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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塑网络文艺的希望与新风
刘岩 仲呈祥

由饶俊编剧， 王骏晔执导， 曹骏、

安悦溪等人主演的网络剧 《在希望的田
野上》， 目前正在腾讯视频热播， 并在
社交平台引发广泛讨论， 其中仅微博端
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超过 6.7 亿。

该剧讲述了青年党员张楠在老党员
李世涛的引领下， 回到家乡带领村民脱
贫攻坚的故事， 表现了张楠坚定理想信
念、 将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中的
成长历程。 该剧以高尚的审美追求引领
网络文艺创作， 聚焦农村题材， 讲述脱
贫故事， 充分彰显了为历史画像、 为人
民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文化自信与文化
自觉， 为新时代的网络文艺带来了希望
与新风。

以崇高的审美追求书
写青春故事

讲追求， 有品位， 是 《在希望的田
野上》 崇高而鲜明的审美追求。

编剧饶俊， 本身就是新时期新时代
培养的大学毕业生， 他曾以古装剧 《花
千骨》 《寂寞空庭春欲晚》 《醉玲珑》

一举成名 ， 却不满足于此 。 他认真学
习、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 深刻认识到网络剧需
要百花齐放， 需要题材多样化， 但无论
什么题材， 其宗旨都应该是培根铸魂，

培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铸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之魂， 都应当自觉为时代画
像、 立传、 明德。

他返回生他养他的农村家乡， 与父

老乡亲们交心 ， 与精准扶贫工作队交
友， 深入生活， 扎根民心， 把创作题材
的选择由原来的 “悬浮小说” 转向了日
新月异的建设新农村的现实生活 。 剧
中， 发展阳光午餐的闭环经济， 成立种
植车厘子的股份制公司， 都是取材自家
乡脱贫工作的真实事件， 男主角张楠为
文化振兴与物质振兴的平衡左右为难，

也是饶俊在深入家乡扶贫工作的具体实
践后获得的创作启示。 历经数年构思，

几番修改， 把文章写在家乡的大地上，

始成 《在希望的田野上》。

全剧倾心塑造的主角人物张楠， 融
入了饶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理想信仰。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张楠就是饶俊。

《在希望的田野上》 作品的精神价值取
向， 首先体现在将张楠的个人价值、 个
人命运融入于社会价值 、 国家命运之
中。 在研究生毕业之际， 张楠本想留在
上海工作， 但家乡教育局力邀他出任驻
村工作队队长。 面对个人追求与家乡事
业的冲突， 张楠选择回到家乡投身扶贫
工作 ， 成立农村合作社 、 建设教育设
施、 解决水源问题， 直面家乡父老的疾
苦， 直面自己童年的创伤， 经过三年的
不懈努力， 克服重重苦难， 白果村终于
焕然一新。 而张楠的女友卞筱悦， 出生
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她也追随张
楠加入到白果村的支教工作中， 将对张
楠的小爱融入进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大爱
之中 。 该剧还表现了 “富二代 ” 耿一
鸣、 农学院毕业生林青青等 90 后青年，

他们脚踏实地， 为农民、 农村贡献青春
力量， 以青春热血浇灌乡间田野， 将个

人的理想追求融入进农村振兴的伟大事
业中， 与张楠、 卞筱悦一起书写了生动
活泼、 热情激扬的青年扶贫景观。

此外， 《在希望的田野上》 艺术品
位清新、 亮丽， 讲究美感。 该剧多以中
近景镜头纪实地铺开剧情线索， 用清新
的色调表现农村的秀丽风景， 尤其是以
幽默明快的蒙太奇描摹了白果村的村民
群像， 捕捉他们朴实、 真挚的最可爱之
处， 惟妙惟肖。

以正能量、主旋律引
领网络文艺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 “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
不代表希望， 单纯的感官娱乐不等于精
神快乐。 ”在古装偶像剧、爱情甜宠剧收
获点击量，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收获话题
量的网络大背景下，《在希望的田野上》

不附庸低俗审美， 真实地讲述了青年党
员的青春故事、理想故事、奋斗故事，以
正能量、生命大爱、精神境界打动观众。

在剧中， 卞筱悦的戏份不多， 这与
大部分青春题材网络剧热衷爱情叙事不
同 ， 该剧未着笔墨描写二人的恋爱细
节， 而是在扶贫故事中为爱情故事寻找
落脚点， 彰显了二人将爱情寓于脱贫事
业的精神高尚可贵。

打开该剧的弹幕区可以看到， “是
我的家乡啊” “爷青回” 等热情洋溢的
留言， 网友们甚至共同讨论白果村脱贫
工作的下一步该如何走。 与网络上千篇
一律、 快餐式消费的类型剧不同， 《在
希望的田野上 》 与观众产生了精神共
振 ， 是真正为人民的创作 。 网络空间
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

