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时代农村农业发展战略中，乡村振
兴是一个复数概念，关涉政治、经济、文化、
道德、情感等多面维度，且彼此间互融互嵌，
难以简单地统而言之。因此，以广播短剧的
方式全面性、立体性以及整体性地表现持续
开拓、动态巨变中的乡村振兴大业，存在着
相当大的叙事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共
三集、总播出时间为90分钟的广播剧《尼山
暖阳》，是一次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它的成
功播出以及收到的良好反响表明，只要剧作
家以真实、真诚的态度书写时代变革及取得
的成就，只要执着承续中国现当代文学优良
的叙事传统，就能够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
伟大使命。

《尼山暖阳》中的故事发生于儒家文化
发源地附近的尼山村，多年来深受孔孟思
想教化，民风淳朴。不过，这也意味着在乡
村振兴大业中，若过分追求实利，势必会忽
略乃至破坏传统的道德规范，进而引发激
烈的人际冲突。村支书孔佑华放弃自己在
城里的公司，回村投资垫钱发展企业，带领
村民入股分红发家致富。孔佑华有理想有
魄力，富有牺牲精神。但是，村里的老年康
养中心里的老人为什么会囔囔不休非要退
费回家呢？正如村委会主任颜玉茹坦言，
村民急躁、不满的情绪与“这两年咱们急于
挣钱，忽略了大伙的感受有关”“没关注人
心”“有的做法不够温暖”。这个细微的察
觉、反思在全剧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经济

建设中理性的得失计算固不可缺，传统美
德传承中的坚定立场亦不容妥协，但唯“有
情”的基层治理才能深获人心。真诚、理
解、包容等美好的情感不仅是基层干部与
普通村民之间的润滑剂，更是乡村振兴大
业距离真正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因此，与如何发展康养产业并进的叙
事线索，就是演绎“和为贵”为理念的基层
治理之运作机制。乡村进步青年杜文龙和
宋小雪自由恋爱，受到各自家长的反对。
一言以蔽之，都嫌弃对方家风不良。村内
设有“和为贵调解室”，在调解员与村民代
表细致耐心、动情入理的劝说下，双方达成
谅解，彼此甚至还念起早年的互帮互助的
和谐。由此，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得
以继续憧憬美好未来。此外，在乡村世界
中，婆媳关系总是个棘手难题。《尼山暖阳》
这一短剧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直
面呈现，以前伏笔、中铺展、后解决的方式
贯穿叙事始终，充分展现了和美乡村建设
的具体过程。儿媳张二妮与婆婆徐大娘生
活习惯相左，儿媳嫌弃婆婆不讲卫生，还担
心她影响孙子学习，所以不仅分开住，还限
制婆婆上门的时间、次数。儿子孟繁林性
格软弱，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母亲单住老旧
又荒凉的老屋。这种剧情设置看似有充分
理由对张二妮进行批评教育，但是，在“和
为贵”调解室并未如此践行。通过“角色互
换”活动，张二妮感同身受地理解了婆婆的

处境。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奖励机
制，张二妮获得了“家庭特别贡献奖”。虽
然张二妮深知有愧，坚辞不受，但这一激励
作用相当明显。剧终时，她终于通过自己
的蝶变而领到了真正的好媳妇奖，将孝亲
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有情”的基
层治理赋予尼山村的乡村振兴事业以特别
的动人魅力。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以来，
秉承软性化解矛盾纠纷、营造“爱孝诚仁”
的文明风气之理念，济宁市建立了市、县、
镇三级“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打造
以县级中心为中枢、镇级中心为主体的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尼山暖阳》对这
一治理机制生动形象的演绎，是忠实于现
实主义创作立场的具体体现。

而现实主义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
的叙事传统之一。以审美的方式、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主义态度直面剖析正在进行的
大事、要事，是20世纪20年代末左翼文学
开创的重要叙事模式，对后世的抗战文学、
社会主义文学影响深远。《尼山暖阳》虽是

“短”剧却非“小”剧，无论是创办老年康养
中心还是建设老年食堂，都直面老龄社会
来临、青壮劳力进城等带来的系列问题，直
戳社会难点、痛点。

除此，剧作采用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
型人物的方式，倾力树立起新时代“新人”
形象——孔佑华。他如同《创业史》中的梁
生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振兴事业

