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曲折的产业
扶贫叙事中， 探讨
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江山如此多娇》采用了以“产业扶

贫叙事包裹精神扶贫主题 ” 的呈现形

式，一边勾勒产业脱贫实践中上下求索

的艰难历程 ， 一边紧扣住精神扶贫主

题，挖掘扶贫工作的难点、痛点，这是该

剧难能可贵之处所在。

剧中，一系列层出不穷的矛盾与障

碍，锐利地刺向产业扶贫所涉及的各个

主体、各个环节中的问题。 村书记濮泉

生带领村民终于摸索出了桑树养植之

路，却首先遭遇了有关部门“一刀切”的

懒政行为，创业险些夭折；地处深山、交

通极度不便的碗米溪村终于迎来了修

路的机会，但征地拆迁的种种典型矛盾

又随之出现：安土重迁的惹阿公不愿出

让土地、田老八为了争取更多的搬迁款

开始抢种 、 抢建……这些情节切中时

弊，真实地构建了脱贫攻坚的现实社会

图景。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故事讲述中，不

断发出对精神启蒙重要性的追问给予

了作品凌厉的触角。 剧集开篇便是一出

由人的思想顽疾所引发的悲剧。 山洪暴

发在即，村里的惹阿公非要带上自己的

寿材才肯离开家。 镇书记冒雨帮他转运

寿材 ，脚底一滑 ，滚下了山 ，不幸牺牲 。

在此，落后的思想首先化作无形的伤人

利器，奠定着全剧的反思基调。 扶贫干

部全心投入 ， 带着大家埋头苦干一年

多 ，只因现阶段还没有收益 ，便直接得

到了垫底成绩的评议；第一书记沙鸥劝

说村民拿出各自刚得的分红再入股，集

资发展大产业， 可油盐不进的村民们只

不管不顾地同声高呼“分红！ 分红！ ”，村

民们的“现实”让人心寒又无奈。 贫困群

众的短视取向被这几处细节描摹得清

晰，碗米溪村的精神启蒙工作势在必行。

还值得肯定的是，《江山如此多娇》

着意将精神脱贫的曲折性真实地展现

出来 。 无论是 “等 、靠 、要 ”的懒汉麻长

顺，还是嗜赌成性、善妒暴戾的田老八，

这些人都不是在一夜之间觉醒的，而是

经历了痛苦且不断反复的精神蝉蜕过

程 。 在此，精神贫困的顽固性并没有被

低估。 作品显示出了足够力度的关注与

耐心 ， 对人物的精神成长历程有着绵

长、曲折地展现，强调他们要通过自我的

精神奋斗而启蒙，完成精神自救。 此外，

对留守儿童与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等社

会问题的观照也显示出了创作者较强

的人文关怀。 这也使作品得以克服“只

见扶贫人，不见脱贫人”的创作误区。

客观来说，《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

完成度较高的扶贫剧。 作品对诸多真实

扶贫困境的揭示是有深度的，所反映的

问题也是到位的。 不难推断，创作团队

一定是深入过基层，以双脚丈量过山区

土地，以双眼亲自“看真贫”进而完成创

作的 ，绝非脱离扶贫生活 ，缺乏事实根

据地进行面壁虚构、随意挥写。

创作要走向现
实更深处， 需要突
破自我想象的限度

但是，《江山如此多娇》对很多扶贫

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普遍具有

理想化色彩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想象

性局限的。

曾经的记者身份是女主角沙鸥解

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 觉得遭受了副

县长的不公待遇 ，发文质问 ；遭遇环保

“一刀切”政策，发视频侧面揭发。 每次

都能推动所遭遇的难题迎刃而解。 产业

创业对她而言一样容易。 培养喜妹当网

红 ，短时间内浏览量轻松过百万 ；直播

带货，上百斤的包谷酒订购一空。 喜妹

公众号发起桑树认领活动，经电视台稍

加宣传， 一天内便有一千多人认领，所

获的经费解决了村中分红的燃眉之急。

如此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使一个个真

切的难题都不配称之为“难”。

同样的想象化方案也频频出现在

此前播出的其他一些扶贫剧中：原本的

懒汉贾吉祥无意中开始了养牛直播，便

成了网红 ，顺利脱贫 ；第一书记网络直

播帮村民带货，轻松解决猕猴桃滞销难

题。 这些情节固然符合艺术真实，但与

生活真实却存在着距离。

可以理解 ，作品想反映的是 ，发展

互联网经济已成为农业转型的“风口”，

是当前产业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 可

是 ，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民 ，作为不

了解电商运营基础与营销技能的 “小

白”，在早已成为红海、竞争极其激烈的

直播领域轻易地突出重围，是否符合现

实真实，还是仅是一种单纯的愿景？

此外， 沙鸥这一角色有着 “卡里斯

马”(charisma)式人物的色彩。 扶贫路上，

电视台领导是无条件支持她的神助手，

不仅能适时地帮助碗米溪村开展宣传工

作，甚至愿意拿出 18 万专项扶贫基金来