主旋律要更加响亮 ， 正能量要更加强
劲 ， 文化自信要得到彰显 。 《在希望
的田野上 》 勇于挑战网络流量 ， 坚持
为人民的创作 ， 弘扬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正能量 ， 彰显了新时代文艺创作

者坚守的正确道路。

新媒体平台催生了新的文艺类型，

带来文艺实践的新变化， 网络剧成为影
视作品的新样式。 但是， 伴随网络剧体
量的几何倍数激增， 其创作内容却停留
于标签人物、 固定剧情的复制生产， 经
数据计算稳定投放给固定受众。 例如，

年轻女性观众喜欢 “霸道总裁” “傻白

甜” 等标签人物， “CP 粉” 喜欢 “虐
恋” “先婚后爱” 等固定情节。 网络剧
创作陷入同质化， 只锁定目标受众， 只
生产符合受众审美预期的片段， 内容缺
乏整体性和多样性。 诸多现象都理应引
起我们的关注。

《在希望的田野上》 示范性地展现
了网络剧如何紧跟新时代， 彰显主流价

值观。 作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重点引导
并推进的剧目， 该剧将理想信念和奋斗精
神进行年轻化表达， 兼具精神高度、 文化
内涵和艺术价值， 值得称道。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
博士研究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

妈妈的一切，就只有对孩子无止境的奉献？
柳青

《关于我妈的一切》和《妈妈的神奇小子》上映，引发对电影里的妈妈们和成为债务的母爱讨论

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到了尾声，母
亲季佩珍病逝，女儿李小美回忆“我妈在
成为我妈之前的样子”。成为母亲，使得季
佩珍不得不放弃科研梦想，一生未能有机
会远赴南极。 电影进行到这里，影院里泣
声四起，女儿们有女儿们的唏嘘，母亲们
有母亲们的相惜，这是集体的意难平。

《关于我妈的一切》和《妈妈的神奇
小子》先后上映，一个是完全虚构的青岛
妈妈， 一个是有真人原型的香港妈妈 ，

天南海北的妈妈分享了一个共性 ：对
孩子无止境的奉献和不自觉的控制 。

在这两个故事里， 孩子们最终满怀心事
地体恤了母亲， 迟来的亲子和解催泪滚
滚，也分外沉重，仿佛母爱是一笔又一笔
难以偿付的债务。

作为“某某妈妈”的人生

电视剧 《三十而已》 里， 顾佳这样

对闺蜜王漫妮描述自己做了母亲的心
态变化： “躺在产床上意识到， 从前
的顾佳死去了， 以后就只有某某某的
妈妈。” 这是安在为母亲的女性头上
的一句诅咒， 概括了诸多电影里妈妈
们的命运， 她们以 “某某某妈妈” 的
身份事无巨细为儿女打点。

儿女们憧憬的 “理想妈妈” 也许
是各种各样的， 但让孩子走投无路的
“紧逼围妈妈” 是相似的。 季佩珍为
人师表， 专业能力出挑， 是个有见识
有魄力的高级知识分子， 她在电视台
节目录制现场质问素养差劲的流量明
星和编导的一席话， 称得上风采卓绝。

但是她转身进入 “小美妈妈 ” 的身
份 ， 突袭般出现在女儿的工作场
所 ， 翻看女儿的手机 ， 整理房间时
从生活垃圾的细节里刺探女儿的秘
密 ， 越俎代庖地试图替女儿解决情
感官司……

每一个大包大揽的母亲， 都如同护
崽的老母鸡， 无法接受孩子有跌跌撞撞
的自我意志， 哪怕这个孩子看起来不可
能拥有 “普通生活”。 根据残奥会冠军
苏桦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妈妈的神奇
小子》， 确切说其实是 “神奇小子的妈
妈”， 持续多年被局促生活拖着走的苏
妈妈， 含辛茹苦， 接二连三作出并不明
智的选择， 出发点却是为了预先安顿残
疾儿子的一生。

主流商业电影的叙事惯于渲染母亲
无视孩子渴望建立的边界感， 铺排爱深
责切的生活细节， 让观众浸没于 “我妈
也这样” 的感怀， 却很少能有意识地挑
明， 母亲们从 “成为母亲” 开始， 因为
长久地履行母职， 她们的自我意志逐渐
嵌入到孩子的生命里 ， 越来越难以剥
离。 这样的亲子关系无论维系或切割，

注定充满爱恨交织的摩擦， 是不死不休
的相爱相杀。 和解通常以一方的远离、

甚至死亡为前提， 《关于我妈的一切》

就是这样 。 而更多时候 ， 比如 《柔情
史》 和 《春潮》， 强势的母亲控制着成
年的女儿 ， 女儿既恐惧成为母亲的翻
版， 又没有能力独自生活， 她们互相怨
憎， 却除了相依为命找不到别的路径。

