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33岁的商丘农民李瑞雪，与吴尊“切
磋”武艺；50岁的洛阳全职妈妈万静慧，与
女儿“洛阳才女”邓雅文共唱《是妈妈是女
儿》；37岁的沧州业余杂技演员卫青，讲述
因爱好得不到家人支持离家出走的经历；
28岁的福州音乐老师何珺洁，一曲高歌唱
出自己的内心独白……1月27日，由东方
卫视推出的长青真人秀《妈妈咪呀》开播。
已进入第9季的《妈妈咪呀》依旧以女性才
艺展示为主题，鼓励女性活出自己的风
采。在舞台上，每一位妈妈都呈现了她们
对梦想的执着与女性自我价值的追寻。

全新赛制引领妈妈团释放自我

新季新气象，无论是观察员阵容还是
节目赛制，第9季《妈妈咪呀》都实现了创
新升级。阵容上，台前的孙悦、吴尊、张萌、

傅首尔和情感观察室里的曹曦文、杜若溪，
形成了互补的观察员组合。不同的性别、
性格、艺能、经历，使得团队能从更丰富包
容的视角，感受妈妈团的励志故事，欣赏她
们隐藏在才艺表演中的人生态度，不为女
性的美和价值设限，鼓励每一个女性站上
舞台勇敢展示自我、突破自我。赛制上，节
目组突破性尝试了设置魅力、实力、励志、
欢乐4个赛道，它们对应着妈妈团身上的4
大闪光点维度，不仅仅由观察员对嘉宾妈
妈进行评选，收到两个以上的赛道亮牌后，
妈妈们也能充分发挥主动性，拿回定义自
我的权利，通过反选赛道彰显自信、肯定自
我。规则上的改变，体现了节目组紧跟时
代、不断创新，充分尊重每个女性个体的唯
一性、独立性与自主性。

“做真实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是每
一位妈妈内心深处最坚定的声音。首期节
目中，几位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
的嘉宾妈妈，不约而同向观众展示了同样
有态度、有个性、有主张的当代女性力量。
李瑞雪，表演了一段热血沸腾的武术小品；
万静慧，用歌声重拾曾经的文艺追求；卫
青，凭借一段高难度的滚环表演征服全场；
何珺洁，作为小样歌手以天籁嗓音惊艳舞
台。她们或因兴趣耽误了婚恋择偶，或为
家庭放弃了个人爱好，或在母职与梦想之
间苦苦挣扎，但无一例外，她们最终都不囿
于对女性刻板印象的限制，在“妈妈”与自
我之间找到平衡，活出女性的广阔天地。
她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节目现场的女

性同胞以及节目外的广大观众，展示了“妈
妈”这个身份不是追求梦想的阻碍，女性在
家庭之外依然可以赢得更多赞誉与喝彩。

深耕九年传递妈妈团女性心声

行至第9季，《妈妈咪呀》已在弘扬女
性力量的道路上耕耘了十多年，不仅为一
批又一批妈妈团提供展现自我、倾吐心声
的舞台，也在这一路不断摸索与进步中收
获了时代洞察以及内生力量。曾经，“妈
妈”一词蕴含了一个女性全部的使命和荣
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人
们终于逐渐意识到，“妈妈”只是女性众多
社会角色中的其中一个，大众不应用母职

为女性设限束缚女性的发展，而女性也应
勇敢追求独立、实现抱负。随着源源不断
有理想、有热爱的女性走向《妈妈咪呀》的
舞台，9季节目的努力唤醒了无数妈妈的
勇气，唤发了群体性思考与共鸣，传递了昂
扬奋发的女性价值观，也鼓励着更多妈妈
奔赴热爱、乘风破浪。同时，《妈妈咪呀》也
在不断提高自我要求，成为一个更好的

“她”力量展示窗口。
打破女性固有印象、支持女性多元发

展，通过对“她”力量的持续释放，《妈妈咪
呀》让更多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呈现她们
在妈妈这个家庭角色外，挑战人生更多角
色和实现人生无限可能的美好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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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咪呀9》开播，多元样本展示“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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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河畔》：天然去雕饰的人间真情

■ 张莉

宁夏作家阿舍的最新长篇小说《阿娜
河畔》书写的是生活在阿娜河畔那些人的
命运，它刷新了我们对兵团生活或者边疆
生活的理解，把我们未曾看到的农场人的
命运推到了读者眼前。在上山下乡的历
史时期中，一批批知识青年来到边疆，为
边疆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力量，他们也与
原住民之间发生了千丝万缕的情感故
事。读者在作品里能够感觉到人和环境、
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同时看到历史的纵深

