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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中

当生命的灿烂宏图刚刚展露一角，命运

的时钟就已经被按下倒计时，年轻的灵魂应

当如何自处？两颗炙热的心脏因彼此靠近而

剧烈跳动，但命中注定的天人永隔是否会成

为终极考验？在荧屏的众多光影之中，正在

央视8套及多个网络平台播出的《谢谢你温

暖我》以温暖人心的故事线及其触发的对生

命意义的深度思考，打动了许多观众。据第

三方平台酷云数娱的数据，该剧在央视8套

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高走，峰值超过1.5%，

并在周榜中位列第二名。

《谢谢你温暖我》 由祝东宁执导，李兰

迪、林一领衔主演。剧情讲述刚刚步入社会

的林拓被确诊渐冻症，女友安知雀在其身边

不离不弃，共同与病魔抗争。该剧不仅引发

观众追问生命的意义，也再度呼吁大众关注

渐冻症患者人群。正如主演刘钧所言：“爱是

隐藏在生活细节里的瞬间，在感受爱的同时

去释放爱。希望大家能一起关注罕见病群

体，罕见更值得被看见。”

不幸人生的苦涩，万幸有爱情
的甜蜜中和

“满脸的胶原蛋白，就应该多演青春偶

像剧。”李兰迪和林一两位年轻演员的青春

形象与阳光朝气，让观众忍不住发出赞叹。

《谢谢你温暖我》没有俗套的矫揉造作、煽情

或是狗血桥段，而是以舒缓的节奏展开。剧

中，林拓与安知雀在平凡的日常中相遇、相

恋，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里追寻自己的

“小确幸”。

但不幸的来临总是猝不及防。大脑清

醒，身躯却像被关在笼子里，甚至无法自我

表达，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失去行走能

力、说话能力、吞咽能力——这就是让人谈

之色变的渐冻症。原本的阳光开朗大男孩林

拓，日复一日看着自己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同时也失去了尊严——当林拓趴在地板上失

禁的时候，脸上滑落的泪水也向观众无声诉

说着他的绝望。

黑暗中的一点点微光，却能驱散心里无

尽的冰寒。看不到康复希望的林拓想要轻

生，是安知雀小小的身躯阻拦在恋人和江水

之间，用尽全身力气抱着他：“你前脚进去，

我后脚就跟着你一起进去。”恋人的每一颗眼

泪，都是爱的证据。如果身边没有安知雀，

林拓的灵魂和生命早已被绝望吞噬。

爱曾经如同彩虹般绚烂，情如今像磐石

那样坚守。以前的安知雀累了，会撒娇让林

拓按摩胳膊；恋人的渐冻症病重后，轮到安

知雀举起林拓的胳膊去感受那漫天飘雪的诗

意。不离不弃的爱情，是这部剧最为打动人

心的地方。林拓与安知雀的爱情并非童话般

的唯美，却是生活中最真实的陪伴与坚守，

让观众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力量能

够让陷于困境中的人们坚持下来，找回生活

的希望。

生命的旅程纵然短暂，只求在
世间留下真挚印痕

面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如何让短暂的

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谢谢你温暖我》给出坚

韧感人的生命答卷——即使短暂，也要勇敢

地去爱、去奋斗、去珍惜每一个当下。

从林拓身上，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被病

患折磨的人，如何勇敢地面对人生的困境；

同时也看到了他如何在爱情和友情的滋养

下，寻回生命的意义。支撑着林拓的不只安

知雀一个人，好朋友陈光普为他崩溃大哭；

过去对他苛责的设计总监竭尽所能地提供帮

助。正是身边人的关心与温暖，支撑着林拓

在绝望中坦然面对自己剩余的人生。这种对

生命的尊重与珍视，更加让观众明白生命的

可贵与短暂，更加珍惜每一个与家人、朋

友、爱人相处的时光。有网友在评论区写

道：“谁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鲜

活、努力、上进的样子就是最美好的。”

