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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评 点

■书林漫步

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准格尔旗旗委宣

传部、达拉特旗旗委宣传部、内蒙古伊禾影视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摄制的影片《回乡种田》讲述了女大

学生村官柳萌回家乡种田，与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

代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最

终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感人故事。该片

由伊·呼和导演，张秉毅、伊·呼和编剧。影片故事表

现构思巧妙，以小见大，真实感强，充满浓郁的时代

气息、民族特色和健康生活情趣。

千万大学生村官勤勉工作的缩影

农民出身的某农业大学毕业生柳萌毕业两年，

就业无着，只好在城里打工。打工生活的种种艰辛

本来也可以忍受，最让她感到悲愤的是歧视和屈

辱。终于，柳萌一气之下毅然决定回乡，回老家种

田。柳萌报考了家乡的大学生村官，并如愿以偿，于

是柳萌积极投入家乡的土地变革当中，将自己的青

春贡献于家乡的新农村建设。

柳萌回乡，恰值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开始，土地自

由流转，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农业需向现代农业转

变。柳萌的故乡杨柳湾也在村支书魏开河的带领下

开始了行动。杨柳湾这个黄河岸边的村庄，“春风乍

起，吹皱一江春水”，但以柳萌的父亲柳大老汉为代

表的老一代农民，对30年前的“生产责任制”有很深

的感情，对土地流转、整合等一系列现代农业的做法

一时不能理解，于是，杨柳湾村的变革，又上演了一

幕幕悲喜剧。

《回乡种田》反映的是当下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

中，在农村开展工作、实现抱负、致力于富裕农村千

千万万个大学生村官勤勉工作、无私奉献。柳萌作

为大学生村官回乡建设家乡的代表，角色塑造十分

成功。人物形象丰满，语言符合人物身份，表演张弛

有度。

俯下身子，探索实践

女大学生柳萌回到乡里，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了

震动。她在“学而优则仕”的光鲜亮丽的城市里，

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父亲表情忐忑，乡亲们不说

失望，只能表现为没有光宗耀祖的沉默。同学当

中，有失地富甲一方的刘白银和游手好闲的二狗

子。面对回乡的女同学，刘白银憨厚淳朴，心地善

良，立于行动；二狗子游手好闲，垂涎三尺，做着黄

粱美梦。农村人思想上不进步，学养上不勤勉，反

映了当下农村的现状，农村人文化素养与接受过大

学教育美丽女大学生柳萌的思想文化学养的差

距。刘白银和二狗子的背后是思想保守，观念落

后，自然人文生态闭塞，养育着祖祖辈辈生生不息

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柳萌则俯下身

子，探索实践，思考着农村当下生活的现状，描绘

着农村的蓝图。

改变父亲，理顺乡亲

柳萌的父亲是一名老支书，曾经荣获过内蒙古

自治区的劳模代表，是方圆百里的名人。土地承包

责任制是党中央提出的，是他开垦土地、带领乡亲致

富的铁律。他认为是铁律，改变就是违背常理，就会

走不通，重蹈覆辙。现代化新农村的理念、建设打造

现代农业发展思路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使得现代

农业建设难上加难。柳萌不顾“模范父亲”的阻挠，

与父亲据理力争，让父亲有所思有所想。她带头在

土地整合上合同签字，表现了一个女大学生的主见，

坚定意志、信心和决心。主人公的美，在影片主题思

想的昭示下，熠熠闪光。

柳萌作为大学生村官，没有资历，缺少经验，但

是她有一颗聪慧的心，悟性高，听得进道理。柳萌回

