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

坦建交60周年和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周年的背景下，援非题材电视剧《欢

迎来到麦乐村》甫一播出收视数据便不

断攀升，口碑和热度持续发酵。该剧主

要讲述以马嘉（靳东饰）、江大乔（祖峰

饰）、武梅（张雨绮饰）等为代表的第25

批中国援外医疗队远赴非洲的故事，在

文明互鉴视野下塑造了真实立体的非

洲景象和自信包容的中国形象。

从旁观到参与的
医者成长史

中国援外题材电视剧不乏恢弘阔

远的“大故事”，如《援外医生》《埃博拉

前线》《一起深呼吸》等，都以“宏大叙事”

的方式塑造中国医生、展现中国精神。

有所创新的是，《欢迎来到麦乐村》

以讲述“小故事”见长，以塑造“平凡人”

为主，细腻描摹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从

“旁观”到“参与”中非故事的心灵轨

迹。主人公们去往非洲的目的并非完全

纯粹，马嘉是为了换一种活法，武梅是某

种程度的“夫唱妇随”，江大乔则是原医

疗队队长意外手术后的“替补”，就连片

尾的采访也谈及有的队员是想去非洲探

险。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该剧有意强

调医者作为普通人的“不完美”，通过深

入非洲的日常生活、医疗事业乃至民族

心理，他们不断实现从追求个人价值到

主张命运与共的内在转变，让观众看到

真实可信且无私奉献的医生形象。

这种从“非自为”到“自为”的动态

变化过程，在男主角马嘉身上体现得尤

为明显。马嘉在人生迷茫之际无奈地

申请加入援外医疗队，此为“不得已而

为之”。到了非洲，他偷用储备水洗澡、

私自外出喝酒，此为“罔顾规则而为

之”。可就是这样一个不怎么“崇高”的

心胸外科医生，打破“这里是桑纳”的魔

咒，多次准确诊断疑难杂症，完成极具

挑战的“重建术”，并在哈布哥和苏里的

死亡中领悟生的意义，成为桑纳的“第

一把刀”。马嘉投身于援非事业时不断

“被感召”的个人史，折射的正是中国援

非医生凤凰涅槃的成长史。

应该说，在医疗队队员身份与心理

的双重转变过程中，队长江大乔扮演了

重要角色。他既要顾全大局，又要顾及

队员心理；既要遵守桑纳医院的规章制

度，又要帮助队员应对水土不服的问

题，俨然是医疗队队员的“心灵”导师。

其实，他的处境并不比马嘉好多少，承

受着前妻的再嫁、女儿的分离以及稳定

生活的再次变故，但毅然选择前往非

洲，成为医疗队的“领路人”。因为他此

前有过援非经历，在对非洲文化的理解

与认同上，显然走在了队员们的前面，

可以说是先于队员们完成了“转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从一个如

此小的切口得到了生动展现。

仁爱思想观照下
的中国援非史

在展示中国援非医疗队不断获得

成长、受非洲文化影响的同时，《欢迎来

到麦乐村》也描摹了中华文明逐渐参与

非洲文明共建的历史进程。该剧巧妙

地引入了“一颗心”和“一座山”，承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阐释

我国传统医学文化美德的核心内涵。

将中国的“心”装进非洲的“山”，传播中

华文明，共建非洲文明。

剧集从心胸外科的援非医生招募

为叙事起点，也就奠定了“心”在剧作中

的重要意义。在第三集中，江大一院副

院长梁森林（丁勇岱饰）凝视着墙上的

“心脏图”，向马嘉阐释心胸外科医生的

存在价值。一是要以“仁义”为己任，亦

即从医有良心、手术有信心、对病人有

真心；二是要以“包容”为原则，亦即处

理好主刀和其他人之间1和0的关系。

这在第八集的“抢救胸口中刀者”

事件中形成呼应，马嘉违反医院制度，

未经齐丹允许，搭档武梅和常来完成抢

救手术。虽然马嘉受到了院方的苛责，

但是他以一颗真心拯救了病人的生命，

以一颗包容心发挥了1及其后面所有0

的意义，深刻诠释了援非医生“为大我

舍小我”的精神境界。所以江大乔的反

应并不像之前马嘉偷水洗澡那么激烈，

因为他深知这是马嘉救死扶伤的自我

坚持，也是中国医生仁爱之心的真实写

照，亦是中国文化“博施于众、爱济天

下”的具体体现。之后，江大乔更以“仁

爱”思想和“三心”原则，回击齐丹对于

医疗队援非目的的无端猜测和谬论，实

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同时，剧集又以“一座山”开启了援

非医疗队的非洲故事，显示“非洲屋脊”