垫付村民的预分红， 而且这还仅是经沙

鸥“随口一说”的情况下。 此情节不禁使

人联想起在霸道总裁保驾护航下顺利

“打怪升级”的傻白甜。

只能说， 创作者对扶贫工作的另一

部分现实似乎还不够充分了解。 近年来

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践困境愈发受到学界

的关注， 笔者在一份中国农业大学的田

野调查报告中了解到， 第一书记扶贫工

作的开展受到复杂的社会性、 结构性因

素影响。 其中， 原单位有限资源的条件

限制正是掣肘之一。 事实上， 除了一些

强势部门外， 大部分第一书记的原单位

是本身资源有限、 资金紧张的， 很难为

其提供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经费。

缺乏资源支持， 在驻村工作之中又

处处受到当地条件的制约， 无法顺利地

推进工作的开展， 这才是第一书记的真

实工作处境， 这也理应成为扶贫剧所关

注的严肃内容。如果想象化的解决方式、

一蹴而就的解决过程能化解得了扶贫工

作本身的难度之大、任务之重，那么扶贫

还何需谈“攻坚”二字？

再如， 作品对留守儿童心理缺失问

题的解决方案是请村里的幺姑教孩子们

唱歌。连弹幕都一同质疑道：这能解决问

题吗？ 还是仅为了后续幺姑家庭的矛盾

激化情节进行铺垫？

如上种种，使人不禁好奇，作品提出

的问题在现实的扶贫工作中到底解决没

有？ 如果解决了，到底用了怎样的方式？

如果没有解决， 那更应如实地进行反映

与呈现。

因为这恰恰为扶贫题材创作提供了

更值得书写的素材， 也将赋予作品更为

深远的社会意义。 电视剧作为重要的公

共话语空间， 其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

力不容小觑。 扶贫剧如能将这些未解决

的难题视为突破方向进行艺术升华与凝

练， 将对扶贫实践的开展乃至全社会对

扶贫攻坚现实的认知都具有正面的启示

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冷峻的现实问题与想

象化的解决方案在文本叙事中纠缠、较

劲，绝不是《江山如此多娇》一部剧的问

题，而是当前一些扶贫题材作品的通病。

扶贫题材创作虽然“看真贫”看得真切，

可还需要观照“扶真贫”后续的一系列具

体实践。 这要求创作者走向现实的更深

处，突破自我想象的限度。不然，作品中对

扶贫现实困境的展示至多也只能激发起

观众的一份短暂的同情与痛心而已。

对困境的书写赋予电视剧创作以深

刻的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理应包

含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始终未解的难题。

如此，作品将被贯注更深沉、更冷峻的现

实主义精神， 并以此突破当前扶贫题材

创作的限度，迈向更高的台阶。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
士后）

卞天歌

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
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的刘统，此
前尽管创作了许多有关中国现代革命
史和军事史的著述， 然孤陋寡闻如我
者却是在一年多以前拜读了他的 《战
上海》后才知其人，当时还以为这样一
部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题材的非虚
构作品在作者笔下竟然被处理得那么
质朴，这是不是有点太过拘谨？ 此后在
我们共同参加的一个论坛上有幸分享
了他自己关于创作这类题材的一些心
得后，才理解了刘统的基本创作观：那
就是尽可能地穷尽相关史料， 而且最
好要原始的和第一手的， 进而再梳理
清它们间的基本逻辑，用事实发言，不
刻意拔高、不预设立场、不轻易评论。有
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 这次读到他的
新作《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
部题材更重大、 风格更无华的新作时
也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准备。

《火种》全书近 50 万字 24 章，意
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探讨红色
火种如何在长长黑夜中成功燎原。 我
们既可以将其视为一部党史研究专
著， 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部非虚构作
品来阅读。 不过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
段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对中共党史
自然都不会完全陌生， 且不说从中学
到大学都有这门必修课， 而诸如胡乔
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主编