的基层领导人，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顾大
家。“幸福食堂”要达到全年免费就餐的创
办标准，这可真是难坏了他。为了填补缺
口资金，他决意打算拿出自家一百万的股
份和分红，甚至遭到妻子刘红梅的不解、反
对，也不放弃。他知恩图报，念念不忘自己
年少家贫，是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的。也始终记得父亲病逝后，村里颜校长
连续四年每晚给自己补课的深情厚谊。他
将自己的能干归因于乡亲们的支持，认为
正是村里的乡亲购买其砖瓦石料、让他代
售粮食和土特产，才赚到了第一桶金。乡
村的经济建设、基层治理都被裹卷在这个
剧作核心人物知恩图报的道德逻辑中，融
为一炉。

难能可贵的是，孔佑华虽为时代典型，
剧作却未将其设为没有缺点只有优点的

“高大全”形象。他与妻子沟通时，生硬有
余，柔和不足。哥哥孔佑祥因为贪玩没有
照顾好父亲，导致受伤的父亲在山上石灰
窑硬捱了三天后病逝。他教导村民和睦相
处，却始终不愿宽恕哥哥，多年不相往来。
最终还是在母亲75岁的寿宴上，经由母亲、
妻子及邻里众人的说解，才与哥哥重归于
好。因为不完美，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
以才更容易打动人心，才更容易将关于乡
村振兴的总体性叙事科学地、令人信服地
落实于叙事中，此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
主义传统之真谛。

新时代乡村振兴书写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

——评广播剧《尼山暖阳》剧本的叙事特色
赵双花

广播剧《尼山暖阳》是一出催人泪下的
好剧。此剧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男性形
象孔佑华。

孔佑华是根据发生在山东济宁的真人
真事来重塑的。孔佑华不是伟大的人物，
不是知名的英雄，不是社会的精英，他只是
孔孟大地一个普通山村的村支书，他的活
动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山村。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他用一连串的故事，讲述基层治理
的点滴，在他的身上辉耀着崇高的党性光
辉，也同样演绎了一部孔孟孝善文化的赞
歌。

一直以来，戏剧普遍具有寓教于乐、雅
俗共赏、劝善惩恶的特点。《尼山暖阳》几经

“反转”的故事情节，推动戏剧冲突迸现，让
人物在激变的情境中，显示出起伏与纠结、
挣扎与多变，这都是人物塑造中极关键的细
节。这些极致事件极致环境下的表现，恰恰
体现了编剧温燕霞以及主创团队的实力与
匠心：以“孝善”为核心，来开掘和发扬孔佑
华精神的崇高。

一个人的“孝善”表现，往往是道德检
验或者选贤任能的标准条件。这些映射出
的家国同构、孝善一体的道德操守是每一
个中国人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是凝聚华
夏族群精神信仰的艺术母体，并得到民众
长久自觉创造而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也是《尼山暖阳》主人公孔佑华的立

身处世之本。尼山村紧邻先哲孔子、孟子
的诞生地，深受儒家“孝善”文化的滋养，民
风淳朴，生态宜居养老，村经济不断发展下
也顺势成立了老年康养中心，但老人们误
以为“昧心收费”“饭菜难吃”等等而矛盾加
剧，孔佑华立即选择退费，并安排车把老人
各自送回家，巧妙化解冲突。并和村“两
委”商量，追加康养中心投资，升级完善医
护系统，提升伙食和护理条件，康养收费完
全公开透明，在老人们认可费用和服务的前
提下，迎回了更多的老人，康养中心也得到
了不断发展。除了康养中心，孔佑华还带领
全村发展苗木、鲜花、蔬菜等产业，按利润给
股民公开分红，按年龄给老人发慰问金。发
慰问金本是高兴的事，没想到故事又来转
折。偏居的曾大娘因吃“冷食”得病，膝下无
子无人照料，饿了两天，若非村委给老人发
慰问金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孔佑华非常自责，这里的自责是双重
的。