《妈妈的神奇小子》 里， 情感最激
烈的瞬间不是苏桦伟在残奥会赛场上创
造佳绩， 而是一贯任劳任怨的苏妈妈对
儿子说出 ： “你得病 ， 你不能正常生
活 ， 所有人都不会指责你 ， 人们只会
说 ， 这是我的错 ， 是做妈的没做好 。”

那一刻， 女主角吴君如的表演具有酸涩
沉重的能量， 但这部四平八稳的传记片
并没有因此开掘 “母亲” 这个词所背负
的严苛的社会语义。 “做妈的没做好”

这句一票否决的判词， 几乎封杀了 “母
亲” 这个角色本该拥有的各种可能性，

它把女性的一种社会身份约等于天性，

而实际上， 母亲和母性在很大程度是靠

学习和实践习得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可
避免地存在参差， 甚至有可能， 有些个
体是抗拒或无法获得这能力的。

母亲的扪心自问：什
么是自己

我们在影视剧里重复地经历难以
承受之重的母爱和亲子关系 ， 某种程
度上是因为 ， 我们的语境对 “拒绝付
出的母亲 ” 讳莫如深 。 澳大利亚编剧
杰吉·史密斯的剧本 《洪水》 汉化版上
演时 ， 当时围绕演出的质疑集中为 ，

它的本土化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 这个
在封闭环境和封闭人物关系中展开的
戏剧 ， 总结起来就是 ， 返乡的小女儿
发现家庭内部的惊天秘密 ， 多年以前
母亲的懦弱造成姐姐被父亲伤害 ， 母
亲以装疯逃避现实 ， 而姐姐的人生搁

浅在这个荒凉的小镇 。 一个因为自身
不作为而把女儿拖入深渊的母亲 ， 在
中国的舞台上难以成立 ， 这与其说是
修辞的失败 ， 倒更像是更大范围默认
的语境对这种形象的抗拒。

“母亲 ” 本身是一个褒贬弹性的
身份名词 。 很多时候 ， 母爱是有所附
丽的 。 布莱希特写 《大胆妈妈和她的
孩子们》， 女主角是战乱年代里苟延残
喘的小人物 ， 在不择手段的求生中 ，

她恨她的孩子们拖累自己 ， 她无情地
旁观他们接二连三地陷入不幸的命运。

类似还有菲律宾导演曼多萨的《罗莎妈
妈》，挣扎在底层泥坑里的母亲，为了自
己活，何曾犹豫过把孩子们接二连三地
推入火坑。 剧作《八月：奥色治郡》塑造
了一个清醒 、刻薄 、以折磨女儿们为乐
的作家母亲，她因为自己的痛苦而蛮横
地把孩子拽入痛苦的深渊，她一次次地
宣称“母亲当然有偏爱的孩子”，而她其
实一个都不爱。

电影 《兔子暴力 》 本来有可能展
开对于 “不受规训的母亲和非典型亲
子关系 ” 的探讨 ， 影片叙事来源的那
桩社会案件里 ， 女儿放弃学业去和堕
落的母亲厮守 ， 深陷债务的母亲教唆
女儿策划绑架案 ， 这场畸形亲子关系
的悲剧拥有黑暗坚硬的内核 ， 是涉及
“母亲” 题材时从未触及的。 但创作者
面对 “社会结构 ” 和 “社会身份 ” 这
样困难的议题退缩了 ， 取而代之以过
分浪漫化的 “少女心的妈妈和早熟女
儿之间身份颠倒”， 并且终结于 “再不
像妈的妈到了危难时刻还是会用自己
的一切去换孩子无恙”。

“我不后悔做你的妈妈 ， 用我的
人生换你的自由 。 ” 《关于我妈的一
切 》 的这句独白触到了太多人泪点 ，

但这句台词不是 “关于妈妈的一切 ”。

“妈妈 ” 是多声部的群体 ， 也许卸下
“无法偿付的爱” 的包袱， 与母亲有关
的叙事能打开更多的可能空间 。 譬如
获得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的 《野蛮人入侵 》 里 ， 导演陈翠梅借
着剧中苦闷的女演员说出 ： “我最讨
厌人们讲小孩是我最好的作品 ， 我不
过是小孩来到这个世界的管道。” “我
能学功夫 ， 能跳钢管舞 ， 却搞不定自
己的小孩。” “用身体表达自己， 可什
么是自己呢？”

华语电影里有过许多的李焕英、 季
佩珍和苏妈妈 ， 扪心自问 “什么是自
己” 的妈妈又有几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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