乡后，与姐夫在村委会一唱一和，把现代农业工作逐

步深入，取得了成效。电影里，每一次出现田野里的

禾苗，就是农村人思想观念的一次进步，保守的枷锁

逐步打碎的过程；也是柳萌村官之路的洗礼，成绩的

体现；更表现了现代农业逐步形成、覆盖以及农民受

益的过程。柳萌以美丽的女人之心，默默地写着博

爱和善良。

幸福不是万贯家财

柳萌的中学同学刘白银是个靠出卖土地给煤矿

而一夜暴富的农民，从贫穷落后到有了钱，再放了高

利贷，又被人骗光，几乎一无所有，最终他明白了，只

有实实在在地靠土地耕作挣钱的生活才是正道，并

积极投入到家乡建设中。二狗子是杨柳湾村的落后

青年，整日游手好闲，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在进行农

业改革的过程中，有一批像他这样的男女老少开始

也不支持，只知道出馊点子闹事，可一个事件打动了

他们，使他们发生了变化。这时从城里回来一批出

去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很快成为柳萌的左膀右臂，积

极投身到发展村里的土地变革当中，在这里他们收

获了成功的喜悦与生活的幸福。

柳萌刚回乡下时，与失地农民刘白银一见面，听

说补偿刘白银上千万的数字时，不仅柳萌的老模范

父亲烟袋掉到地上，烟袋嘴摔裂，柳萌的眼里也是流

露出一丝艳羡。当柳萌的老支书父亲过生日时，刘

白银送上礼金3万元，但柳萌如数奉还。村子里一

无所有，她发动老同学出资集约承包500亩土地，拉

开发展现代农业的序幕。后来，她又让其出资资助

发展示范项目。她被刘白银的憨厚淳朴感动。渐渐

地柳萌爱上了这个没有豪言壮语、大字不识数个、心

地淳朴善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小伙子。刘白银的

表现值得柳萌依靠和托付。刘白银爱恋柳萌，无需

表达和细致描述。在柳萌工作开展的紧要关头，为

了现代农业示范项目，他一次次倾情解囊相助。柳

萌也为刘白银表现的大度、慷慨所钦佩，为他的大仁

大义、正气萦怀、厚德的人格所折服。幸福不是万贯

家财，而是两情相悦。电影故事的设计和安排，自然

流畅。画面朴实，语言符合身份，丰满了人物形象。

《回乡种田》是反映当下农村实现现代农业转型

和跨越的一部新农村题材的电影。以魏开河、柳萌、

村支书高柱为代表的村干部们，积极开动脑筋，策划

和组织着这次现代农业的改革进程，经过3年多的

奋斗，杨柳湾村终于“破茧成蝶”，成为当地新农村建

设的典型和示范。就像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镜头，田

野里的禾苗，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不仅使电影本

身充满了魅力，而且给农村题材的电影注入了新的

活力。

温州作为南戏的发源地，《王魁》《赵贞女》《张

协状元》等戏文在当地的问世，拉开了中国戏曲发

展史的帷幕，这些留存在历史缝隙中的舞台影像，

撑起了温州在戏曲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历

史车轮的推进，到了近代，关于温州戏剧的声音渐

渐湮没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繁华戏场里。到了

新时期，当人们发现全国各大城市戏曲市场一片

衰微而温州一地的民间戏曲市场却异常红火之

时，这个南戏的故乡，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成

为戏曲界的一道风景。《温州戏曲口述史》的出版，

无异于为这道风景增添了新的景观，它展现了20

世纪温州戏曲人真实、生动的一面，为寻求戏曲理

想、推进温州地方戏曲发展，他们筚路蓝缕，呕心

沥血，挣扎、奋斗了一个世纪。

《温州戏曲口述史》是一部温州戏曲人的采访

录和自传集。以往温州戏曲史或地方剧种史，多以

个人的撰述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写作者们对温

州戏曲史的记述、勾勒、纪事，主要依据文献资料，

采用研究、记录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该书不同，它

是一部关于20世纪温州戏曲的集体记忆，收录了

29位温州戏曲人的口述历史，其中既有导演、编

