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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时代巨轮中,平凡人的命运浮沉录
荧屏亮亮点点

一部平民生活史，有温馨的情感，有
生动的人物，有曲折的故事。

从温情到沉重，从沉重到释然，对于
时代和人生的宏大命题，《人世间》以辛
辣甚至近乎残酷的笔触，描摹了由无数
个平凡人构成的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众
生相，也勾勒出50年间人们的生活图景、
中国的社会面貌。其中，有对现实的刺痛
反思，也有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但始终保
留着如斯态度：悲观中有希冀。

《我心飞扬》：致敬中国冬奥20年

带
一
颗
童
心
，传
递
家
庭
家
教
家
风
里
的
爱

《我心飞扬》讲述了20年前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的励志故事，娓娓道来一个从中国北方小
镇走出来的女孩，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国际奥林匹克舞台，如何以自己的传奇成就震撼体坛，感动世界。

看电影影

■ 钟玲

世事浮沉，福兮祸所依；聚散离合，烟雨
不由人。

……
豆瓣网评分8.1，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人

世间》终于迎来大结局，且获得了口碑与收
视率的双赢。从人间烟火的温暖，到世事无
常的悲伤，再到时光静好的安宁，跟随着《人
世间》的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仿佛自己也化
作剧中人，经历了一场人生的百味杂陈。

若问，《人世间》是否值得？
答案必然是，雷佳音值得！殷桃值得！

在这部严肃的年代剧里，一个是自带笑点的
丧萌系男演员，演绎饱尝人间风霜的小人物
周秉昆，毫不违和！一个是可清纯可妩媚的
中生代女演员，塑造外表温柔内心坚韧的苦
命女子郑娟，浑然天成！

精彩之至，是如若抛却剧中其它，只看
他们两个人如何经历苦难的人生，一步步携
手并进，已然“不虚此行”。爱之深切，是即
使他们的人生故事已落幕，我仍然意难平地
惋惜着他们的淳朴、善良，心疼着他们的悲
剧人生、多舛命运，敬佩他们的不忘初心、始
终如一。

尽管，《人世间》的主人公并非只此二人。
由李路执导并担任总制片人的电视剧

《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
同名小说，王海鸰、王大鸥任编剧，雷佳音、
宋佳、殷桃等主演，以周家三兄妹一生的命
运际遇为脉络，来折射中国社会半个世纪
的沧桑巨变。从主创团队的卡司来看，《人
世间》几乎是拿到了“王炸剧本”，就连并不
是经常出现的旁白都来自大腕陈道明，“打
酱油”的角色也有陆毅、胡静等人来客串，
原著作者梁晓声也出镜饰演了一位法官。

事实上，《人世间》也没有辜负众望。
一部平民生活史，有温馨的情感，有生动的
人物，也有曲折的故事——

知是镜花水月，奈何戏假情真。
在“虚拟”的《人世间》，贯穿全剧的是

情感叙事，无论主人公们经历了多少风雨，
始终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都有一个“情”字。
爱人之间，周秉昆与郑娟的世俗爱情，周秉
义与郝冬梅的浪漫爱情，周蓉与蔡晓光的
知己爱情，美好而纯粹；亲人之间，周家三
兄妹与父母之间的情感，就流淌在家长里
短、生活琐事的细节里，真切而自然；友人
之间，“光字片”的邻里间，主人公们的好友
间，初时的守望相助，温暖而真挚。因为这

一点情的真，让看起来颓败、斑驳的“光字
片”，市井平民的生活里，处处流动着家的
温暖、爱的味道。

鲜活、生动、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是
支撑《人世间》的最重要的肌理、骨骼，没有
这些性格迥异的角色，就没有这个令人爱恨
交加的《人世间》。

主人公周秉昆重情重义、敢于担当，对
家人，尽心尽责，掏心掏肺；对朋友，肯两肋
插刀，肯扶危济困；对工作，能恪尽职守，能
兢兢业业。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扛起了
照顾家庭的重担，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
自己的命运。相对品学兼优的哥哥、姐姐，
他才是生活中占大多数的普通人，勤奋、勇
敢，无论面临哪种困境，都一直坚守本心。

生而坎坷的郑娟，灵秀、温润、坚强，从
小到大，一直不停地承受各种厄运，但从未
被生活真正击垮。她拥有很多中国女性的
传统美德，贤淑、恭顺，为照顾家庭任劳任
怨。但是，她并非那种依附男人生活、没有
独立思维的女子：在面对姐姐周蓉无所顾忌
地说服她让两个孩子早恋时，她可以脱口而
出“孩子的人生就是人生，大人的就不是了
吗？”；在大儿子周楠去世、丈夫周秉昆入狱