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绳主编的《中

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及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些有关
党史的权威著述都曾是不同时期我们
的共同读物。 综合这些个因素，刘统这
部《火种》的写作客观上就要面临着一
个高台阶，而且这类重大题材加上非虚
构的写作更不是啥主观创意、抖抖机灵
就好使的了。

整部《火种》阅读下来，最令我折服
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少新鲜多
么深刻，而是他对大量第一手原始史料
的爬梳剔抉。 坦率地说，《火种》中所涉
及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我过去也并非一
无所知，但读完整部《火种》后的感受，

首先是知识的增长与补白，许多自己过
往不曾知道或知之甚粗的知识点在《火
种》中得到了弥补；二是通过对这些知
识的弥补，对中国共产党何以诞生以及
诞生之初何以那般艰难最终又何以走
出泥淖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比较清晰的
理解与认识。这显然比那种填鸭式教育
取得的效果要好许多。 静静想来，《火
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得益于大视
野、小切口和实佐证这三招。

尽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1921年，

但 《火种》 的起笔却是落在这之前 20

年那令国人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签订，

而落笔则止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年
的“古田会议”。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
种》第一招：“大视野”。

如果以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时为轴心 ，《火种 》 却起笔于
1901 年的《辛丑条约》，是因为这个中
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
着世界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与
掠夺，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而彼时当朝的无论是慈禧还
是光绪，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但至
少是不愿意江山在他们手中沦陷，于是
就有了张之洞的君主立宪、五大臣出洋
考察、废除科举、小站练兵等一连串的
所谓“新政”。 然而，面对清王朝的病入
膏肓，皇族的这一系列把戏不仅挽救不
了其自身终将覆灭的命运，反而将整个
国家拖入了更加灾难的深渊。于是刺客
与愤青、革命党人一次次起义等接踵而
至，在这样一轮轮的冲击下，清王朝终
于轰然坍塌。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
弱、内耗和涣散等秉性终使他们无力撑
起一个有力的共和国，政权又落入各路
军阀之手，你方唱罢我登场。 于是新文
化运动来了，“五四”运动爆发，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被送了进来……

如此这般铺陈，其目的就是在用事实无
声地阐明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不是莫名的横空出世，不是突发的一种
偶然，而是中国的历史进入那个时代后
必然的产物。 而时间往后延，历数这个
新兴政党创立之初虽面对敌人的枪口
和刀刃，历经屠杀和围剿依然生生不息
的事实，同样也是在用事实无声地阐明
另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
我纠错能力和延绵不绝的顽强生命力。

而此后，党的发展历程同样一再地证实
着这一点。

《火种》的编排有讲究。全书 24章，

在目录和正文篇章页的每个章题之下
均列有若干小题，有点近乎“节”标题，

少的有八个，多的则达 17个，但正文中
却又没出现这些小题，只是内容依照这
些个小题的顺序在推进而已，因此我只
能称其为近乎“节”的标题。 这些个小题
绝大部分都是指向某个十分具体的事
件，除去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如“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嘉
兴南湖一大闭幕”……外，也有“虚无党
与暗杀之风”“汤坑之战失败”“罗易泄
密”等许多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 这，就
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二招：“小切口”。

