择和决定，跨过的每一道山河，收获的每

一个教训，都成就了你的人生。从剧情设置上

看，这句台词里有更多的社会化场景，敢于跳

脱狭隘的情感议题，切入与人性相关的思考。

好看的电视剧，总能让人记得剧中某些

经典台词，也往往能够提升一部剧的传播度，

可以高度凝练地概括剧中主题和人物特征，

打开故事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与人文关怀，

让观众难以忘怀。

王家卫不愧是大导，能将故事讲述得生动感

人，剧中那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经典台词，再加上

沪语版特殊的表达方式，带来了独特的韵味，贴

合角色气质，也很符合地域文化背景，让角色在

寻常对话中暗藏着生活哲思，几乎完美还原了90

年代商界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呼应了剧情的

戏剧性。观众感受到这种特有的烟火气息，为之

回味无穷，值得深思和借鉴。

1月 23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在抖音

平台引发热烈反响。

由《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梁晓声、

蔡崇达组成的文学大咖团，做客“与辉同行”

直播间，与俞敏洪、董宇辉共同围绕“我的文

学之路”展开深入交流。此次直播活动是《人

民文学》首次尝试以“带货”形式出现在顶流

主播的直播间，旨在推广文学，传承文化。

在短短 2 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2024 年

《人民文学》杂志销售火爆，共售出超过 7.7 万

套，销售额超过 1663万。

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迎来了文学的一个

黄金年代。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拔节

而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题材

百花齐放，作家、诗人满园争春。文学成为一代

人的营养剂，创作写作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当

时，书店、书摊、报刊亭成为街头一大景观，买

书阅读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书成为慰藉一

代人的精神食粮。

但是，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文学便从辉

煌的顶流滑落，走向式微。

尤其是进入自媒体时代，互联网迅猛发

展，终端载体普及到寻常人，直至今天全民习

惯于快餐式、碎片化阅读。

而纯文学日益被积压，从当初的“写诗的比

看诗的还多”，发展到书报卖不动、没人看，公交

火车上，集体低头刷屏的场面代替了人人手捧一

本书阅读的风景。与此相应的是：许多报纸杂志

甚至是一些伴随过一代人成长的大刊名刊停刊

关门，硕果仅存的也在苦苦支撑举步维艰，令人

叹息、伤感甚至痛心。

文学期刊由繁华走向没落的背后，难言的就

是一种尴尬：文学，是需要钱才能支撑下去的！

作为传播文学作品的载体，作为创作文

学作品的人，都是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的。

虽然，他们往往不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

不需要多丰裕的生活品质，但起码要满足衣食

住行，消费基本的人间烟火。因为缺乏基本的

生活保障，很多年轻人视文学为畏途，甚至许

多有才气的作家为了生计，不得不退出文学

圈，中止创作道路。

而探索文学的生存之道，特别是在自媒体

时代如何寻求突围，成为依然在坚守的文学人

的迷思。

所幸的是，新时代有这样一批有思想有

温度的人，依托董宇辉这样有文学功底的流