走出情绪低谷后，林拓重新找到了生活

的方向。在医院里，他和小病友相互打气，

把别人给自己的温暖传递给下一个人；为了

帮助更多渐冻症病友，林拓把自己设计作品

的收入贡献出来。人生纵然短暂，身躯日渐

无力，而他抛却颓唐与消沉，选择用自己日

渐微弱的生命之火去努力照亮身边的每一寸

光阴。

“渐冻症”不是个轻松的话题，而《谢谢

你温暖我》把这对青年恋人的故事讲得真挚

而治愈。不过，也有观众认为剧集在节奏上

可以再紧凑些，无需让有些明显生硬的桥段

“注水”时长。一些过于凑巧的“套路”，如

安知雀面试过程中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响起给

了林拓“英雄救美”机会等，虽然瑕不掩

瑜，也稍有些美中不足了。

《谢谢你温暖我》正在央视8套热播

生命中的微光，照亮短暂旅程

随 着 消 费 需 求 持 续
释放，热门演唱会一票难
求已成常态。但连日来，
各地演唱会的不和谐声
音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架势。

各种乱象包括但不限
于：一软件以某歌手歌迷
会的官方名义设置购票门
槛，实则行变相加价之
实；明明开票第一时间就
从票务平台抢票成功，具
体座位的揭晓却姗姗来
迟，观众无奈称之为“开
盲盒”；购票后观众一旦退
票需要支付票面价20%的
可观手续费；开场前，黄
牛“掩护”一些非持票观
众冲关检票口；到现场后
观众发现超千元购入的实
为“柱子票”，大部分视线
被遮挡；某歌手在演出过
程中致谢主办方，却得到
歌迷齐喊“倒闭”的回应，
原因是歌迷对从票务、场
地、安检、场内应急等多项
事宜心生怨气……

事实上，自从 2023

年线下演艺市场复苏，演
唱会作为典型的体验型消
费势头强劲。歌迷不仅愿
为心仪的歌手支付动辄千
元以上的票价，有的还千
里迢迢“打飞的”跨省跨
城，或是追随歌手辗转多
地观演，助推相关文旅市
场的活力。但与之相伴的
购票难、溢价多、质难
保、霸王条款等乱象，俨
然成为市场活力的硬币另
一面，令消费者心寒。要
保障消费者权益、呵护观
众的体验，进一步规范市
场以谋求持续健康发展，
亟待多方发力、共同攻克。

乱象背后，难点、堵
点究竟有哪些？就消费
者所诟病的，应做到以下
几点——

消弭票务信息差，破
除买票有如“开盲盒”的
现状。2021年以来，国
家及各地文旅部门不断更
新完善相关管理措施，通
过出台强实名制、规定公开售票占比等政策，用以
约束市场，为消费者权益兜底保障。但普遍现状
是，从消费者在票务平台下单成功到真正“揭晓”
具体座位，其间有相当的窗口期，短则三五天，长
则月余。值此在线选座早已不存在技术性难关的当
下，漫长的“盲盒”窗口期，成了部分主办方及承
办方不守诚信、放任“黄牛”钻空子的操作空间。

完善定价规则与退改签等行业规范。井喷的市
场迅速崛起，但从购票到演出的整条服务链尚有多
个环节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导致“灰色地
带”屡禁不绝。眼下，航空、铁路乃至电影票都已
有了相关退改签的成熟做法，演唱会市场的票务平
台和主办方当主动担责，放长眼量，以更为科学、
合理的方案措施保障消费者权益，而不是只做“一
锤子买卖”、赚“一时快钱”。各地文旅部门、市场
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等也需多为消费者的合理诉
求“撑腰站台”，确保维权有道。

总而言之，别打着官方幌子“割韭菜”。演唱
会的火爆始终得益于歌迷、观众的热情，但被偏爱
绝不能成为放肆的理由。切莫因一时逐利心切，而
一再贬损大众的消费体验。殊不知，失去的口碑、
被“浇灭”的热情将很难补救回来，影响的是整个
演出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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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创作的长篇小说《花灯调》首发于

《人民文学》2023第11期，《小说月报》2024年

第2期转载，2024年新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单行本。《花灯调》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