每个小切口其实就是一桩桩具体
的事儿，刘统将这些个事儿写得十分生
动具体，仿佛在牵着读者感同身受地重
返那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现场。 在这里
“真实”二字尤为重要，比如蔡元培过往
在我的认知中就是“宽容”的化身，《火
种》让我知道了 1927年国民党“清党”

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比如陈
独秀过往基本已固化为一个右倾机会
主义的代表，在《火种》中我们却看到了
当时已被排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
秀于 1927年 11月 12日 “给中央常
委们写了一封信”， 面对当时党内领导
层中普遍存在的左倾盲动倾向，陈氏依
然直陈 “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

我不得不说”， 全然一副置个人荣辱于
不顾的长者模样。《火种》如此这般对某
位历史名人形象完整的勾勒，其实一点
也没有使他们的基本轮廓错位，反倒是
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而将这些个小切
口串连起来，党的形象同样也达到了这
样的效果---一个真实立体、 有血有
肉、可亲可敬的政治组织而非一个干巴
僵硬的概念群体。

刘统在创作 《火种》 时， 对自己

有明确的要求， 那就是 “要真实地反
映历史 ， 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 ”，

“读文献和档案， 一定要追求原始版
本”， “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 还
要实地考察”。 这， 就是我所言之的
《火种》 第三招： “实佐证”。

先说实地考察。 为创作《火种》，刘
统先后在湖南， 从七溪村行到排埠村；

在江西， 从寻乌圳下村行到瑞金大柏
地；在福建，从上杭苏家坡的山洞行到
古田村……正是这些个现场考察，使他
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初出茅庐时
险些送命的惊险、“创业艰难百战多”的
坎坷和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而“这
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再说
注重第一手资料。 在南昌、秋收起义等
相继失败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本应审
时度势，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但 1927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
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却依然坚持认
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革命敌
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 因而提出了
全面进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即农村
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以工人暴动为
“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而
这样一次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
会议竟然还是由那个刚到中国才几个
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纳明兹所掌控，于
是就有了以广州起义失败为标志的城
市暴动路线总失败，一大批共产党人沦
为这条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如此血淋淋
的惨痛事实如果 “不读档案和原始资
料”、 不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就不可能得
到完整真实的呈现。而类似这样由原始
档案而还原的历史真实场景在 《火种》

中还有许多许多。

让事实说话，是《火种》总体上最鲜
明的特色。虽然作者偶尔也会直接亮出
自己的看法与评说，但这种时候总体上
并不是很多，读者更多的是在通过对刘
统爬梳过的史料的阅读后自然而然地
形成自己的评判。我想这样一种基于基
本史实基础上的自我学习与思考所产
生的效果，自然要比那种简单地接受说
教与灌输的学习要好得多。 因此，在中
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
教育以及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上海人民出版
社推出的这本《火种》可谓恰逢其时，价
值不菲。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只眼”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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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峻的现实困境中突破
绽放理想信念的光芒

扶贫题材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

大视野·小切口·实佐证
看刘统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潘凯雄

一种关注

近期播出的扶贫题材剧 《江山如此多娇》 的关注
视角很广， 覆盖了产业扶贫与精神扶贫工作的方方面
面， 且能够从深层揭示扶贫现实中颇具代表性的真问
题。 然而， 作品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 却具有想象
化、 理想化的色彩。 如此矛盾的呈现对于当前扶贫题
材创作而言， 是具有典型性的， 这使该剧有了值得评
说的一面。

荨▲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故事讲述中，不断发出对精神启蒙重

要性的追问给予了《江山如此多娇》凌厉的触角。然而，剧中对很多

扶贫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普遍具有理想化色彩的， 甚至可

以说是带有想象性局限的。 图为罗晋饰演的村支书濮泉生（上）和

袁姗姗饰演的第一书记沙鸥（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