后，她既没有怨天怨地，也没有求助任何人，
而是走上街头做小生意养家糊口。虽然郑
娟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但她拥有新时代女性
的思想、觉悟，也有独立的人格，以及独立生
存的能力。

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周蓉，年少时任
性、叛逆，在整部剧中，她的成长、变化最为
显著，从前少年时，她只知以自我为中心，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学会了为家人考
虑，为哥哥、弟弟着想，对家有了牵挂；德才
兼备的周秉义，一生坚持两袖清风，有原则、
有底线，是个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人民
公仆”，但他曾经胆小懦弱，而后心中有“大
家”而无“小家”。

在一众还算正面人物的角色中间，剧中也
有在利欲中迷失的曹德宝、乔春燕，偶尔贪得
无厌、偶尔无情无义；也有不知感恩的吴倩、冯
玥，一个喜欢无端道德绑架周秉昆，一个只考
虑自己的情感体验，而罔顾家人的处境……

没有人完美无瑕，也没有人穷凶极恶，有
的只是人性的纷繁复杂：善良的好人，也会有
人性的弱点；恶毒的小人，也会有善良的一瞬。

知青下乡、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国企改
革、下岗浪潮……光明磊落的周秉义、聪慧洒

脱的周蓉、憨厚倔强的周秉昆，在东北吉春平
民社区“光字片”成长起来的他们，人生一直
跟随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点的迭变而起伏。如
果以他们的命运来划分《人世间》的节点，整
部剧就是从喜到悲、从悲到喜的过程。无知
者无畏的青年时期，不知何为忧虑；被生活无
情吊打的中年时期，满路荆棘；无欲无求的老
年时期，过往都是云烟，一切都已看淡。

成长，恰似一场花开。有过璀璨绽放之
时，也有萧瑟凋零之际。

前半部分，人们看到的是在众生皆苦的
世界，一群向阳而生的人，一群沧笙踏歌的
人，一群明知生活的真相还热爱生活、努力
生活的人。而后半部分，满目皆是人性的复
杂、凉薄、丑恶：厚颜无耻的骆士宾、水自流、
精致利己主义的曹德宝、乔春燕，他们都为
别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这是一段并不舒服的历程，从未摆脱苦
难折磨的周家人，令人心生疑惑，难道生活
的真相，就是不管你多努力，都可能走不出
那滩淤泥？所以，剧中可以打上好人标签的
角色，命运都十分凄惨：为周家奉献半生的
郑娟本该苦尽甘来，原本前途无量的儿子周
楠却去了天堂；正直的周秉义一生清廉却两
次被人诬告患癌而终；善良的周秉昆，拼尽
力气换来的安稳生活并不安稳，要在铁窗里
度过一段悠长岁月……

或许，主创们只是意在客观复述时代浪
潮中一些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但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人世间》让人只感觉到了压抑。不
知是不是情、人、事的三者合一，整部剧太有
代入感，以至于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些
命运的自己，也无数次诘问，难道生活的底
色，就只是苦难叠加苦难？就是折戟沉沙，
一直沉，一直沉？如此命运，难道只是为了
让人们感知什么是对宿命的无可奈何，什么
是蜉蝣难以撼动大树的悲哀？

贪、嗔、痴、怨、憎、会……人世间，酸甜
苦辣，若长良川。

幸好，渐进尾声时《人世间》的画风突
变，暖与冷的交替之后，又再回暖。相对原
著的更残忍、更悲伤，《人世间》选择了一个
相对温馨的结局。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年
轻人，均已满头白发，远离了“光字片”，他们
开始了新生活。这最后的温存，有人们对命
运的选择，也有时代变革的结果。

从温情到沉重，从沉重到释然，对于时
代和人生这两个宏大的命题，《人世间》以辛
辣甚至近乎残酷的笔触，描摹了由无数平凡
人构成的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众生相，也勾
勒出50年间人们的生活图景与中国的社会
面貌。其中，有对现实的刺痛反思，也有对
人性的深切关怀，但始终保留着如斯态度：
悲观中有希冀。

一个小小的切口，得见世界的五彩斑斓。
导演李路这样定义原著：有人物，有历

史纵深，有具体事实……而经过改编后的
《人世间》，有温度，有现实锐度，也有情感厚
度。温度，来自日常生活流的叙事方式；锐
度，是它用普通人视角的故事为时代放歌；
厚度，是它自始至终都在以情动人。

岁月，静看清浅流年，任那些美好与哀
愁在辽阔天地间。对世人有悲悯之心，具备
史诗气质的《人世间》，就是时代巨轮中平凡
人的命运浮沉录，教人深思，如何直面惨淡
的人生，如何在惨淡人生里，仍心存希望？

■ 叶萱

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一时间，朋友圈里的家长们纷纷转
发“依法带娃”的新规，似乎更多人
因为这项法令的出台而更加关注家
庭教育这件事。

