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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介霞相识已久，起初只知道她是学工艺美术
专业，从事平面设计的。稍后，在报刊上读到她的
散文，方知她业余爱好文学写作，不由心生敬佩。
再往后，没想到介霞会因文学而调到乌兰察布市文
联，没想到她脚踏实地、厚积薄发，写出了那么多与
以往大相径庭的散文来。

实质上，作为一个作家，保持一种文风容易，改
变一种文风不易。从容易到不易，是作家创作趋于
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以前介霞的创作属浪漫型，
即表现理想和幻想风格，而现今介霞的创作转向现
实型，即客观与写实风格。在我的记忆里，真正留意
介霞的散文，还得归功于微信这个平台。初读介霞
的散文，感觉有别以往，别开生面；再读，感觉借景抒
情，情动理发；细读慢品，方觉那是一道道心路风景，
于幽微处见深情寓事理，透着亮色和暖意。

凡事总有两面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也不例外。
有些时候，不见得你写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读者就会
青睐，那得看你怎么写。也有些时候，不见得你怎
么写了读者就会爱不释手，那得看你写了什么。言
下之意，怎么写和写了什么同等重要。应该说，介
霞就是这样一个二者皆备的作家，她既善于从日常
事物间发现美，又善于运用各种方式表现美，这看
似平常，实则需要修炼。

且看她写了什么：在《背影》《缝补时光》《关照
心灵》《一粒糖果的记忆》几篇散文中，介霞写了她
的婆婆、母亲，多数属时过境迁、忆苦思甜之作，从
中可见她的孝心发现；在《三只苹果》《拾荒》《我的
忘年交》3篇散文中，介霞写了“我们”嫌贫而又难
过的故事，写了因“我”没帮拾荒的老奶奶推车而内
疚的心情，写了人不能以忙为借口，不去珍惜亲
情。这些都是介霞的真实感受，显示出她的良心一
片；在《晨光里的微笑》《城市里的山》《其实，你可以
很快乐》《苏醒的吊兰》《疼痛的皱纹》《小镇的心事》
《阳光洒满我心房》《我心向善，人间向暖》《有爱，生
命就会开花》等散文中，介霞写了发现微笑、收藏微
笑、学习微笑、传递微笑的故事，向读者传递了只要
带着爱心、带着奋斗、带着满足去生活，就会幸福快
乐的主题。

其实，介霞文中所体现的孝心、良心、爱心常常
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像她的《疼痛的皱纹》
爱心里有孝心，《我的忘年交》《秋天的欣喜》良心里
见爱心，一心含多心，心心深情，心心相印，其核心
和本质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

介霞总能从世间万物中摄取到她所需要的创
作素材，见微知著。在她笔下万物有灵、众生平
等。她写人或景，一般不直接写人或景，而是托物
寓人、借景喻世，给人意外的“缝隙之光”，因此令人
记忆犹新。回到介霞的文章中，早晨，“我”将废纸
箱交给拾荒老人，老人投以微笑。后来虽然老人不
见了，可“我”总忘不了她的微笑，她的微笑感染了

“我”、传递给了“我”。由此介霞希望微笑成为人与
人之间相处的最好方式，成为人们对待生活的一种
姿态；“我”不经意伺弄了一盆将死的吊兰，谁知苏
醒的吊兰报“我”以惊人的生命力，因之介霞广而告
之：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春暖花开；看到
粮店小老板笑呵呵地迎来送往、悠哉悠哉地行进在
送货路上，介霞从中提炼出“其实，你可以很快乐”
的主题，所谓“物微意不浅”讲的正是此理。它暗含
这个时代人们常常不快乐的缘由在于唯物、唯钱、
唯权，贪得无厌。介霞的文章总让我们感受到，生
活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观察和捕捉美的眼睛。

介霞拟题，不落俗套，有种让人不见则已，一见
就想探个究竟的欲望。比如《小镇心事》，拟人化的
手法让人悠思过往，在现场感、物感中赋予情感，极
妙。又如《不是岁月败美人》，一看便有种急切地想