量明星，为正在困局中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宝

贵平台，一种崭新思路。通过网红和文学的有

机结合，在固有的自媒体的低俗观念特别是

直播带货的利益化色彩之上，附丽了高雅的

文学元素。之前，董宇辉倾情演绎的多地文旅

小作文等，给原本枯燥的文学作品赋予了声

光色的美好。

而这次，更通过“与辉同行”这个载体，

流量明星、文学大咖一起以通俗易懂、互动共

情的方式，阐释文学，带货文学期刊，既辐射

了文学的影响力，又可以反哺与滋养文学期

刊和作家，从而激励文学爱好者心无旁骛地

投身文学。这种独辟蹊径的方式，如能推动文

学新的复兴，善莫大焉。

经典台词，直抵人心
——电视剧《繁花》观后感

马小峰

剧评

看“与辉同行”有感
马丁

观点

炎陵县戏剧传承中心创排的现代花鼓戏

《饭碗》搬上舞台。该剧讲，过去在田里摸爬滚打

的传统农耕方式已经不再吃香，现在的农民倾

向于快递、养殖、直播带货、农家乐等能快速致

富的工作，哪怕远离家乡打工也不愿在家种田，

导致农田变成它用甚至荒废。

剧中牛大壮（刘永扮演）、段长根（廖军扮

演）、花嫂子（罗晓玲扮演）、狗嫂子（李兰艳扮

演）等人，不但对种田提不起精神，甚至面对书

记要他们种田时牢骚满腹。一是种田收益太低，

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难以满足生活的开销。二

是城市繁华、热闹的生活吸引力太大，好不容易

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方便和多元化的待遇，

不想再泥一脚，水一脚回到被蚊叮虫咬的种田

日子，加之对种田新技能要从头学起，更是麻

烦。三是农民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做老

板、吃轻松饭，只要有钱就不愁饭碗没粮。正如

狗嫂子在剧中所唱：“不是不想种，的确有原因。

鬼冇天亮要出门，叫鸡公还在笼里打瞌困。蚊子

咬来尤小可，关键还有蚂蟥叮。犁耙滚打几斤

谷，抵不过一棵黄桃树上的收成。”该剧以点带

面，概括了当代农民对种田所发出的不同声音，

具有启人心智、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剧中田书记（凌其锋扮演）面对村民不想种

田的诸多理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如

果农民都不种田，恐怕有天带来粮食危机，如果

农民都不种田，不仅将来有钱买不到粮，很可能

还要受制于人，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农耕文化传

承受影响，对维护国家安全也非常不利，更何况

现在的孩子没几个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哪里还

有种田一说，长此以往，废掉的不仅是种田大

业，还有可能是子孙后代。

剧中喇叭花（邱学葵扮演），在大家都不愿

种田的情况下，主动向书记提出把所有不愿种

的田全部包下来。这对大家的触动很大，问她为

什么这样？回答很简单：“人生在世，离不开饭

碗，放不下筷子。田里没粮，心里发慌。田里有

粮，饭碗稳当。就算要赚钱，也要先填饱肚子。”

喇叭花的出现，使剧情发展有了新的突破，这种

反作用力的创作技法对观众而言或悲或喜都是

乐于接受的，加之书记在关键时刻与她一唱一

和恰到好处地打出了一张叫人泪眼婆娑的情感

牌，使大家感悟到了种田的要义和端牢饭碗的

重要性，从而提升了对种田的认识。尤其当书记

举起饭碗问大家这是什么东西时，场面感人，叫

人热血，剧情得到升华，现场掌声雷动！喜欢该

剧的集体表现场面，动静相宜，干净漂亮，加之

演员表演到位，给观众带来不仅是载歌载舞，雅

俗共赏的花鼓戏表演，更是一堂具有教育意义

的农耕文化课。

端牢手中《饭碗》，唱响农耕好戏。该剧是炎

陵县戏剧传承中心继《黄桃书记》《送礼》后的又

一原创佳作，中心主任吴佳武表示：“我们会精

心打磨，为迎接第八届湖南艺术节做好准备。”