的高远村，来自市区检察院的驻村第一书记

向家明带领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

在山地上修建公路、水库、电力、通讯等基础

设施，村民们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实现了全

面脱贫。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

刘庆邦如何发现小说的人物原型，怎样在书

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塑造“时代新人”的形

象，展现人们在面对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

的发展命题时的观念变化与心灵成长。

长篇小说如大海，短篇小说
如瀑布

王雪瑛：您多年来以短篇的有限篇幅书
写人生海海，探寻大千世界的人性回响。今

后您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还是根据题材需

要，创作不同体量的小说？

刘庆邦：写完这部长篇之后，我又连续写
了十多个短篇小说。我喜欢写长篇小说，也

喜欢写中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点，中篇小

说是线，长篇小说是面。长篇小说如大海，中

篇小说如长河，短篇小说如瀑布。长篇小说

像太阳，中篇小说像月亮，短篇小说像满天星

斗。各种小说体裁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

声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谁都不能

代替谁。

有评论家说过，短篇小说是衡量一个作

家创作水准的试金石。拯救文学性要从重新

重视短篇小说开始。短篇小说是我认识世界

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们像是一把把小

小的钥匙，帮我打开一个个心灵世界，并再造

一个个心灵世界。其实，把诸多短篇小说加

起来，形成合集，也可以构成长篇小说的容

量，从中也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世界。

王雪瑛：听说最初这部长篇题为《泪为谁
流》，为什么后来改为《花灯调》这个更有审美

韵致的书名？

刘庆邦：这部长篇一开篇，我起名为《泪
为谁流》，直到小说全部完成。女主人公驻村

第一书记为脱贫攻坚付出很多，她的眼里常

含泪水，为了争取到扶贫项目，为了动员村民

参与修路，为了隐瞒自己危险的病情，也是为

家人对她的无私支持所感动，她多次泪流满

面。她的热泪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是饱满

深情的外溢。她的眼泪是为村民而流，为老

百姓而流，希望乡亲们能尽快摆脱贫困，过上

好日子。

我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常常泪眼模糊，

看不清字迹。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为书中人

物所流，为读者所流，也是为自己所流。

直到《人民文学》将发表小说时，我想来

想去，才决定将小说改名为《花灯调》，这样更

含蓄，更美丽一些，也更符合整部作品的文学

艺术调性。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

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庆祝活动，村民们

就会自发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的巨大变

化。花灯调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

众心声。

王雪瑛：作为一个生活积累丰厚，创作经
验丰富的作家，您曾经提到创作《花灯调》是

一次特别体验，与以往的创作状态不同，是处

于一种忘我的状态？

刘庆邦：我在日记本上记得很清楚，
2022年12月18日始，我感染新冠，发烧，

咳嗽，嗓子疼，浑身无力不想动。但我的写

作雷打不动，照样早上4点起床，投入写

作。我每天给自己规定的写作任务是写满五

页稿纸，一千五百字。我对自己的身体充满

自信，不信战胜不了它，意志力战胜一切！

小时候，母亲对我很娇惯。成年后，我一点

儿都不娇惯自己，用自己用得甚至有些狠。

我曾怀疑过自己的写作才华，但从没有怀疑

过自己的意志力。我的意志力促进和保障了

创造力的发挥。

王雪瑛：《花灯调》是您的第十三部长篇，
也是第一部叙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

说。不到一年的时间，您就完成了30万字的

长篇。您说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

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大半辈子

的充分准备，大半年的忘我写作，《花灯调》对

于您的创作生涯而言有着什么重要意义？

刘庆邦：仅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我曾经
写过六部，这些长篇写的是过去的生活，记忆

中的生活；《花灯调》写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

发生的生活。我以前写的农村生活，差不多

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这次写的

是我国大西南革命老区的山村生活，是“他生

活”。从写“我生活”，到写“他生活”，对我来

说是一个转变，也是一个挑战。我知难而进，

有意向自己发出挑战。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原以为自己的激

情在衰退，情感会淡漠。经过定点深入生活，

了解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的系列事迹后，我

的激情又燃烧起来，情感又充沛起来。回到

北京后，我的脑子里老是回旋起那位第一书

记的形象和事迹。我的心情如此激动，除了

为驻村书记的事迹所感动，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有一种紧迫感，自己岁数大了，想象