但困惑的声音也更多了——都
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孩子却是一
家一个样，作为普通家长，若是只按
法条行事那岂不是等于“贴地飞
行”？市场上家教书的品类浩如烟
海，国外的先进理论也不乏引进，但
若要把先进理念推广到最广泛的基
层，那么符合中国国情且阅读门槛
不是特别高的家教书有多少？目前
家教书显然是给家长看的居多，但
既然家教、家风都是家庭成员的共
同参与才能逐渐完善，那么能亲子
共读的家教书有哪些……

我就是在这些讨论的声音里，
接触到了由中国妇女报山东记者站
站长姚建策划主编、山东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一套三本的《家庭·家教·
家风漫说书系》，刚翻阅的时候以为
不过是简单的绘本，但翻着翻着，却
发现了别样的惊喜！

这是一套图文并茂、老少咸宜
的“亲民+亲子”家教书。这套书难
得地摒弃了大段的教育学理论或专
家说教，就只是简简单单一页纸上
一幅图、几行字。没有冗余信息干
扰，反倒能让读者聚焦于图画和主
题句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一眼就
看明白其中的道理。比如《漫说家庭》这本书，
其中一幅图里，一个女孩子闭上眼，脑海中就浮
现爸爸对妈妈的不尊重行为，主题句“你对妻子
的态度里，藏着你女儿的未来”，这其实点明了
家庭暴力的缓释性危害。另一幅图里，妈妈微
笑着端一杯温水，主题句是“经常叫声妈妈，自
己心里暖，妈妈感觉会更暖”，看到这时，我看看
身边10岁的儿子，他也仰头看看我。他眨眨
眼，突然笑眯眯，我就知道，他懂了。所以说读
这本书不需要设定理解水平与学历层次——这
本书适合与我们的孩子一起，说说笑笑阅读，讨
论交流反思。因为它的诚意与用心，已经化解
了所有阅读门槛。

这套书难得地在尊重孩子的情绪之余，还
设身处地地接纳家长的情绪。比如在《漫说家
教》这本书里，把孩子画成眨着一双大眼睛、缩
在小乌龟壳里瑟瑟发抖的拟物形态，环绕在它
周围的是麻将牌、酒瓶子和父母的吵架声，配
文：“麻将可以打，但不能在孩子在家学习时在
家打；酒可以喝，但不能经常喝得醉醺醺地回
家；架可以吵，但找个孩子不在的地方尽情吵。”
多么生动啊……成年人的社会交往常常有很多
无奈，有应酬有矛盾，我们不能苛求孩子，同样
也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当我们寻找到合适的方
法逐一解决了问题，“为人父母”就不是一件那
么难的事。换言之，只有当我们自己可以从容
做父母，并从中享受到陪伴的温暖，我们才能让
我们的孩子也坚信幸福的存在，不畏惧婚姻与
生育。

这套书还充分挖掘了传统文化元素，以史
为镜，深入浅出讲典故。《漫说家风》这本书，用
四格漫画的形式讲了子路百里负米、朱寿替父
诉冤，还介绍了女子笄礼、男子冠礼的由来，并
将部分生僻字标注拼音，在便于读者阅读的同
时，也体现了编者严谨的考证态度。这样生动
的表达形式，不仅使这本书成为我和12岁女儿
分享传统故事的依据，还被女儿带去学校，成为
了他们手抄报小组的图文素材库。

是的，好的家庭教育书，一定是可信可用可
分享，《家庭·家教·家风漫说书系》做到了。其
用简单的形式蕴藏深沉的情感，让我们在漫画
的世界中慢慢找回自己的童心，进而，带着满心
的爱回头看自己的家人、配偶、孩子……

书里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
彼此相爱。

那么，给孩子的比“最好”更好的礼物，
就是把我们家庭、家教、家风里的爱亲手传
递下去——愿你们在未来，也愿意给别人这
样的爱！

《家庭·家教·家风漫说书
系》用简单的形式蕴藏深沉的
情感，让我们在漫画的世界中
慢慢找回自己的童心，进而，
带着满心的爱回头看自己的
家人、配偶、孩子……

玫瑰书书评评

■ 徐阳晨

冰心有一首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
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
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是在观
看电影《我心飞扬》后，我内心最为深刻的一
个体会。

作为本届冬奥会唯一特许授权的电影
故事片，《我心飞扬》讲述了20年前中国首枚
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的励志故事，娓娓道
来一个从中国北方小镇走出来的女孩，是如
何一步一步走上国际奥林匹克舞台，如何以
自己的传奇成就震撼体坛，感动世界。