正如龚曙光评论“残雪

的小说是三种故事构架的复

合：一个抽象化的世俗故事，

一个戏剧化的心灵故事，一

个整体化的象征故事，这三

者融成一体”，这句话点明了

残雪的小说中具有故事的复

合性，而其独特的意识流写

法也正是由这种故事的复合

造成的。

在她的小说中，往往以

主人公的精神触须来叙事，

笔触就像是一团透明的、蠕

动的、有生命的灰色软体，并

以那无穷的触须来引动各种

各样的感觉。她是以纯情绪

化的精神体验来感知对象，

然后通过人的情绪所传达出

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关系来推

动叙事的。《山上的小屋》便

是 这 一 叙 事 手 法 的 典 型 代

表，而我想通过对这篇短文

故事架构的分析，初步窥探

这一叙事手法的奥秘。

首先，《山上的小屋》开

篇的第一句话“在我家屋后

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

来的小屋”，便点明了叙事者

就是作者本人，而后一句“我

每天都在家里清理抽屉。当

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

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

头上，听见呼啸声。”则明确

了全文追忆的笔调。而后的

一句写景，同时也出现第一

个象征意象群“是北风在凶

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

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彻底将叙事者

拉入了被记忆润色过的世界里，直到最后一

段，“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非常清

楚。”这句之后，作者才从精神世界的追忆里脱

离了出来，并最后留下了一个象征意象群：“我

打开门，走进白光里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

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而在

最后一段和第一段之间的故事，则是残雪通过

叙事者对往事的模糊追忆所写出的一个戏剧

化的心灵故事。

在文中，从“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而

不清理抽屉时，坐在围椅里，把双手放在膝头

上，听见呼啸声”，再到最后的“然后我打开门，

走进白光里去”，这两句话共同构成了第一层

故事结构，即一个抽象化的世俗故事；而中间

戏剧化的心灵故事，则由窃笑的家人、偷窥的

外人以及觉得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的这

个过去的“我”构成（家、山，还有家与山的中间

地带则成为剧场），这些登场人物全部由作为

叙事者的“当下”的我的心灵所操纵，并以“捣

鬼”作为核心主题，讲述了一个家里面所有人

都在疑神疑鬼的故事；最后作者则是以心灵故

事中的零碎意象为辅，以开头与结尾部分的核

心意象链条为主，构成了全文的第三层故事结

构，一个整体化的象征故事。

这样的故事架构，正是为此前所说的情绪

化意识流的叙事手法服务的。残雪成功地通过

这一叙事手法完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并通过

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了类似置身于肮脏与恶

臭中的窒息感，但又在观察作者描摹黑暗的过

程中，仍感到有一抹灵魂的暖色。仿佛是从寒

冷的屋内走了出去，被那朦胧温暖的暖光所照

耀，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离不开残雪独特的叙

事结构和叙事手法。

2023 年 12 月一个阳光温暖的上午，我走进

神农大剧院，参观株洲文联“流光溢彩六十年”

优秀文艺作品展。宽敞简约的展厅内，悬挂着上

百幅优秀的展品。展现了当代语境下诸多文艺家

的成就，勾勒出株洲文联六十年的辉煌历程。参

观者聆听着笔墨间的细语，感受着艺术的力量。

六十年来，株洲文联在文艺的花园里积土

垒石，挖渠引水，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辉煌的历

程，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将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戏剧文华奖、音乐金钟

奖、摄影金像奖等全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奖项捧

回了株洲。那熟悉与不熟悉的名字，通过本次展

会，让人油生敬意。

展厅用图片及说明的形式，向大众介绍了

株洲的文艺名人与名家，说说我所熟悉的几位

吧。刘强，作家、诗评家，其文常以构思取胜，以

文采见长。胡君里，“株洲漫画第一人”，欣赏他

的漫画，不能只用眼看，还要用心品，才能达其

意，明其趣。曹敬庄，文史专家，他文笔隽永叙写

古事，让人感慨历史之厚重。李晓英，“中国弱光

摄影第一人”，为生活立像，为历史存照。聂鑫

森，凭着数十年的文学功底，构建蕴藉、醇厚的

文学风格，体现家国情怀与社会百态。万宁，始

终关注现实，面对当下生活，不离不弃社会问

题，作品有思想有品位。

展厅有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四个版

块。美术块以历年国展入展作品、省展获奖作品

为主；周伟钊等知名美术家的展品题材，侧重于

株洲的“古、红、绿”元素。无论是人物画、山水

画，还是花鸟画，画家都能抓神取貌，生动传情，

我感觉到了山水的气势、花鸟的优美……观笔

墨，行云流水，浑朴老辣；悟内涵，淡泊超然，岁

月无痕。

书法块，有楚石等知名书法家的作品。书

法，书道也，是心灵的迹化，是书法家情感、学

问、审美的表现。这些展示的作品，以“真书如

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之势，圆润间透着遒

劲，俊俏中凸现古拙，可说是风神骨气，文墨相

济。

摄影块呈现了李晓英等摄影家不同风格的

作品，呈现了写实性与艺术性。摄影是在客观世

界里制造画面，期待观众去发现一些超越静物

本身的东西。在这里，我看到了环保与和谐，一

种都市文明亲和力的象征。我相信，摄影家所拍

的不止是照片，而是他们的心性、志趣与技艺。

民间文艺这块，展出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剪纸、漆画及烙画等，可说是构图饱满，

造型独特，色彩斑斓，画风质朴。它们勾勒生命

之美，展示生态之美，描绘生活之美，各具魅力，

显示大家风范。

这是一次发现与感动之旅，我们的文艺工

作者不论是用文笔描绘，用光影留存，还是用戏

剧舞美，用音乐歌吟，都用心用情用功地为人民

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艺评

聆听笔墨间的文艺细语
——喜观株洲文联优秀作品展

罗九湘

近日株洲天气转晴，很适合看书，我想起那

年冬天读完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运用娴熟的乡土语言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融入