读下文的感觉。再如《背影》，她不用“婆婆”反用
“背影”做题，那是婆婆为了她们一家忙碌的借代，
是上往下情的借代，也是“我”愧疚的借代，是孝心
发现的借代。背影是婆婆大爱无形的写真，在“我”
心里定格并永远跃动下去，引人联想，起到以实代
虚、以事代情的作用。毫不讳言，“题好文一半”在
介霞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介霞惯用并列或对比的形式安排文章结构。
例如《岁月·念暖》，她以几位女士为例，并列说明亲
情、友情是人生的乐园，它们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
面，足可使人享用一生。又如《城市里的山》，她先
写小镇的山，充满人气，充满欢乐；后写城市的楼
房、小区，充满隔膜，充满孤单。通过对比，让人们
不由得去思考城市怎么了？医治“城市的山”的良
药又到哪里去寻找？再如《窟窿》，她以父母节俭，
不以衬衣、抹布的窟窿为耻，写到当今生活在城市
的我们心中装满了欲望，有填不满的“窟窿”。文章
正反对比，以小见大，告诫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俭以养德的传统永远不能丢！并列结构，能够
表现出绚烂的色彩美，使人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
彩、事物的无限美好；对比结构，使文章有波澜、不
单调板滞，又使文章结构完整、主题突出，显示了介
霞见解的精辟和言尽意外的功力。

介霞散文多采用借代、拟人，兼用比喻、夸张，
这从她的文题和文中就可以看出。比如《缝补时
光》，文中说“在针线的穿引中，把时光缝补得结结
实实。”此处的时光借代的是衣服，整体代替了部
分，凸显出母亲勤俭持家的风范，简练而含蓄，富有
意味。又如《城市里的山》，文中说“山坡上安静极
了。我可以听见绵羊咀嚼青草的声音。”这里用的
是夸张。通过动态描摹静态，使人脑海中浮现出蓝
天、白云、羊儿成群的草原美景，可触可感，优美动
人。介霞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行文，达到了对抒发对
象贴切生动和富有意蕴的抒写。

介霞散文的结尾，如同文题一样，总是给人一
种“豁然一亮”的感觉。例如《一粒糖果的记忆》的
结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讨厌小镇了，内心
悄悄地为她感到了骄傲。隐约之中成为我记忆里
那一粒甜蜜的糖果。”结尾既回应了主题，又引申了
小镇的未来必将甜甜美美的寓意。又如《关照心
灵》的结尾：“可是母亲的心灵怎么关照？”作家为母
亲不识字发出深沉的一问，不仅是自问，也是他问，
令人揪心。它暗示人们在这个网络时代，要多读书
多关照自身的精神，因为智慧才是一个民族强大的
法宝。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在物质主义急剧膨
胀的今天，人的精神世界会出现严重危机……那就
要求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更多地将笔触
伸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一个小结尾牵引出大指
向，那就是文学创作要关照人们深广的心灵世界。
介霞散文的结尾巧在画龙点睛、题外有旨，具有强
大的感人魅力。

介霞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总能从细微之处、
甚至不起眼的事物上抢抓“文眼”，以一种发展的眼
光、前瞻的眼光，深化、升华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
感。介霞的散文每每有好风光供我们欣赏，值得我
们仔细品味、认真思索。

着眼幽微处 每有好风光
——介霞散文印象

◎常耀宗

32 集电视连续剧 《索玛花
开》 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
时段隆重播出。这是国内第一部
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现
实主义农村题材电视剧，也是首
次以女性第一书记的视角来描写
脱贫攻坚的先进事迹。该剧自开
播以来，深得观众喜爱，各方好
评如潮。

《索玛花开》 讲述了经济学女
博士、柠海市发改委投资科副科
长王敏到艰苦的谷莫村担任第一
书记、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
故事。作为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
姑娘，王敏为何要到贫困山村去
当第一书记呢？而且主要职责是
脱贫攻坚，她又能顺利完成任
务，令当地村民满意，让电视机
前的观众信服吗？说实话，一开
始我对此疑虑重重，甚至担心这
样的结构会毁了一部电视剧。然
而随着剧情的推进，我的相关疑
问逐渐消失，不仅认同了这样的
结构，而且很快融入剧情，随剧
中人同喜同忧，一路前行。