力和创造力在逐渐下降，担心拖得时间长了

写不动。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写这

部小说特别有意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

华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带来的

全面脱贫、步入小康和乡村振兴，我愿意用共

同奋斗创造的丰碑来概括。丰碑，不是石碑，

是口碑，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我必须写

出这部作品。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读者呼

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自

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责任。

在描写具体人物时，认识时
代新人的特质

王雪瑛：小说中的人物周志刚说，“我认
为你们下来验收高远村的脱贫攻坚成果，既

要见物，也要见人”，《花灯调》让读者看到了

人物群像。山乡巨变是人干出来的，这是生

动描绘脱贫攻坚真实过程的重要环节，众多

的人物展开宽阔的社会层面，这很考验作家

的功力，是您写作中的难题和挑战？如何评

价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其中哪些人物更让

您感到满意？

刘庆邦：小说中转业军人周志刚对验收
团领导说的话，也是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

求。高远村全面脱贫靠的是上下拧成一股绳

所形成的合力，《花灯调》塑造的是人物群像，

可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正面人物

形象，像驻村第一书记、区委书记、镇委书记，

还有老支书、村主任、周志刚、刘丽、任欢欢

等，都是个性鲜明、各有千秋的正面形象。除

了女主人公向家明，我还很欣赏转业军人周

志刚，他不仅是脱贫攻坚中的骨干力量，简直

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英雄。

写山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但要写

物质的变化，更要写人的变化，写人的观念之

变，精神之变，行为之变，形象之变。写好人

之变，才能真正全面和深层次表现山乡巨

变。另一个层面是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他

们各有各的弱点和毛病，让人欣慰的是，这些

人物后来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他们的面貌焕

然一新。

王雪瑛：小说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了
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如何避免驻村人物概

念化，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新人”形

象？您在写作中如何应对这个当代作家面临

的课题？

刘庆邦：如何塑造血肉丰满的“时代新
人”，正是这部小说的着力点，也正是我常思

考，想回答的问题。我每年都回农村老家看

看，对老家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动在心上，很

想写一部反映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有了写

作的愿望，还要有写作的机缘。人物形象塑

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长篇小说成败的关

键。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说的纲，纲举才能目

张。主要人物犹如一棵树的骨干，只有骨干

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全国有五十

多万个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在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是巨大的。我设想，最好能找到一位驻

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

中起来，统率起来。当我有幸相遇遵义山区

这位驻村书记时，心里一明，众里寻“她”千百

度，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的她，正是

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

她对这部小说的启动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

这个人物，就没有这部小说。

正是在塑造新时代新人的用心探索中，

在向家明这个具体人物身上，我才逐渐认识

到“时代新人”的特质。“时代新人”形象不是

一个概念，是通过具体行动在向家明身上体

现出来。她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她

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她也想得到职务

上的升迁，也想过多挣工资，遇到不开心的

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她与不同人物打

交道时，用不同方法，不同语言，体现出她立

体形象的多个侧面。

王雪瑛：中年人的情感面临着现实生活
的种种磨砺，向家明离开城市，和丈夫的两地

生活中，更显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珍贵，他是雪

中送炭贴心支持的亲人，家里家外风雨同舟

的战友，还是理性分析敢于直言的诤友。他

让她在砥砺前行中后顾无忧。小说在他们的

关系中，深入了向家明的心灵世界，也寄予着

您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对中年人情感的理想。

刘庆邦：向家明投入脱贫攻坚战役，能取
得超预期的成果，丈夫对她的大力支持功不

可没。丈夫的支持，不仅有情感，道义，还有

智力上的。丈夫帮她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她

的坚强后盾。一人去攻坚，全家总动员，父

母、孩子、妹妹和妹夫们，都支持她的工作。

向家明爱唱歌，爱美，爱小动物，爱动感

情，她是一个情感丰富，有激情的女性，她不

是“方海珍”，不是“江水英”，也不是“柯湘”，

是不可复制的“这一个”。她在工作中的果敢

决断表现出“女强人”的一面，但她不失是有

平常心的女儿家，她的心灵还是温柔善感的

女性世界。她是人到中年，但依然保持着朝

气蓬勃的劲头。

评论家李敬泽在评论我的作品时说，川

端康成写的是日本美，刘庆邦写的是中国

美。敬泽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为我的小说

创作指出了一个方向，他的评价让我深受鼓

舞。我也喜欢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我一直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部《花灯调》，是我努力

写出新时代的中国美。

—— 关于刘庆邦长篇小说《花灯调》的对话
对话嘉宾 刘庆邦（作家）王雪瑛（本报记者）

大半生的充分准备，书写新时代的中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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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录

《谢谢你温暖我》不仅引发观众追问生命的意义，也再度呼吁大众关注渐冻症患者人群。

刘庆邦创作

的长篇小说《花

灯调》聚焦贵州

高海拔贫困山区

的高远村，来自

市区检察院的驻

村第一书记向家

明带领干部和村

民齐心协力艰苦

奋斗，实现了全

面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