乞力马扎罗山的精神性意义。在前往

麦乐村的大巴上，有队员说到海明威中

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里的一句话，

“靠近西峰顶部有一具尸体，是一只被

风干冻僵的豹子，没人解释得了那只豹

子跑到如此之高的地方去干什么”，紧

接着镜头就转向沐浴在阳光下的马嘉

的脸部特写。马嘉一如这只豹子，他执

意前往非洲并不是为了“寻找”，而是为

了“留下”。留下医者的大爱无疆、仁者

的兼爱思想以及生命的绚烂多彩，这就

是电视剧留给观众的关于中非两种文

化与哲学的思考。

跨越国界与血缘
的中非情感史

《欢迎来到麦乐村》以寓意“永远”

的“麦乐村”为叙事空间，重构历久弥坚

的中非友好关系，人物除了中国援非医

疗队队员，还有非洲本土医生、在非华

裔商人、媒体工作者、跨国创业青年以

及无国界医生，在文明互鉴的宏大叙述

中勾勒“小人物之梦”，演绎了一段跨越

国界和血缘的中非情感史。

在中非情感的表达上，创作者紧扣

“中国援非医疗队”与“非洲本土医生”

彼此交织的多线叙事，描摹交流碰撞、

融合共生的中非文化关系。比如马嘉

和齐丹是求同存异的外科医生合作关

系，武梅和坎戈是共谋医院护理管理制

度的上下级关系，孙爽和艾米儿是志趣

相投的中医文化群体关系，彭伟和迪斯

马斯是相互“骄傲”的儿科同事关系。

为了授人以渔，中国医疗队还开培训班

培养桑纳本土医生，细腻呈现中非人民

的心灵互通和情感共振。更上层楼的

是，该剧还着力刻画了马嘉和苏莱曼之

间薪火相传的师徒情谊。身为非洲人

的苏莱曼来到中国实习，马嘉向苏莱曼

传播外科知识以及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的中国精神；身为中国人的马嘉前往非

洲援助，苏莱曼向马嘉传递非洲文化以

及投身于家乡医疗事业的坚定信念。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已达60年，正需要

有无数像马嘉一样的中国医生和像苏

莱曼一样的特殊接班人，才能不断推动

构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人民携手并肩、合作共赢的跨

国情感扣人心弦，而剧中发生在非洲大

地上、由非洲文化参与叙事的中国人的

情感故事，则更显真挚动人。比如马嘉

和江大乔从博弈到包容的同窗之情，柳

晓弦和马嘉从七年之痒到冰释前嫌的

破镜重圆，江大乔和曾罡、于启强同为

援非队长的兄弟情分，武梅和常来并肩

作战的伉俪情深，江大乔和石竹子患难

与共的日久生情，孙爽和赵一聪历经挫

折的姐弟恋情，华人华商会和中国医疗

队亲如家人的互助之情。众多情感关

系，将原本单一的“医疗线”拓展成包含

医疗队队员家庭、事业、理想等在内的

饱满的“援非故事”。正因如此，《欢迎

来到麦乐村》才具备了温暖治愈、直抵

人心的情动力量，让观众体悟新时代中

非合作的情感逻辑。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
士后、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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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想性的浓情抚慰大都市人心
——《故乡，别来无恙》为都市剧带来的创作启示

   版 · 文艺百家    版 · 影视

邵琦：
只愿常在此山中

   版 · 艺术

文明互鉴视野下中国援非故事的典型样本
——评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

艾志杰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达”系列圆桌谈之二

重建与生活的纽带，让传统节日鲜活起来
以现代转化为传

统节日赋值

主持人：上一期的圆桌，专家们都谈
到，传统节日来自于古人生活。那么要
让传统节日更好地活在当下，恐怕也需
要让它们回到生活中去，尊重它们在今
天生活中的一些新形态。