竞技体育本身处处充满了动人心魄的
精彩，而以其为原型创作而成的影片放大、

还原了比赛细节，揭开了运动员背后鲜为人
知的故事，更道出了我们迈向世界冠军这条
路的不易。

《我心飞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切入
的，当时的杨帆已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国内
短道速滑的“种子选手”，其天赋和实力被
外界寄予厚望。然而，父亲在看望自己训练
的路上遭遇车祸，意外去世，让杨帆在赛场
上几乎情绪崩溃，直接输掉了与韩国队至关
重要的一场比赛，此后她一蹶不振，选择了
退役。

杨帆退役后回到家乡小镇，操持起父亲
生前留下的照相馆，没落、孤单、清冷地应对
着冰天雪地的北国生活。一天，教练秦杉远
道而来，劝说杨帆重新归队。在秦杉的一再
坚持下，杨帆放下心中芥蒂，选择背起行囊，
再次离开家乡。在升腾的薄雾里，在温暖的
初阳下，杨帆以奔跑的姿态融入小镇火车站
的轰鸣中，一个冰雪世界里的奇迹如梦幻般
展开。

影片抛出的“国家重托、生死竞争、意志
比赛”等关键词掷地有声、铿锵有力，以冰雪
竞赛造就的独特视角为蓝图，让观众始终沉
浸在极具张力、紧张刺激、充满悬念的气息
中。尤其是对1998年长野冬奥会决赛的特
写，意味深长——冰冷的气息，超速的滑行，
以及特写镜头下运动员坚毅的轮廓，交织为
长野上空隐忍、激动又令人心惊的一夜。

这是一场注定“失意”的比赛！没有放
大的痛楚，略过不必要的煽情，导演意图通

过运动员激烈的喘息、坚毅的轮廓以及隐忍
的沉默，呼喊出中国女子短道速滑的不甘与
渴望:“仅仅是一个刀尖的距离啊，难道为了
这一个刀尖，我们又要再等四年？我们到底
离冬奥还有多远？”

路，此刻既没有明灯，也没有尽头。
以“赛点”刻画“命运的节点”，每一次赛

事沉浮，暗示着主人公杨帆前半段运动生涯
的不顺，她个人的跌宕命运，也是中国女子
短道速滑历史的缩影。

底子薄、技术落后、伤痛沉积，新生代人
才乏力……

影片想记录的不仅仅是“冠军”的成长，
面对长达数十年的冬奥之路，面对一次次冲
击金牌的失败，在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往
复循坏中跌跌撞撞，如何守正创新？这是几
代中国体育人的博弈，运动员在成长，教练
也在成长，每一步的艰难都在铸就顽强的意
志力、承载力、自我革新力。

在杨帆的“冠军之路”上，影片也对师徒
情谊着墨甚浓，两人之间的交集火花四溅。
试想下，如果没有秦杉这样的教练，无数个
杨帆或许只是“昙花一现”。由夏雨饰演的
教练秦杉，既有对运动员的坚持、肯定、不放
弃，也有固执保守的一面，但在共同的目标
面前，一切的冲突隔阂最终归于和解，个人
的情感服从于国之大局，这也是中国女子短
道速滑队成长的真实写照。

影片中有这样一幕，面对奥会村餐间的
各国运动员们欢声笑语，秦杉喃喃自问：“为

什么别人来参加奥运会都乐呵呵的？”显然，
导演试图表达中国体育人对奥林匹克精神
的追寻与探索，在极致的荣耀，在惨烈的输
赢之上，到底什么是永恒的意义？面对这一
问题，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我们可以理
解为，中国体育依然在追寻的路上，抑或是
过程并不重要，其中所深厚根植的竞技精
神，才是价值所在。

以盐湖城冬奥会为终点，影片深刻阐释
了中国冬奥首金背后的故事，如一湾幽泉，
沿着水流蜿蜒而上，其源头是激涌、磅礴的
巨瀑，无数的雄心壮志与波澜壮阔在倾泻而
下。经此一役，短道速滑队成为了中国在冬
奥会上的第一夺金点，王濛、周洋等新生代
运动员相继崛起，不断书写新的传奇。

从 1932 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再到 2022 年“双奥之
城”的璀璨闪耀；从1984年许海峰实现中国
奥运首金，到2002年杨扬拿下冬奥首金，再
到2022年创造冬奥历史最好成绩，中国一
代又一代体育人凝心聚力，艰苦的努力和拼
搏的汗水孕育了无数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
故事，这些故事都值得被铭记，被书写，被
传颂。

《我心飞扬》在2022年冬奥会的高光时
刻，聚焦非凡成就，有自信、有能力、有底气
为世界深度讲述中国体育发展的故事，诠释
中华儿女拼搏的风采，让全世界看见一个青
春的中国，一个奋进的中国，一个充满力量
和希望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