剧、作曲，也有演员、舞美设计，还有南戏研究专

家。他们每人都曾亲身经历20世纪温州戏曲发展

的一段历史，见证过温州当代戏曲的光荣与曲折。

尤其是温州当代戏曲史，可以说是由他们来书写

的。他们每人口述的戏曲创作经历，分开阅读时，

好像属于个别案例，不具有典型性。但当我们将他

们视作一个整体，每人所叙述的历史代表的不仅

是个人，而是温州戏曲文学、音乐、导演、表演、舞

美等不同艺术分支的浓缩，如同溪流汇合成长河，

他们的集体记忆熔铸成一部温州戏曲断代史，一

部真实的、活态的20世纪温州戏曲发展史。

口述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

40年代前后，流播到国内稍晚些，大致在80年

代，到了新世纪初，一些口述史学专著开始与读者

见面。但在戏曲界，有关戏曲口述史学的专著并不

多见。在温州文化界，此书的出版填补了温州当代

戏曲史的空缺，其内容涉及温州乃至浙江当代戏

曲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因为参与者的口

述，使读者有机会获悉其真相。比如和剧，是婺剧

还是温州地方剧种？在《和剧名师陈美娟访谈录》

里，口述者徐兆格在叙述陈美娟的戏曲贡献时，将温州和剧与金华婺剧之间

的关系作了解释，不仅让读者了解婺剧《断桥》最早是由和剧演员陈美娟传

授的，而且明白和剧、婺剧实质上是两个剧种。再如，“南戏新编剧目系列工

程”是温州当代戏曲史上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该工程的启动、上

马和完工，口述者尤文贵、张思聪都有所介绍。这个创编工程让戏曲界第一

次了解到温州地区还活跃着一批戏曲剧作家，其梯队整齐、年龄结构均衡且

传承有序，令人刮目相看。在当前戏曲编剧严重缺失的现状下，温州剧作家

群的存在，不仅滋养了温州当地的戏曲文化建设，而且为周边地区乃至整个

浙江省输送了不少戏曲剧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浙江省戏曲创作事业的

兴盛。

该书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为温州地方剧种、剧团的创作生产

和未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瓯剧百岁艺人翁洪淼的演艺资料和

录像被抢救性地保留了下来，他是温州乱弹班“四大名旦”之一，15岁开始

学戏，学好后开始演。演出地点主要在平阳、瑞安、温州一带。最擅演《贩马

记》《蝴蝶杯》《高机与吴三春》等剧。书中还记录了三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子敏、林天文、卓乃金，他们的记忆保存了大量瓯剧、

永昆、木偶戏剧种的历史、文化材料。及时地挖掘、抢救这些老人所记忆的剧

种历史，可以为瓯剧、永昆、越剧、木偶剧等地方艺术保留宝贵的活态遗产。

《温州戏曲口述史》名为“口述”，究其实，是一部温州近百年来的戏曲发

展史，它延续了温州先贤追求戏曲的精神，记载了20世纪温州戏曲的发展

轨迹。口述史在记载传承人的回忆时，还注重保留他们个人的语言特点和个

性气质，有的繁细，有的简略，均依现场口述的真实情况而定，有的访谈录为

了保持现场感，还用采访手记对口述现场的环境、口述者的着装、表情、形态

等作了记录，这些细节对采访实录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体现出口述者鲜

活的生命气息，使传承的内涵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与书籍同时出版的，还

有现场采访的音像视频。这些都让读者多方位、多角度地感受温州戏曲人多

彩的戏剧人生。此书的出版对于其他地方戏曲口述历史的整理和撰述，会起

到示范和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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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回乡种田》：

农村电影题材的魅力
□图·巴特尔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这种带有基因片段的局部将

