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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六谷儿》借助独特的艺术手法和表达
方式，通过“浪漫之歌”与“现实之思”的交织，展
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和
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
入思考。

“浪漫之歌”首先体现在电影对人们精神文
化生活的生动描绘上。片名《六谷儿》源自宁夏
西海固地区流传的老话“吃饱五谷想六谷”。如
果说“五谷儿”是物质生活，那么“六谷儿”就是
精神生活，象征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精神世界的追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农民群
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更为热情高涨。“村
BA”“村超”联赛等乡村体育文化赛事在各地
开展得如火如荼；“村村办村晚，人人秀才艺”
的局面在一些文化大省已初步形成；彰显地域
特色的乡村非遗展演活动，让乡民和游客乐在
其中……处处盛开的乡村精神文明之花，不仅
充实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家园，也顺应了亿万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这种追求在红宝村农民合唱团那里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体现。他们用新时代农民的澎湃乡音，唱
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唱响了感恩奋进新征程
的和声，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这种浪漫情怀让人为之动容。

同时，“浪漫之歌”也体现在电影对人性光
辉的赞美上。组建于 2019年的红宝村农民合
唱团是当时全国贫困地区唯一一支村级农民合
唱团，成员是20世纪90年代在宁夏实施扶贫移
民搬迁时，从宁夏西海固山区搬迁到这里的移
民。他们战风沙、修水渠、引水开田，经过几十
年艰苦卓绝的劳动使得昔日的干沙滩变成如今
的金沙滩，和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起实现了小
康生活。影片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合唱团团
长李震宏，还是全体合唱团成员，都展现出了坚
韧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面对生活
的种种困难，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

种精神力量让人感受到人性的伟大和美好。
《六谷儿》没有止步于讲好一个浪漫动人的

故事。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员，导演刘苗苗
具备完善的讲故事素质以及用影像讲好故事的
能力，这让人不禁猜想：或许让荧幕上的角色突
然从剧情抽离，向观众讲述角色的情绪、状态以
及情节的发展等，这种打破共情、突破传统的表
演（表现）方式是主创们主动选择。该片并非只
是一首浪漫的赞歌，它还蕴含着创作者们深刻
自觉的“现实之思”。

导演看到央视新闻联播用较长篇幅报道了
自己的高中同学李震宏组织中宁县大战场镇红
宝村村民成立“农民合唱团”的故事，凭借着艺
术家敏锐的直觉和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惦念，当
即联系了李震宏并于当年冬季的农闲时节住进
红宝村，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畅聊各自的生活
里的“酸甜苦辣”。在扎进老乡们的生活几十天
之后，“拍电影”才算是“有了底”。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真实发生在今天现
实生活中的事情或许超越任何有才能的编剧写
出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现实生活，并试图真实
呈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成果，展示了广
大农民投身乡村振兴中昂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
自信。正如导演刘苗苗所说，“电影《六谷儿》承
载着深厚的宁夏乡村情怀，它不仅是一部艺术
作品，更是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人民群众奋斗
历程的生动写照”。影片最后一段文字也十分
鲜明地表达了影片主创的创作意图：“谨以此片
献给世世代代劳作在祖国大地的父老乡亲，祝
愿乡亲们‘五谷儿吃饱’，‘六谷儿吃好’。”

显然，这是一部献给祖国劳动人民的电
影。这样一部饱含情意和期冀的影片不仅要献
给书写了“山乡巨变”的新时代农民，礼赞那些
通过坚韧的劳动哺育中华民族的人们，是他们
的汗水凝结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
力，是他们的血泪浇筑了民族精神的脊梁。

电影通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的故事，引发

了人对乡村振兴的深入思考。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风
貌。电影《六谷儿》正是对这一意义的艺术展现
和直观阐释。它让人们看到，在实现乡村振兴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仅需要政策的支
持和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文化的繁荣和精神
的提升。

此外，“现实之思”还体现在影片对个体命
运的关注上。对于生命和命运的思考，对于人
性中美与善的彰显，一直以来都是刘苗苗作品
所珍视的。《六谷儿》的主人公们，他们的命运与
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他们既是乡村振兴的见
证者，也是参与者。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每
一个平凡个体都是这个时代的组成部分，正是
他们的坚韧和奋斗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进步和
发展。