一个是“善”的自责。主人公孔佑华早年
家贫辍学，一方面“靠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勉
强生计，一方面受孔孟文化熏陶的他也能用
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面临
公司股份的取舍、村里老人“差一点饿死”的
考验时，内心善良与家庭矛盾的天平也会失
衡。编剧把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生动
准确，这是个独特而又典型的中年男人的艺

术形象。他的人生际遇，良知责任，能引起听
众强烈共鸣和深刻思考，具有普遍的现实意
义。

另一个是“孝”的自责。剧中有这样两段
对白，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孔佑华的“孝”与责
任。第一段是孔母与孔佑华大哥孔佑祥的对
话：

孔母回忆有一回家中断了粮，多亏孟
大爷、曾大娘救急。对此，孔佑祥不假思索
地回“娘,这些年您逢年过节给他们送吃送
喝的,这份情，早还清了”，孔母这样回应

“你错了，这份情永远在……佑华回村这些
年拼命干活，为的就是报答乡亲们的这份
恩情……”

第二段是孔佑华与大哥孔佑祥的对
话：

孔佑祥说：“佑华，当年是俺犯浑贪玩，
这才让爹受了罪，但是，你知道俺这些年怎
么过的吗？俺每天都活在懊悔和自责中,
俺每天都想着重回这个家呀！”孔佑华气愤
地回复：“你咋过的？那你又知道俺们是咋
过的吗？爹被你害死后，你跑了，娘一个人
拉扯俺和两个弟弟，要不是当年乡亲们的
帮助，俺们几个早成了苦菜干！这一切都
是你害的！娘可以原谅你，俺不会原谅
你！你走！给俺走!”

彼时年幼的孔佑华本来是弱势群体的
一员，父亲去世、大哥离家等一切变故，让

他承受这种无奈的选择，但正是这种无奈，
恰恰闪现了他的精神亮点。他以超常的勇
敢担当，成家立业、反哺乡邻，成了改变全
村命运的领头羊。剧中曾大娘“饿晕”的情
节设置，直接点燃了全剧的导火索。在双
重自责下，孔佑华排除万难，下决心办一所

“幸福食堂”，以彻底解决老人们的用餐难
题和年轻人的后顾之忧，这也兑现了他曾
经暗下的誓言。

对孔佑华“孝善同行”的塑造，也是对
担当精神的一种弘扬。新时代是担当者、
奋斗者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担
当。这种担当或是情感上的，或是行为上
的，或为自己、为亲友、为他人，或为家庭、
为社会。对家庭负责，就是老百姓的担当；
对老百姓负责，就是党员的担当。

《尼山暖阳》的剧作家和导演都是有经
验的艺术家，他们对艺术“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追求是一如既往的。精
在何处？精在追求完美，剧作家深入基层
历时一年多采写十几万字的素材笔记，数
十次修改剧本，广泛研讨，最终定稿；精在
与时俱进，立足于当代审美理念和地方特
色，邀请国内顶尖导演、主创和济宁特色非
遗山东琴书共同完美呈现；精在实现思想
内涵的深刻性，剧目综合艺术的完整性和
艺术风格独特性的统一；精在独特鲜明的
广播艺术美的强烈诉求与形象化展示。

孝善同行 孔孟新声
周大鹏

由济宁市委宣传部、
济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尼山
暖阳》，是近年来我市倾情
打造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剧
目，该剧于3月29日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中国之声》节目进行首
播，一经播出，便好评如
潮，它的成功问世，为广播
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增添了
一抹靓丽色彩。

该剧主要讲述了孔子
故里的尼山村，在村支书
孔佑华的带领下，大力发
展村集体。集体经济富裕
了，然而民风却出现不和
谐现象，尤其是孝老敬老
风气亟需提升，村委为解
决老人吃饭问题，在全村
倡树孝老敬老良好风气，
决定筹建“幸福食堂”，这
一举动激发了中华孝文化
传承发展的源头活水，让
孝善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了
村民心中，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的故事。广播剧
《尼山暖阳》完美呈现了他
们用暖阳般的温情积极培
育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用
文明乡风浸润着百姓心
田，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的
感人事迹，有着鲜明的艺
术特色：