感、看到几代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命历程，
仿佛一幅人物命运的长卷，随着时间之河
慢慢流淌。

阿舍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充分调动
了她作为散文家的情感洞察与写作技
能。作家对世间的理解是有深情爱意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陌生人之间因为共同
生活在农场而结下的深厚情谊，她在重塑
兵团人之间的情感时，使戈壁、沙漠、地窝
子等生活环境和人物的命运交融在一起，
如同一首书写普通人情谊的赞美诗。

情感是这部作品最富光泽的部分。作
家使用有情的笔法去渲染人和人之间关
系，写出了情感的复杂性。成信秀和她的
两任丈夫之间是老一代的情感与伦理，其
中有爱情、有恩情、有亏、有补偿……到了
石昭美、明中启、楼文君三人之间，他们的
情感又面临新的问题。在书写不同代际的
情感和选择时，阿舍表现出了今天女性写
作者和女性人物应该有的情感理解力。

而书中对石昭美情感经历的讲述，也
体现出鲜明的女性视角。石昭美深爱她
的丈夫，而对家庭很负责任的丈夫却爱着另
外一个人，并写下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所以
石昭美直接指责明中启——既想做负责任
的丈夫，又想做一往情深的情人。在这个场
景中，小说家的写作能力面临考验，她处理

复杂情感的方式，包含着对男女两性、婚姻
以及普遍人性的理解。石昭美的母亲用明
中启没有与情人发生实质关系，以及他是一
个好人为由劝说石昭美，而婚姻的继续维系
也成为我们看到的结局。但是，其中情节的
反复、石昭美的纠结与痛苦，充分表现了写
作者对女性情感复杂性的理解。石昭美不
原谅明中启，她认为那封书信本身就是对情
感的背叛，给自己造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
于是石昭美用她的方式报复了楼文君，写了
检举信，楼文君因此命运发生了转折。一般
意义上“完美女主角”似乎不应该做的事情，
石昭美做了。当然，在反复纠缠的过程中，
石昭美慢慢开始平静，她开始重新理解自我
和丈夫的关系。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此之前，爱情是
石昭美唯一的信仰，但当发现丈夫的背叛
之后，她从这个唯一的信仰中逐渐脱身出
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位好医生，也重新
理解农场的生活，重新理解她和他人的关
系。她不再把自己当成弱者，而是真正想
清楚了要如何去安放情感的痛楚。当年
她爸爸去世的时候，明中启对她的帮助，
使她将这个男人当作生命中的引领。而
后来，当明中启在学校里被学生家长质疑
的时候，她又毫不犹豫站出来维护自己的
丈夫。虽然那时候他们两人的关系依然

是存在问题的。但那时那刻的她，其实已
经不再是婚姻中的被引领者，崇拜和信仰
自己的丈夫，而是在婚姻关系中重新生成
了她自己，完成了她和丈夫之间平等关系
的建设。石昭美原谅明中启，不是因为忍
让和妥协，而是因为她已经可以清醒地接
受一个不完美的爱情。从这个角度上讲，
石昭美完成了婚姻中女性的独立主体性
的建立，跳离了情欲和爱情对她的掌控，
成长为一个普通但有力量的女性。在勾
勒出石昭美心路历程的同时，小说对日常
的家务劳动、抚养孩子等细节的叙述，也
让读者感受到中年女性内心的沧桑感。

读《阿娜河畔》，我会随着作者的叙
述，感受到时间的远去。时移事易，人和
情感本身成了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文学
结晶体。因此，我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内核
是“朴素”，人的朴素、生活的朴素、情感的
朴素。丈夫明中启大病初愈，石昭美问自
己，如果他去世了你该怎么办，她对自己
说，“我还会活下去。”，这便是非常朴素
的、人的本能信念。《阿娜河畔》的叙事，也
存在一些磕磕绊绊之处，但我想，这也正
是朴素的一部分——因为作家遵从对生
活的本能理解，《阿娜河畔》便有了一种天
然去雕饰的质地或者说朴素之气。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读《阿娜河畔》时，我们会感受到时间的远去。时移事易，人和情感本身成了这部作品最为
重要的文学结晶体，且有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质地或者说朴素之气。

欣喜的是，《侦察英雄》展开

了一个切口，不否认、不逃避、不

模糊、不抹去女性本身特质，去

看见、书写、创造本就应该立体

的多姿多彩的女性角色，战争中

的女性面容越发清晰、女性力量

越发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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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衡