影片中不主动设置叙事矛盾，同时也不激
化和渲染矛盾，主人公一句“图高兴，你信吗？”
就交代了影片的叙事动力。“亲人离世”“邻人相
争”“身份失落”这些人类命运中永恒的困窘与
挣扎同样发生在红宝村，并在影片以各种平实
的面貌示人，不惊心动魄也不壮怀跌宕，如同长
河中翻涌起的一朵朵浪花，它们时而涌起时而
落下，回应着影片开头的李震宏那句自白“人是
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看似平淡的现实主义
的呈现方式，却让人更加感受到这支农民合唱
团的不平淡，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和深入地
思考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电影《六谷儿》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曲浪漫的赞歌，一次深刻的
现实思考。它巧妙地将“浪漫之歌”与“现实之
思”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凝聚
成一部意味深长的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
思考。

作者简介：徐雯雅，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

“浪漫之歌”和“现实之思”
——评电影《六谷儿》

□ 徐雯雅

枸杞者，天地灵物也。生于西北之陲，长于
荒野之间，沐日月之辉，饮黄河之水，得天地之
造化，聚自然之精气。

吾之家乡，枸杞之乡也。那广袤无垠的土
地上，枸杞园如波澜壮阔的绿色海洋，连绵成
片，一望无垠。枸杞植株并不高大，然其枝叶繁
茂，翠影摇曳，似在轻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春
夏之交，枸杞花儿悄然绽放，如点点繁星般点缀
于绿叶之间，那淡紫色的花瓣，轻盈而素雅，却
又不失明媚之态，为这方天地增添了一抹清新
与浪漫。待夏意渐浓，红果便似串串珊瑚般挂
满枝头，晶莹剔透，鲜艳夺目，仿佛是大自然特
意为这片土地镶嵌上的璀璨宝石。

枸杞，自古即为良药。《本草纲目》有云：“枸
杞，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精骨，去疲劳，易颜
色，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其药用价值，久
经考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其可入膳，熬粥时
加入些许枸杞，能增添粥之营养与风味；泡茶时
放上几粒，那清香四溢的茶汤，令人心旷神怡；
炖汤时投入一些，更是让汤品醇香而滋养。百
姓日用之，以养生健体，调理气血，故而枸杞与
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我自幼于枸杞园长大，对枸杞的生长过程

自是深知其不易。枸杞需充足的阳光，亦离不
开雨露之滋润。杞农们如呵护自己的孩子般，
辛勤耕耘着枸杞园，除草施肥，精心呵护，不敢
有丝毫懈怠。方得枸杞之丰收，那每一颗饱满
的枸杞果实中，都凝聚着杞农的汗水与心血。
每至采摘之季，男女老少齐上阵，手提竹篮，穿
梭于枸杞树丛中，欢声笑语，溢满田间。那一双
双粗糙却又灵巧的手，轻轻摘下红果，犹如收获
着希望与幸福。每一颗枸杞，都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枸杞之乡，人杰地灵。这里的人们，受枸杞
之滋养，亦具枸杞之品性。他们如枸杞般朴实
无华，却又坚韧不拔。聪慧而勤劳，勇敢而坚
毅，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创造着美好生活。
他们善于学习，不断进取，传承着先辈之智慧，
亦开拓着未来之道路。忠诚厚道，邻里和睦，互
帮互助，共同守护着家园。他们的笑容如枸杞
般灿烂，他们的心灵如枸杞般纯净。

枸杞，不仅是一种植物，更是家乡之象征，
文化之承载。它见证了家乡之变迁，岁月之流
转。那一片片枸杞园，是家乡最美之风景，亦
是游子心中最深之眷恋。无论走至何方，只要
想起枸杞，便会涌起对家乡之思念，对亲人之

牵挂。那枸杞的红，是家乡的热情；那枸杞的
甜，是家乡的温暖。枸杞已深深融入家乡人的
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观今日之枸杞产业蓬勃发展，日益兴旺。
科研人员不断探索，提升枸杞之品质与产量。
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开发出各种枸杞制品，远
销国内外。枸杞已成为家乡之名片，为世人所
知晓。而家乡之人，亦因枸杞而骄傲，因枸杞而
自豪。枸杞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更推动了家
乡的发展与进步。