郑土有：我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
文章，谈论年味到底有没有变淡的问

题。我的观点是，年味淡是一个伪命

题。传统节日的形态一定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比如说压岁钱，最初的时候压岁钱

是不能用的，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只能佩

戴不能使用。后来变成可以用的钱，到

现在变成直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发。

再比如年夜饭，传统的年夜饭不仅要在

家里吃，而且要把大门关起来在家里吃；

后来随着下馆子越来越普遍，人们发现

去饭店吃年夜饭很好，可以省去餐前餐

后的操劳，于是许多宾馆饭店推出了年

夜饭业务，一时成为时尚，还要提前预

订，订晚了都排不上；到了最近一两年，

年夜饭又逐渐回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因

为很多人觉得在饭店吃虽然省力，但是

家庭团圆的气氛没了。于是出现了饭店

提供半成品的新业务。这就是随着时代

发展人们在不断地选择过节的方式，从

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刘大先：郑老师说的这一点，我觉得
恰恰是传统节日的活力所在。这些年大

家可能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传统

的活力实际上是产生在它的效果之上，

传统节日只有跟节日的主体——也就是

民众——依然发生密切的关联，才是活

着的节日。这意味着不应该把传统节日

本质化，说这个节日它就应该这样，春节

就要吃饺子或者放鞭炮或者怎么着。

节日究其根本而言，有别于我们的

一般讲的生理时间或者物理时间，而是

一个社会时间或者说文化时间，是常态

化时间当中的例外状态，均质化时间中

的特殊时间。这一点无论对古代还是现

代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尊重

它在多方合力之后展现出的当下的形

态。这是我们在讨论让传统节日更好地

活在当下时首先要秉持的一种态度。

主持人：的确，只有接纳新的时代内
容，才能有新的时代表达。上一期的圆
桌里几位专家谈到，在千百年的传续过
程中，传统节日实际上累积了各种文化

要素。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又可以为传统
节日注入什么新的内涵，让它能够更加
丰厚地传下去呢？

郑土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传统
节日的现代转化。黄涛先生曾经在《开

拓传统节日的现代性》一文中提出，传统

节日不应该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奇

风异俗。节日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传

承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元素。需要指出

的是，虽然传统节日具有自我更新的能

力，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来不及

更新、跟不上时代变化，这种时候就需要

有外力来推进其现代转化的速度，为传

统节日赋值。

比如重阳节。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

心目中，已经把重阳节等同于老年节。

事实上，重阳节最初的功能是禳灾辟邪，

直到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才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

节。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件事这么顺理

成章呢？因为“九”与“久”谐音，寓意长

寿，所以它从产生之初就包含了祈寿、求

健康的元素，许多民俗活动也都与此相

关。正如民间所说：“九月里，九月九，爬

山登高饮菊酒，戴上茱萸辟邪恶，吃了花

糕多长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

一些地方逐渐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倡

导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可以说，

从重阳节过渡到老年节，这种演变符合

传统节日“现代转化”的规律和内在逻

辑，具有合理性；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就容易在民众中普及，是传统节日“赋

值”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以文化自觉重建
传统与生活的关联

主持人：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阶
段性小结，很多传统节日在最初出现的
时候，都是对大自然节奏的一种顺应，不
管是登高也好，驱虫也好，都是与时令相
契合的民俗。之后就像专家们说的，人
们不断为其赋予文化要素，使其具备了
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但是今天，当我们讨论如何让更多
年轻人爱上传统节日的时候，就会反过
来发现一个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
正是因为传统节日的文化积淀带给他们
一种不可承受之重，让他们有些敬而远
之。如果把原初的那些玩乐传统恢复出
来，或许是一个拉近他们与传统节日关
系的有效途径。

张亚光：主持人提出的这个角度我

非常认同。比如那些过洋节的年轻人，

他们是了解并认同洋节背后的文化含义

所以喜欢过洋节吗？恐怕未必如此。他

们更在意的是借着过节的名义玩起来、嗨

起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正因为对传

统节日怀有敬畏之心，所以他们不敢造

次，不敢解构。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对年轻人过洋

节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年

轻人喜欢过洋节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借

鉴。就像前面大先老师说的，无论古代

还是当下，节日都是常态化时间当中的

例外状态。这个常态化，古时是农作，今

天是工作，本质都是劳动，劳动者都需要

在节日里得到放松和娱乐。以此来反观

当下，只能说我们在传统节日里提供给

年轻人的、能够满足他们表达需求的文

化和精神产品太少了。你得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把传统节日包装起来，赋予它

一些新的含义，一种新的表达。比如是

不是可以结合年轻人对于动漫、cosplay

等二次元文化的喜爱，在传统节日期间

设计和推出一些相关活动，让他们把传

统节日当动漫节来过呢？

主持人：这个事情由谁来做？

张亚光：我想借用林毅夫老师的一
个观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政府的有所作为，体现在对年轻人的价