一是它是一部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关于乡村振
兴题材的广播剧。当下，
关于乡村振兴题材的文艺
作品不胜枚举，如何在同
类题材开掘新意，《尼山暖
阳》的编剧温燕霞多次赴
曲阜、邹城等新农村一线
实地采访，努力做到融入
生活，把握生活，感悟生
活，从小切口着眼，通过一
群小人物的生活，来反映
大时代的乡村变化。剧本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完成，
中间数十次修改，一次次推翻、否定后重新构思和创
作。唯有经历风雨洗礼，才能看到斑斓彩虹，温老师用
心、用情、用力讲述的乡村振兴下的中国故事，为广播剧
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它是一部蕴含儒家文化、充满浓浓温情的广播
剧。该剧取材于尼山村党员干部带领村民发展乡村集
体经济，不忘关心关爱老年弱势群体，他们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积极筹建“幸福食堂”，通过这条主线，积极
阐发了“和为贵”调解中心化解邻里矛盾、消融隔阂的主
要成效，彰显了隐藏在家长里短背后的温度、尺度和风
度，他们用心用情推动“孝亲敬老、和睦乡里、忠义担当”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工作中，他们把文
明、孝善化成一缕缕暖阳，温暖着尼山的一草一木，倡树
了尼山村孝善、友爱、文明、有礼的社会新风尚。广播剧
《尼山暖阳》具备完整的戏剧故事，它的开端、发展、高
潮、结局在剧中得以完美呈现，故事情节明了清晰，戏剧
冲突强烈，人物形象鲜明独特，通过人物性格逻辑、心理
矛盾和转变推动戏剧发展，揭示思想主题，具有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

三是它是一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善于激发听众想
象力的广播剧。好的作品要关注当下、关注社会、关注
生活，剧中人物必须有血有肉、真实可靠，且能够抓住典
型人物让听众产生共鸣。《尼山暖阳》塑造的人物，既切
合新时代大环境，又迎合老百姓对新时代村干部的期
待，剧中孔佑华书记带领村集体致富了，可新的问题随
之出现，为改变现状，他不断反思，想方设法引导村民倡
树新风，然而却始终迈不过自己与哥哥孔佑祥之间的鸿
沟，他的人物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真实可靠，符合生活
和艺术逻辑，他的行为动作有着明确的使命感和指向
性，有效推动剧情发展，剧作将一位恪尽职守、情系群
众、默默奉献的支部书记刻画得入木三分，呈现在听众
面前真实可信。杜二狗和刘桂花两个人也颇具代表性，
他们刁钻、算计，在利益面前毫无底线，村集体分红时，
两人因为差一个月不到65岁，只能拿400元分红，为了
拿到年满65岁以上600元的分红，宁愿推迟到下个月领
取，众人建议钱由他们的孩子代领，他们又怕钱归了村
委，这种矛盾的心情，把他们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体而言，剧作人物性格鲜明有层次感，具有强烈的识
别度，有效激发了听众的想象力。

四是它是一部契合当下、能与听众同频共振的广
播剧。广播剧不具备可视性，那么声音传达就显得尤
为重要，一个好的广播剧应该能够通过语言、声音生动
地展现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剧中独白、旁白、对白
有效传达了人物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如支书孔佑华
每次遇到问题，剧中都会有大量旁白，加上演播老师积
极调动各种声音要素，运用富有质感的声音，把对生活
的阅历和理解，对生命的热爱和感悟，在作品里得以释
放，不仅帮助听众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还有效传达了浓
郁的新时代乡村生活气息，帮助听众勾勒出一幅立体
的乡村生活场景。角色的塑造和演员的成功表现让听
众把剧中情节放在自己脑海和内心深处，从而把剧情
形象化，为该剧增添了深度和情感层次；后期制作通过
音效和音乐增强剧情的冲击力和观众的共情，以独具
特色的形式，展示了新时代美丽乡村生活，有力助推了
广播剧的成功。