吾爱枸杞，爱其形，爱其色，爱其味，更爱其
蕴含之精神。枸杞虽小，却凝聚着天地之精华，
承载着家乡之希望。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
贵礼物，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愿
枸杞永远繁茂，愿枸杞之乡永远繁荣。吾将以
枸杞之精神自勉，奋发图强，为家乡之发展贡献
自己之力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枸杞之乡，
传承枸杞之文化，让枸杞之荣光永远闪耀于历
史之长河中。让我们在枸杞的陪伴下，继续书
写家乡的辉煌篇章，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枸
杞的芬芳，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飘荡，成为我们
心中永恒的记忆与温暖。

漫 说 枸 杞
□ 胡建国

岁末登太白山（通韵）

险壑奇峰气势雄，太白拔地立苍穹。
栈梯挂壁通巴蜀，桥隧穿云贯陇东。
泾渭川渠麦畴里，汉唐陵阙雪塬中。
终南遥望问春信，岭上寒梅几点红。

平凉崆峒山
西出长安履险艰，崆峒挹翠赤霞间。
百泉流瀑汇泾水，千嶂松风拂陇关。
羽化广成丹穴隐，悟开轩帝紫霄还。
善缘同结佛儒道，暮鼓晨钟共此山。

注：赤霞，山处丹崖地貌区间。广成：
道圣广成子，在丹穴修炼。轩辕黄帝特来
问道以治理天下。

诗词二首
□ 宗 西在家乡风土上书写美学价值。

本期内容旨在体现家乡风光中蕴含
的美学与诗意，以文学作品抒发自然之美
与和谐之美，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一些
价值探讨。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美好的意象和
想象，以新颖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拓展
想象的空间，注重虚与实的结合，启迪思
想，令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从而更加敬
畏自然、尊重自然。

描写本土风物的原创作品《漫说枸
杞》，赞美枸杞这一天地灵物。枸杞生于
西北，沐日月之辉，饮黄河之水，得天地之
造化，聚自然之精气。广袤无垠的土地
上，枸杞园如波澜壮阔的绿色海洋，轻声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本期文艺评论《“浪漫之歌”和“现实
之思”——评电影六谷儿》，分析影片独
特的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展现时代风
貌 ，让 人 看 到 生 活 的 美 好 和 人 性 的 光
辉，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入
思考。

本土作家撰写《借宿时光》，带读者
回到过去的岁月，忆苦思甜，感受时代的
变迁。作者寓情于景，描写了在石炭井读
书的那段时光。上世纪 80年代，作者顺利
考上高中，要去石炭井上学。为了解决上
学住宿的问题，父亲几次乘车去石炭井拜
访他的同乡，将作者安排在学校附近工人
新村的山东老乡徐伯母家里。在那几间
窑洞式的屋里，一住就是两年多……发生
了难忘的故事。

本土作家撰写《随便翻翻》，展现生
活中的美学与诗意。生活中文学无处不
在，在不同年龄段阅读的内容就有不同
层次的理解，是一个逐渐由浅入深理解
的过程。

《且听风吟》，一组原创诗词展现塞上
美景，赞美宁夏风光，人民安居乐业。黄
河、六盘山、典农河、成片的果园……独具
特色的美学价值绵延流淌，饱含激情的文
字在家乡山川上诞生。