比如，剧中交待，王敏感到
年龄偏大，希望男朋友周林早点
和她结婚，千万不能拖到30岁以
后。而周林当时正在谷莫村担任
第一书记，肩负脱贫攻坚之重
任，表示只有先帮谷莫村摘掉贫
困村的帽子，然后才能结婚。王
敏本来也是无奈答应的，谁知天
有不测风云，周林在回谷莫村途
中发生车祸，腰部骨折，需长期
住院治疗。她担心因此影响谷莫
村脱贫进度，继而影响自己的婚
事，权衡再三，便主动向市委组
织部请缨，申请到谷莫村担任第
一书记，代替周林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而作为各级党委政府，也
是需要和欢迎广大干部自愿到扶
贫一线工作的，因而王敏担任谷
莫村第一书记的事很快落实。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王敏
为何要去当第一书记了，也能够
接受该剧以她这样一位女性第一
书记为主角了。说白了，王敏就
是为了实现结婚嫁人的“小目
标”，才执意去完成一项原本不属
于 她 的 脱 贫 攻 坚 之 “ 大 目 标 ”
的。这种选择，不能说多么正
确，却也并非没有道理。这就是
新时代的女性，为了追求婚姻爱
情，什么都能牺牲，什么都能承
受，也什么都敢尝试。

而当王敏走马上任，遇到一
件棘手的事——部分村民要求重
新评定“建卡户”后，她深刻感
受到了农村扶贫工作的不易，便
分别在闺蜜和父亲面前流露出后
悔、想打退堂鼓之意。这从一个
侧面表明，王敏当初决定去当第
一书记确实有点草率，过于考虑
自己的“小目标”，而对脱贫攻坚
之艰难认识不足。然而正如她的
父亲所言，官场无戏言，既然选
择了上山扶贫，就没有回头路，
只能坚持。无奈，王敏只好接受
现实，硬着头皮干下去，并利用
自身知识，成功解决了重新评定

“建卡户”这件事，赢得了村民信
任，为进一步的脱贫攻坚打下了
基础。

这样的剧情安排，不正是该
剧“题材宏大，却很接地气”的
重要体现吗？观众最需要什么样
的影视作品？当然是主题积极向
上，人物真实可信，内容感人至
深的！而且，这三者应相辅相
成，共为一体，带给观众全面、
客观的艺术享受与心灵震撼。观
众的鉴赏能力已今非昔比，如果
在人物塑造上还走“高大上”的
老路子，显然行不通。只有把角
色还原成真实的人，观众才会觉
得可信，才能从内心去接受和欣
赏。否则，只能“用遥控器投
票”！

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不能
不接地气，《索玛花开》这样一部
聚焦脱贫攻坚的“农村大戏”，更

应如此。该剧“题材宏大，却很
接地气”的体现当然不止前面谈
到的这些，其它还有很多，诸如
包办婚姻、弄虚作假、小农思
想、自私自利等现象，在剧中都
有相应的体现，虽然在揭谷莫村
的“伤疤”，却也是现实中很多地
方的共性问题。正是通过相关问
题的逐步解决，反映出村民们思
想意识的转变和基层干部工作能
力的提高。尤其是第一书记的作
用，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
挥，《马向阳下乡记》中的马向阳
如此，《索玛花开》中的王敏也是
如此。

脱贫攻坚，首先要解决人的
问题，而要想解决好人的问题，
又得从解放思想做起。无论是尚
未脱贫的村民，还是雪中送炭的
扶贫干部，都要从思想深处思考
和找对策，共同完成脱贫致富大
业。干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和脱
不了的贫。该剧不正是通过点点
滴滴接地气般的细节表现，来升
华主题，感染观众的吗？包括对
一些感情线、亲情线、友情线的
处理，也是如此。

行文至此，还想说说该剧的
另一大特色——对民族风情的展
示。该剧取材于大凉山彝区精准
扶贫题材，因而整部电视剧都充
满了浓浓的四川民族风情。就说
木呷、阿扎、马海木且等主要角
色的服装、化妆吧，都是传统的
彝族风格，让人感到很亲切，温
馨。还有道具、风景等，也都展
现出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风情。