整体的概貌与特质呈现在方寸之间，正所谓“于一微尘

中，悉见诸世界”。这是全息理论为我们观察生活引出

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世间的每个局部似乎都包含了整个

世界。近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上演的话剧《7》，就打

破传统，以全息视角探索戏剧时空的奥妙，让中国观众

近距离感受到了全息戏剧的独特魅力。该剧讲述了年

轻人各个阶段的爱情故事，“6个我”在同一个空间同一

时间醒来，却发现被夺走了某种感观以及一部分记忆。

于是他们踏上了寻觅记忆之旅，不料竟与第7个“我”不

期而遇。他们迷茫、震惊、开始选择……6组演员、7条

线索、十数个场景，变幻的时空、无极的想象，组合拓展

出万花筒般的人生情态。在制造了眼花缭乱的故事开

端之后，不同的人物命运呈现了伞状发散式的驱动轨

迹，诱发着观众们从最初旁观者的

好奇向个体情感迈进，直至沉浸而

难以自拔。

《7》的创排，可视为当下青年

戏剧人对传统戏剧模式的一次大胆

挑战与尝试，野心与魄力可见一

斑。当然，正如任何一棵新芽的绽

放，都离不开大树根基的滋养孕育，

《7》的成功上演得到了中央戏剧学

院核心力量的支持，为了最直率纯粹的青春表现力和冲

击力，该剧全部启用“90后”演员，表演系主任郝戎亲自

为该剧物色对位在校学生，并给予了从理论到实践全方

位的指点；编剧兼导演商子见、孙晓鹏更是将“80后”戏

剧人对于生命的感悟、爱情的思索与青春的色彩，诠释

得激越而深刻。

解密《7》的特殊意象，不能不从全息戏剧的特质着

手。全息特指一种技术，可以让从物体发射的衍射光能

够被重现，其位置和大小同之前一模一样。从不同的位

置观测此物体，其显示的像也会变化。每一个机体包括

成体都是由若干全息胚组成的。任何一个全息胚都是

机体的一个独立的功能和结构单位；或者说，机体的一

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部分，就是一个全息胚。在每个全

息胚内部镶嵌着机体各种器官或部位的对应点，或者全

息胚上可以勾画出机体各器官或部位的定位图谱。全

息胚犹如整体的缩影。

《7》冠名了全息戏剧，即通过多组演员在不同场景

中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交互表演，使观众通过“眼、耳、

口、鼻、意、触”等感知，且以观众“介入性与主动选择性”

为核心价值，实现在同一时空内展开，体现多维度时间

与空间的“虚拟实境”，从而形成全新“观演关系”的互动

体验式戏剧。全息戏剧将解构平面叙事性的故事主线，

在固定的时空内，展开并体现多维度时空转换；其次，观

众以介入者身份进入剧情空间，这决定了演员每段表演

的不确定性，共同推动剧情发展与走向；再次，同时展开

并体现的多维度空间剧情决定了其层次丰富的观演路

线，对于现场表演“拆分组合”的把握要求精确到秒。

观众在追随自己所感兴趣的故事移步推进的同时，

他（她）亦在描绘自身的情感线索与生命路径。例如剧

中一名男青年因失去了从20岁到30岁这10年的记忆

而惶惑在了思维的迷途中，在翻捡每一年标志性物品的

同时，他的僵冷的记忆开始渐渐萌动，大学录取通知书、

毕业证、母亲的信、结婚证、离婚证……男青年的情绪随

着这些物品的出现经历着起伏，而那些就站在他身旁的

观众亦是心潮澎湃，感同身受，直到陪着主人公一同流

下了眼泪。

再如剧中一对情侣惧怕婚姻，又难舍难离，观众置

身在这对青年男女的生活中，或私密或开放，在充当路

人、友人甚至剧中配角的过程中，观众已几乎进入了情

境，并从表演状态过渡到了体验。游乐场中，在陪同男

女主人公一同感受过山车的刺激时，观众的情感再次经

受了大起大落的考验……

观众在与剧中人近距离共感体验的同时，产生了强

烈的融入感和娱乐交互性，观众以“介入者”身份进入剧

情空间，主动选择观演路线，与演员共同推动剧情发展

与走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息戏剧的每一场

演出、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局位段落都是时刻变化的，她

的随机性、现场性以及不确定性构成了这种全新实验戏

剧的无穷魅力。这种打破舞台框架、时空界限，消弥观

演距离的戏剧，为观众带来了超乎寻常的情感共鸣和心

理震撼。

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说：“在一粒沙中，见到全世

界；在一朵野花中，见到天堂；将无垠，握在掌中；见永

恒，于一刹那。”这种超级全息式的戏剧包含了什么，

任由你去想象，因为这是一个开放而无解的课题。但

是，当我们执著于自身的感受、眼睛所见和大脑思考

时，那种全息世界的深层次幻觉你是体验不到的，只

有当你放下以往一切知识所带来的成见时，才能体验

到全息的世界、体验到全息戏剧所带来的玄妙、悸动与

美好。

管窥人生 情感共鸣
——话剧《7》观后 □傅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