因着对故乡故土和自己熟悉的生活，
有了创作的冲动，享受自我情感的愉悦和
升华，这也体现着本土文化给作家们带来
的创作乐趣，展现家乡美景这一读不完的
诗意画卷。

恩怨放在一边
捧起一杯唐朝的桂花酒
为往事干杯，还有明天的牵挂
就想看着满脸含笑的幸福

不说烟火人生里的苦悲
相逢相守的日子，阳光一样
只想聆听，关于风和光阴
岁月淹没在红尘深处

让时间停下来，在此刻
不用羡慕盛唐幻夜
也不必感叹时光易老
在夏日炎炎里享受当下
哪怕只是一缕清风拂面

遇见夏
□ 西 姆

投稿邮箱：nxrblps@126.com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在宁夏石炭井中学读书的那段时光让我很
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石嘴山市大峰矿学校还
在建设初期，没有高中部，只有小学和初中部，
上高中只能去石炭井的一中和二中住校。那
年，顺利考上高中的我，要去石炭井上学。为了
解决我上学住宿的问题，父亲几次乘车去石炭井
拜访他的同乡。父亲不希望我住校，就将我安排
在学校附近的山东老乡徐伯父家里。在徐伯父
家那几间窑洞式房子里，我一住就是2年多。

徐伯父在一次矿难事故中不幸丧生，留下
没有工作的妻子和 5个子女。矿上除了每月补
贴给徐伯母一些抚恤金来维持基本生活外，安
排她的大儿子去矿上上班，勉强支撑着风雨飘
摇的家。几年后，徐家的 4个子女陆续工作、成
家，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小财和徐伯母一起留守
在窑洞里生活。

徐家很简陋，没有台灯，更没有电视机、电
话，只有一盏昏暗的灯和一台缝纫机以及占据
了半间屋子的土火炕。我在徐家住了下来，和
徐伯母、小财 3个人同住一屋，同睡一个被烟煤
烧得热乎乎的大通铺土炕上。每晚写完作业，
我就一个人呆坐着想家。徐伯母看出了我的孤
独，就坐下来拉着我的手和我聊天，每当聊到徐
伯父生前的一些事时，她的眼角就会溢出晶莹
的泪水。慢慢地，我的话也多了起来，给他们娘
俩讲学校发生的一些趣事，每晚睡前还会读小
说给他们听。徐伯母家后屋有一本王朔的《一
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每天给他们读，尽管
他们听不懂，但也耐心地听着我读完，而我却在
阅读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复杂，也让我对

生活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部小说成了
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也成了我未来思
考和探索的宝贵财富。那些日子，白天我去学
校上课，晚上躺在简陋昏暗的窑洞土炕上看
书。同学很羡慕我的生活，偶尔也有同学跟着
我去蹭火炕的温暖，过一把阅读的瘾。

那时，父亲已退休 2年了，我家也从大峰矿
搬迁到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因此，每周一次，
父亲总要蹬三轮车送我去汽车站，乘公交车或
搭乘免费的拉煤车去石炭井区上学。每次父亲
都会为徐家母子买些好吃的或营养品，要我带
上给他们。而我则装些母亲为我准备好的炒咸
菜、炸酱与烙饼去学校当备餐。中午拿到学校
宿舍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往往会一扫而光。学
校食堂是大锅饭，寡淡得丁点油水都没有，大白
菜烩粉条是常规菜，偶尔要是加点肥肉，食堂的
窗口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寡淡无味的大白菜
吃得久了，胃口反倒被撑大。尤其是晚上放学
回到徐伯母家里，一心琢磨着吃食，哪怕桌上剩
的一碟素炒土豆片，都能让我惦记半宿。一夜起
来好几次，围着那盘诱人的土豆片转圈圈，最后
还是忍不住，下手捏着吃光了，才安心躺下睡
觉。为了补救我偷吃的愧疚感，我就抢着帮徐伯
母干活，伯母不让我干活，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只是我发现，盘子里的食物一次比一次多。