据悉，为了更好地展现彝族
传统村寨，剧组专门在冕宁冶勒
风光秀美的山顶搭建了电视剧的
主场景——“谷莫村”，可见是多
么舍得投入和用功。另外，剧中
还展现了大量的彝族民俗，通过
火把节、彝族年、婚礼、选美等
过程，充分表现了彝族传统文化
的丰富多彩。还通过制作彝族漆
器，展现彝族特色服饰，羊毛制
品等画面，把彝族传统手工艺文
化进行集中展示。这些，无疑在
视觉效果上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
感受。难怪该剧的导演王伟民曾
表示，“通过观看 《索玛花开》，
既可以了解凉山地区壮美秀丽的
风光，又可以了解彝族民俗风情
和文化传统。”

该剧取名 《索玛花开》，除了
意象表达之需，还有深刻内涵在
里面。索玛花，即杜鹃花，是凉
山彝族的代表，有非常吉祥的意
思，用 《索玛花开》 这样的剧
名，体现出各界对凉山彝族同胞
的祝福，期待他们在党的领导和
政策关怀下，早日走上幸福富裕
的小康路。

而剧中的片头曲 《盟如海》，
片尾曲 《索玛花开》，插曲 《妈
妈》《东山美人》等，均是彝族风
格的原创作品，其中片尾曲 《索
玛花开》 还是剧中主要演员们共
同演唱的，既别具一格，又彰显
自信。

说到自信，其实这部电视剧
选择脱贫攻坚这一主旋律、现实
主义农村题材，也是源于一种自
信——文化自信。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选择什么样
的题材，用什么样的作品去吸引
观众和打动观众，体现电视人的
文化素养，更彰显文化自信，这
是一个值得整个电视行业重视和
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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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索玛花开》》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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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花刚从草丛中挤出笑脸，白色的花、黄色
的花像星星一般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坡上，一个12
岁的稚嫩少年在放声歌唱，这绿茵茵的草坡、五彩
缤纷的花朵为歌唱的少年铺展开一个绚丽多姿的
背景。若干年后，这个曾经大声歌唱的少年成了一
名作家，开始用自己手中的笔发出声音，他就是青
年作家俞胜，被著名作家范小青赞许为“一位有潜
力、值得期待的优秀小说家”。

从《城市的月亮》到《寻找朱三五先生》，俞胜用
他的作品打动了许多人。正像范小青评价的那样，

“俞胜小说的广度，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
俞胜小说的深度，从我心到你心，又从你心到我
心。”

俞胜从农村一路打拼到城市，他熟悉这样的生
活，也愿意描写这样的生活。像发表于《鸭绿江》的
《城里的月亮》，发表于《中国作家》的《水乳交融》，
发表于《北京文学》的《谢兰香还能再来北京吗》等，
都反映了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些小说中，提出
了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进城的农民能否留在这
座他们曾经挥洒着汗水参与建设的城市？如果留
下来，成为新市民的农民们，又如何融入这座现代
化的城市？城乡的空间转换，对他们的内心会发生
怎样的影响？

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李德南在评价俞胜小说
时说，“俞胜着力关注中国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的转变，意识敏锐，视野开阔，运笔沉实却不高冷。
他的《寻找朱三五先生》一书，从个体的衣食住行等
基本需求和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入手，抽丝剥茧，

层层深入，最终揭开的是复杂的居势与真相。他是
这个时代出色的观察者，更是一位有担当意识的优
秀作家。”

俞胜的作品关注的始终是人，人的生存境遇，
人的喜怒哀乐，他的笔触到达的是人性最幽暗的区
域，探寻的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微妙之变。像著名评
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评价的，“俞胜的
小说聚焦了当下生活图景，又往往有着奇崛跌宕的
构思和叙事。他的小说在日常性摹写中凸显出对
于生活本质的叩寻与追问。《人在北京》中对于庸常
生活围城的左突右冲，伴随着黑色幽默的结局，在
世相的人情冷暖中体验人性的况味。《寻找朱三五
先生》呈现出对于当下现实人心的细密揣摩。俞胜
小说具有相当宽阔的写作景深，语言穿越在日常性
与罗曼斯传奇之间。”

“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
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俞胜的小说落笔都是平
凡的小人物，他通过对浸润在酸甜苦辣生活中的小
人物的摹写，为我们呈现了生活的原貌，透析了生
活的本质，挖掘了人性的善恶。

俞胜：时代出色的观察者
◎李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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