五是它是一部颇具浓厚地域特色的广播剧。该剧
的故事发生在尼山村，它位于尼山山脉西北端，与先哲
孔子、孟子的诞生地，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相距不远，深受
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在家长里短的矛盾中，彰显了尼山
淳朴的乡风民情，传递了孝善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弘扬
了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本剧开头和结尾采用了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琴书的形式做配乐，表演者刘士
福老师是山东琴书非遗文化传承人，是全国群星奖获得
者，在文艺群内自带流量的他给听众新的艺术体验和心
灵启迪，他的加入为此剧产生了传播效果和价值，提升
了艺术含量，有效凸显了齐鲁文化地域特色。

暖
阳
下
的
温
情

张
翠
兰

近期，《尼山暖阳》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我听了又听，想了又想，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一幕幕动人的故事，在我眼前反复呈现
——不忘旧情的孔母，安享晚年的曾大娘，
虑事周全的老书记，一心为公的孔佑华，舍
小家为大家的刘红梅，等等。这些老人，就
像自己的父母；这些村民，就是自己的家
人。而这些人，不管是出力者，还是受益
者，无一不被温暖着，而且被温暖的群体正
在迅速扩大。我想，这正是《尼山暖阳》的
巨大力量。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知农村之
难，更知农村老人艰难。近年来，乡村振兴
的伟大决策如春风般吹遍了长城内外、大
江南北，一些农民富了，广大农村美了，致
富能人开始回归，大量资金也随之而来，但
农村老人难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这
时，《尼山暖阳》来了，她为广大农村提供了

样板，蹚出了路子。同时，以养老为中心，
展开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就像发生在身边，
如在自己家里。这些故事，老少爷们听着
熟悉，想着亲切，就像自己发生的事情。这
动人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顷刻传遍十
里八乡，不仅自己受教育，众人都受教育。

孔佑华在城里开了十几年公司，生意
红火，家底厚实，但他致富不忘乡亲，更不
忘报答于他有恩的人，毅然回村任党支部
书记。回村三年，垫资300万元，帮村里建
厂，建老年康养中心，村集体利润从8000
多元提高到480多万元。村里办“幸福食
堂”，他一次捐款10万元。这还不算，为保
证老年康养中心和“幸福食堂”正常运转，
他还把自己一百万元的股份全部捐给村集
体。

在孔佑华的带领下，颜玉茹捐了8000
元，杜文龙、宋小雪各捐了2000元，还有许

许多多人的捐款。捐款办“幸福食堂”，食
堂的厨师由志愿者轮流担任，甚至食堂采
买要由村民代表推选，等等。这一桩桩、一
件件的事情，大伙慢慢悟出了一个个道理：
好事办好并不易；发牢骚不解决问题；大家
的事靠大家办；“幸福食堂”既是老年人的
事，也是自己的事，更是子孙万代的事；当
下的老年人，正是几十年以后的自己。

老年康养中心、“幸福食堂”能够办起
来，还能健康正常运转，这在广大农村是
新鲜事，更是每个老年人的福音。原来想
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就摆在眼前，还真享
受到了，这是托了乡村振兴的福！这些老
年人真正有了尊严，真正有了底气，更为
子女减轻了负担，说到底是托了党和政府
的福！

心里有疙瘩，相互有矛盾，自己难受，
对方郁闷，相关人员也不舒服，这是基本规

律，更是人之常情。心胸大度点，多想想对
方，多换位思考，一切都会释然。孔佑华、
孔佑祥兄弟俩的矛盾，张二妮与婆婆的矛
盾，积怨够深、矛盾够大，都认为自己有理，
都不肯让步。在老书记、孔母等人的不懈
努力下，矛盾终于解开，皆大欢喜！“兄弟
同心、其利断金”，家和万事兴，在村里传为
佳话。

孔佑华、刘红梅夫妻俩艰苦创业，一个
汗珠摔八瓣，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
但孔佑华为了村集体、为了老年人，把十
万、百万的钱无偿捐给村里，刚开始刘红梅
不理解，广大村民直发愣。但没有这样的
境界、这样的胸怀，老年人的事、村里的事
很可能啥都干不成。等事干成了，大家都
理解了，原来捐的钱，出的力，甚至受的委
屈，真的都不值一提。这样的情节，这样的
事例，在孔孟之乡每天都在上演。

乡村振兴如春风 孔孟之乡传佳话
邢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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