那时，矿山的冬季似乎来得特别早，树叶还

没掉完就开始落雪了。窑洞里寒气逼人，只能
依靠土炕的温度来祛除屋子里的潮气与寒凉。
记得有一次深夜，熟睡中的我被“砰！砰！”两声
巨响惊醒，我快速翻身睁眼一看，土炕爆炸了，
炕中间被炸出一个大坑。睡在土炕中间的小财
被崩得灰头土脸，披着棉被躲在暗黑的墙角一
边抽泣一边哆嗦，而徐伯母整个人已经成了土
人，正披着棉衣坐在床边，边扫土坷垃边责怪自
己没有修复火墙。那时年纪小，只觉得自己受到
了惊吓，并没有设身处地为徐伯母想。现在想
想，徐伯母一个人带着孩子真不容易。冬天自己
劈柴、买煤，往回扛煤，每晚用大铁锤将煤砸成拳
头大的煤块，手掌磨破了，肩膀红肿了，从来一声
不吭。她可以像男人一样用扁担一次担2桶水，
还能自己打炉膛烧火，更不用说自己买粮食、买
冬菜往家搬……但即使累成这样，她和小财一
年四季穿的衣服永远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如今，徐伯母早已搬出了那个昏暗简陋的
窑洞，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徐伯母也已是
90岁高龄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腿脚利落，日
常有女儿在身边陪护着，老人的生活过得简单
而温馨。曾经因过度开采而满目疮痍的贺兰山
矿区已披上了绿装，曾经从全国各地来支援宁
夏的很多煤矿工人也已年迈或不在人世，留在
记忆里的矿山生活依然美好，任何时候想起，都
如一条小溪流过心底。

借 宿 时 光
□ 张丽华

上小学时，特别喜欢看小
人书，一幅白描的图画底下一
两行简明的文字，图文并茂，一
目了然，尤其是四大名著的小
人书看了又看，真是回味无
穷。那个年代书籍不多，收音
机也是非常奢侈的，在一些评
书里知道了许多著作的故事情
节和主要人物。

父亲说鲁迅先生说过“随
便翻翻”，尤其对学习语文有好
处，初中时就给我们订了《语文
报》《少年文艺》等报刊杂志。
语文课本也有鲁迅先生的文
章，读到了鲁迅的文章。

后来，在鲁迅先生的《且介
亭杂文》里找到一篇名为《随便
翻翻》的文章，其中介绍了一种
读书方法，他说：“书在手头，不
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
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
内容。”这就是一种广泛的狩猎
读书法，快速浏览，开拓阅读视野，帮助我们广
收博采，厚积薄发。现在生活节奏快，人的精
力有限，很难在短时间内阅读完一部长篇文
章，闲暇时可以随便翻翻，经常随便翻翻，日积
月累也就会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逐渐丰富思
想、开拓文学视野。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中文
学又无处不在，在不同年龄所阅读的内容就有
不同层次的理解，是一个逐渐由高深理解的过
程。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关注故事内容，更要思
考其主题思想，以及时代的发展变革。

我的高中是在西吉中学上的，那时县城街
道的电线杆上有广播，每天中午新闻结束后播
放评书，记得有个同学每天中午放学就站在电
杆底下，听广播里播放的评书《隋唐演义》《三
侠五义》《杨家将》等，直到听完后才回家吃
饭。到校后我们就围着这位同学听他讲评书，
也逐渐了解了很多历史，以及课本上没有的人
物、事件。

高中语文有个单元学写新闻稿件，我把班
级过元旦的事以消息的形式写出，去县里的广
播电视局投稿。回来后一直注意听广播，一直
没有听到，回想起来特别好笑。

在随便翻翻中，不断增长知识，拓展视野，
在阅读文字中愉悦自己，并不断提升文学素
养。后来自学汉语言文学，学习阅读《文学概
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做了大量
笔记，参加自考获取了本科学历，也奠定了一
定的文学写作基础。

后来，写了一些诗文，给编辑部寄去，
1994年的一天，收到一个大信封，迫不及待拆
开，看到一本杂志目录上有自己的名字与文章
题目，欣喜若狂，这是我处女作。后来就在工
作之余，写些所想所感所见，每一次发表，就是
一次莫大的激励。

《荀子·修身》中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就让自己坚持下去，在
阅读中聆听悲欢离合，让读书成为抚慰内心的
一剂良药。

随
便
翻
翻

□

郑
力
盈

桃花一朵一朵落去
风，使劲地吹
那只蝴蝶还会不会再来

吻别一场春雪
却惊醒了草的意外
来不及惊呼
她们就疯长成一片翠绿的海

我的心太小
装不下今天的尘埃
你揽我入怀
任风吹动你的衣摆

我为你而来
无关那些猜测的爱
我把乡愁融入别后的无寐
渴饮你四季的精彩

南华山的春天
□ 张志佛

山水图 邹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