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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真 实 溯 源， 致 敬 平 民 英 雄 与 时 代 楷 模
【文汇报】《大山的女儿》日前在央视一套和芒果

TV 收官。它是一部被年轻人追捧的主旋律——90 后、00

后们在网络上为它亮出 9.1 的超高评分，UP 主们争相剪

辑视频争当“自来水”。——编者

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广西家乡的年

轻公职人员，响应号召去了大山深处的百坭村担任扶贫

干部，一年多后遭遇突发山洪不幸遇难。去世后的黄文

秀，成为很多文艺创作现实主义关切的首要对象。同题

作品不少，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能受到关注、获得成功，

与作品追求最具时代性的真实所做的探求与表达，与这

部电视剧如其所是地再现新时代的一页重要历史有很大

关系。

如其所是，要求剧作向真实溯源。像黄文秀一样的

高学历毕业生，在迈出校园走向社会时，往往都是拼尽

全力首选留在大城市发展，而黄文秀为什么不一样？百

坭村的村民，对黄文秀的到来，为什么有着这样那样的

反应，产生保留、质疑和矛盾？黄文秀和村民与落到贫

困的垂直于底部边缘上的命运抗颉又形成怎样的压力与

冲击？剧中一众人物，有他们的“前理解”。大山深处

的人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实在是太质朴、太贫

穷了，发自内心地想脱贫，脱贫是他们的解药。

创作者深入他们生存的底部，客观地对其进行描述。

黄文秀说，她“就是要回来的人”。她自己家就是贫困户，

许多山乡是几个世代都未曾离开贫困的中心轴线。在脱

贫攻坚战打响后，她响应号召进了贫困大山，加入了大

山深处贫困与脱贫致富的世代争战，脱贫成了她内心所

想，成为她自述的“心中的长征”。作品塑造黄文秀及

其典范行为，从而把一种生动的、非对称的激进要素引

入作品，寓示了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可能性。

合其情同其理地进行个体叙事

《大山的女儿》的故事和角色，有其巨大的严格性

和严肃性，对加入脱贫争战中的人和事物进行了生动、

合理的历史主义的再现。

论题材，它可归为献身脱贫事业的宏大叙事。但在

表达上，剧作不空洞，扎扎实实接着地气。因为创作者

是想理解这群大山里的人，站在他们的立场，置身于他

们的环境，合其情同其理地体验他们特殊的内在心境。

对黄文秀，对包括农战山等实打实把村民和扶贫攻坚放

在心上的好干部，该剧都有效地进行了个体叙事，讲出

了新意。剧中有这样一幕，黄文秀带着扶贫帮困工作队

的人和六叔、兰双应等村民持续开展工作，他们与蒙昌

龙都快吵翻天了，不过都是为了脱贫。

不仅进入众人内心，《大山的女儿》还客观呈现了

黄文秀到百坭村后遭遇的各种难题。起初，她确实是老

百姓不认可的“镀金干部”，只是个“城里的女学生”。

电视剧把主人公的不易一一道来，正因此，当她翻越了

社会偏见、性别歧视等关隘，几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他

人对“女书记”的偏见，实现由村干部和村民对她不理

不睬到心服口服的转变后，她内心的善良、懂感恩、不

服输的光彩更加熠熠生辉。

尤为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她改变了大山里人们

的心态，不管是普通村民抑或干部，在和贫困争战中，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主动执著、坚韧不屈的黄文秀。黄文

秀也由此深刻理解了脱贫致富对于大山的意义。感恩的

她性格坚韧，既然参加到扶贫的工作行列中来，她就想

在争战中有作为，能做一些实在的努力；一心想着百姓

的她，到百坭村三个月，就让村里十多户“插上了脱贫

红旗”，最终让 88 户贫困户顺利脱了贫。

融入了非凡洞察力的女性人物剧

这部作品塑造真实，再现现实

和人，但它并非全然拷贝，而是努

力去描绘一位不无抗颉心结却又素

朴而煊丽、让生命开花的新时代女

性。如雷献禾导演所说，“拍的不

是一个扶贫任务剧，而是一个人物

剧”，《大山的女儿》可谓别具一格：

它在群像中托出一位“大女主”，

可视为融入非凡洞察力的女性人物

剧。

剧中的黄文秀，颇有“现代性”。

但这位接受了现代化洗礼的研究生，

毕业后要从北京回家乡。回家、回

家乡，是一种本能，她有用知识脱

贫的强烈愿望。《大山的女儿》表

现黄文秀，表现她的个别现象与抗

颉心结的特点，都服从于如此在经

验上可被证明的普遍法则。

她外表开朗、自信、爱美，最

后成了老百姓最亲的人，因为背后

有她的心路历程，有她真实的本质。

黄文秀的选择和个体生命的意义、

人性的价值，是被她特定的心灵所

复制、所呈现的。所以黄文秀的“逆

向”选择，她后来成为“好书记”，

确实契合和反映了作为一名年轻党

员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体现了

一种深掘原初的心灵状态的个体叙

事，有唤醒、诱人共鸣的价值。

作为女性领导和别人眼中的

“黄书记”，黄文秀也是平常的人。

她对爱情有美好憧憬，第一集，她

和自己的追求者兼同学说，倘若能

同回家乡，她就答应对方的追求。

然而男同学不愿意，这许是黄文秀

永远的遗憾，是她的自相矛盾，也

是她的一种潜在选择。电视剧把角

色与她的女性特征联系起来，如此

塑绘出的黄文秀，心中有梦、脸上

有笑，所以她善用女性的同理心和

女性视角，帮助了兰双应、小美沙

等一批女性角色的成长。

以可感的影像进入英雄的生命体

《大山的女儿》重点展现富有

想象力的人和事，以“可感”的影

像和现实主义经典表述方式，致敬时代楷模，努力进入

英雄的生命体，进入他们的心灵“之中”。

创作者将黄文秀在北师大的学习生活以及在百色市

委宣传部工作的经历，简单地一笔带过，而重点着墨于“我

们的百坭村”。黄文秀参加扶贫，担任村“第一书记”，

视此为“难得的锻炼机会”。从初心到后续的成长线，

她与旁的人、旁的扶贫工作队员确乎不一样。她对脱贫

的理解和认知都是独特且不乏深刻的，具有明显的前瞻

眼光。比如，她关注的不只是脱贫，还有脱贫之后如何

不返贫；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也要得以跃升。

作品着意去体现、描绘角色心理的一种实践性生存

功能，是更深刻甚至更加无可回避地嵌入到历史与人的

意识结构中，是一种想聚焦表现作为大山女儿、作为普

通人的立体形象，有着特殊意义。扶贫队员老李家有病人，

黄文秀特别给他灵活的“例外”。她由父亲的病想到要

给全村人定期体检，甚至还构想在未来建一个远程医疗

室。特别难得的是，她被派驻百坭村工作伊始，并不和

昌龙等村民、钱经理这样的商人甚至像于镇长这样的领

导争战，而是平视地沟通。她心无旁骛，全心全情投入，

为驻任的山村寻找到改变与致富的路。她不仅承受了自

己生命之重，也背负起群众的重托，她所代表的不止于

她个人，更是无数个和平年代里的平民英雄与时代楷模。

《大山的女儿》着力讲述人和故事，更关心强烈情

感的表达，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好作品。当然，某些表

演之于人物把握上，深刻度仍有待提升，个别段落也失

之“端”，多了些“官气”，反倒是处处给文秀打气加

油的农支书、秦部长的演员饰演得比较真实，有人的气味，

打破了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