值观引导和对商家的政策引导上。比如

政府完全可以出台一些带有导向性的复

兴传统节日的政策或者规划，资本和商

家会非常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且迅速

跟进。接下来的具体措施就可以靠有效

市场来完成。

这里就要讲到假日经济。假日经济

不仅是拉动消费的需求，其实也是人民

群众假日生活的需求，而且由来已久。

杨联升先生曾经统计过，唐代一共有53

个节庆日，每到节庆，大家外出游玩，商

家就开始营业了，整个街市熙熙攘攘。

我们在不少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相关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

节假日就是给商家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

卖点和营销资源。今天提到文化产品或

者文化产业的时候，我们总是言必称IP，

其实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个IP，我们开

发得还远远不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怎么

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也遭遇

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她用了一

个词，叫“支离破碎”。文章中还有一句

话让我印象深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

计算和理性替代了对于传统和亲情的重

视。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另

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代经济同样为传

统文化——具体到今天的议题，就是传

统节日——的复兴提供了手段。关键就

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手段。

郑土有：的确，商业的介入有利于推
动传统节日的普及和复兴。正如我们反

复说到的，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节

日的很多仪式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其复

兴需要政府、学界、媒体、商界的共同参

与，商界无疑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

体验，比如每到春节、元宵、清明、端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商家就会布置一新，为

百姓提供充足的节日物品，比如春节的

年货、元宵的汤圆、清明的青团、端午的

粽子、中秋的月饼等等，虽然其目的是为

了经济效益，但客观上满足了人们的需

求，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对于传统节

日的传承无疑是有益的，毕竟物质是文

化的载体。至于商业介入会不会超出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我前面说的年夜饭

的变迁恰恰可以说明，传统节日不仅有

自我更新的能力，也有自我纠偏的能

力。每当商业介入超出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时，这种纠偏功能就会发生作用。

当然我也很认同亚光老师说的，传

统节日在今天的复兴，除了商家提供物

质产品之外，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和

提供文化产品，才能满足大众尤其是年

轻人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刘大先：今年的重阳节我正好在四
川一家酒厂参观。原来我关于重阳节的

所有认知，都来自于王维的那首“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

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到了酒厂后，

重阳节从书面走向了现实，但是这个现

实不是登高，而是酒厂在这一天举行了

下沙仪式。所谓下沙，就是将高粱米拌

上酒曲，投入到发酵的罐中。因为高粱

颗粒细小，堆在地上就跟沙一样，所以叫

下沙。仪式背后有一个传承悠久的工

艺，叫做“端午制曲，重阳下沙”。

这件事正好可以呼应前面亚光老师

说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思路。酒厂

举行下沙仪式，说明商家也已经有了这

方面的意识，希望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注

入到当代商品的生产当中，使商品更加富

于文化价值。这可能也是传统节日当代

价值的一种显现。事实上，当代很多商

业活动或生产型的活动，都会复活一些

可能已经失去了原初功能的节日。比如

文化旅游使得巴厘岛的很多传统仪式得

到重塑，就是传统在当代转化的鲜明例证。

传统节日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归

根结底要指向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包

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几位

老师也都讲到了，是政府的自觉，通过法

律法规的形式，比如设立国定假日，让时

序变成制度，使民俗变成法规。第二个

层面是教育的自觉。如果我们想把传统

节日传承下去，除了民众的自发行动，还

要有学校和媒体参与进来，因为每一个

节日背后实际上都关系着一整套的风

物、传说、故事、历史渊源以及审美价

值。对于普通大众来讲，需要这样的本

土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知识的

相关教育，学校和媒体在这中间起的作

用就非常之大。第三个层面就是产业的

自觉。节日的经济功能在当下受到广泛

重视。一旦节日要成为创意产业的对

象，那显然需要舞台，要跟景点相结合，

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跟旅游和观光

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节日的重新

发明与再生产。这三个层面的自觉最终

作用于第四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层面，就是主体的自觉——节日的主体

不是别人，是最广泛的民众。重建民众

生活与传统节日的关联，才能真正让传

统节日在当下鲜活起来。

传统节日的源起与农时息息相关，今天，当整个社会都
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如何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产生对传
统节日的亲近感，让传统节日更多地进入城市生活，关系到
传统节日在未来的延续与发展。今天我们继续刊发“中国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时代表达”系列圆桌谈，与来自相关领
域的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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