艺术，把小说写得让人震撼。

《白鹿原》是怎样做到“让人震撼”的呢？首

先作者着重塑造了一系列悲情中的女性角色，

这些角色都有其鲜明的人格和独特的命运，给

人印象最深的是田小娥。

田小娥本来也许可以不死，而《白鹿原》不

仅要把她写死，还让她死得那么惨。

田小娥是位知书达理、出身于书香门第的

娇弱女孩，还没待完全成熟，便被父亲卖给了

七十多岁的郭举人做妾，十三四岁的花季少女

啊，从这一天起，田小娥一生的悲剧便开始了。

后来，她巧遇黑娃，幻想得到最起码的爱

与自由，虽然缺吃少穿还住在窑洞里，但她很

知足了。

然而，田小娥的“幸福”仅是一闪而过。时代

的风云，使黑娃只能把自己的女人独自丢在那

个黑暗的窑洞里，让她忍饥挨饿、任人欺凌。

她小心翼翼地不敢得罪任何人，不敢不顺

从别人的霸占，却遭遇了更凄惨的人生。那天，

她怀着孕睡在炕上，正饥饿难耐。她丈夫的亲

爸、那位忠厚长者来“清理门户”，从后腰抽出那

把祖传梭镖钢刀，从背后对准儿媳的心脏部位

刺去！田小娥姣好的面容霎时变形，她陡然回转

腰身，惊异地望着公爹，凄婉地叫了一声：“啊

……大（父亲）呀……”

还没来得及生娃，便被自己的家人惨杀了！

死后还要被人们当做厉鬼，她的尸骨上被人们盖

着一座镇压的塔，要让她来生来世也不得翻身。

再就是白灵的冤死。

白鹿原族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本可以有光

明的人生，但她的结局却足可让人难过得好几

个夜晚都睡不着觉。

白灵是白鹿原上最美好、最有文化、最有觉

悟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她特别坚强，当自己同

志被反动派活活填入枯井时，她柔弱的心却能

“吞下刀子”。她还有党的未竟事业，并且未婚，

正期待着与鹿兆鹏相聚完婚，但她却无法逃脱

死亡！

她那么忠诚于革命，死前的那一刻，她还对

着那个将要活活冤死她的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

深情表白，直至意识到对方一定要将她置于死

地时，才绝望了，像一头母狮，凶猛而又深沉地

咆哮起来！

死时，她才二十岁。

还有秋月之死。秋月姓冷，父亲是白鹿原的

一位名医。

在《白鹿原》中，透过作者的细腻描写，读者

看到的冷秋月是一个柔美温和、大方真诚的好

女孩。她在出嫁之前只是“冷家大女儿”，出嫁之

后是“鹿家儿媳”。那个时代的农村，出嫁在大户

人家，本是一个女孩一生幸运的开始，但恰好相

反，这正是她悲剧的开始！

新婚之夜，鹿兆鹏是被父亲鹿子霖打进新

房的。但后来，鹿兆鹏胸怀大志、远走省城，此后

很长时间也不回来。兆鹏说，他接触的人都充满

激情、富有理想，而妻子与自己完全是两个世界

的人。他对妻子说过，你也可以逃出去呀！但秋

月根本没想外逃寻求幸福，她只是夜夜独守空

房，埋头料理家务、孝顺公公婆婆。

这样的生活本也平静，但小说总是要使平

地起波澜，接着家中两次“草料”事件，渐渐升级

演化，“鹿家儿媳”终于精神崩溃了！她的亲生父

亲竟用哑药将女儿毒哑了，说是免得她“胡说”。

随后，她便日渐衰弱，只剩一身瘦骨，在寒夜死

于炕上，才二十岁。

冷秋月也本可不死，但她却被三位最亲的

人害死，天下之悲莫过于此！

书中悲哀一生的女人还有一些，如白嘉轩

的第七个妻子（之前死了六个），在为白家辛劳

一生后，凄惨地走向死亡。

当然，《白鹿原》不仅仅是塑造那个年代女

人的悲情，那些豪情满怀的男人也是悲剧。鹿兆

鹏、黑娃等人，都可以不死，但都死得那么让人

扼腕长叹！

不过在书中，鹿兆鹏说：“有死亡，就有新生

的生命！”

在白鹿原被人尊为“圣人”的朱先生说：“自

信平生无憾事，死后方敢对青天。”这位朱先生

超脱了尘世，还真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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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成功塑造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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