由郑晓龙、安战军执导，罗晋、马思纯领衔
主演的《侦察英雄》开播至今，口碑热度双丰
收。在近两年抗美援朝题材作品不断涌现的前
提下，如何拍出新意？这也是以郑晓龙为核心
的主创最初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侦察英雄》
选择了鲜少表现的人物视角、不为人知的历史
侧面，展现更鲜活的面孔、更多元的作战方式。
文婕如夜莺飞入硝烟，在黎明前歌唱；玉淑似玫
瑰消逝战火，于夜幕下牺牲……剧中的女性可
以是花朵，为战争镌刻一抹温柔光影；也可以是
荆棘，丹心昭昭从不输须眉。

魏巍在散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
吧！》中写道：“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她们
就背起了多少东西呵！有一夜,行军 90 里，男
同志还有人掉队，但是她们咬着牙，带着满脚
泡，连距离都没有落下。过冰河，她们也像男
同志一样，卷起裤脚哗哗地趟过去……”

文婕初亮相便是这样的场景，满脸灰尘，气
喘吁吁地抬着担架，不止她一人，其他女军人彼

此搀扶，为守山河无恙，每一步都艰辛，每一步都坚定。朝鲜人民
军游击队队长郑玉淑前来报到时英姿飒爽，一口爽利汉语。除了
文婕、郑玉淑，剧中还有文工队队员、未曾露面的秋红、朝鲜“阿妈
妮”等女性角色，为剧情带来一抹柔情色彩。

战场风云，变幻莫测。从走错路的文工团队员到敌工科播音
员“夜莺”，从游击队队长到以身为饵的英雄，剧中两位重要的女
性角色在剧情推进中面貌愈加立体丰满。

文婕是多才多艺的文艺兵，懂英文、会乐器，在被俘时便初步
展现了语言能力，与美军交涉过程中不卑不亢。在之后的剧情中
转换角色，由俘虏摇身一变审讯人，刚柔并济。

剧中有恢宏刺激的大场面，也有环环相扣的智斗戏，更有“攻
心为上”的心理战。当李成功因为重伤失去双腿丧失对活着的希
望时，文婕以女性天然的敏感和细腻将心比心，共情战友心理，以
女性视角感知战争对于战士的伤害不仅仅是身体损伤更是心理
创伤。对于战俘她则施加人道主义关怀，攻人先攻心，春风化雨
般获取信任进而推进审讯工作。文婕以自己出色的个人能力展
现了女性力量，以及彰显了女性在战争中的价值。

剧中，朝鲜女兵郑玉淑似乎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女性的缩影。
她反侦察能力强、熟悉地形，但出场不久便为救梁辰牺牲。玉淑
独自对抗敌军火力，在漆黑的深夜里她眼眶含泪，在看到梁辰安
全撤离后便用一颗子弹终结了自己，不愿沦为敌方俘虏，其决绝
姿态令人动容。抗美援朝时期，中朝友谊在萍水相逢、语言不通
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玉淑的行为恰是最好的例证。

与剧中的战争戏相比，《侦察英雄》的恋爱叙事着墨并不多，
梁辰与文婕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信仰追求上，纯真、温暖、质朴，
为战争题材的“刚硬”底色注入了一抹柔软的气质。他们是恋人
更是革命伙伴；他们是勇敢无畏的战士，他们也是有感情、有牵
挂、有不舍的普通人。从小家到大家，从爱情到爱国情，异性与异
性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羁绊的情感在战争年代往往显得奢侈而
沉重，这也会不由得让人感慨和平环境下看似寻常而普通的感情
实则弥足珍贵。

老话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事实上，女性从未缺席任何
一场战争。炮火之后，防空洞坍塌，文婕仍然稳住声音持续广播，
正如尖刺扎入心脏忍痛歌唱的夜莺；枪响传出，敌军逼近，郑玉淑
依旧冷静镇定掩护伤员，恰是鲜血染红的铿锵玫瑰。她们在战场
一线，坚毅不屈、刚强不移，为保家卫国义无反顾，但是战争中的
女性只有她们吗？不，当然不是。

她们是打水做饭的后勤员、是护理伤患的卫生员，是在后方
等待爱人回家的恋人，是无数人的母亲、妻子、姊妹、女儿……她
们是真实存在的英雄，是荣立一等功的文工队骨干解秀梅、是战
场上的“夜莺”刘禄曾、是白衣天使吴炯……在充满伤痛的战争
里，她们在异国他乡、在残酷战场，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化解伤
痛、传递希望。

“如果说一定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生命的意义。”文婕说出这句话时，我们十分
欣喜于这部剧展开了一个切口，不否认、不逃避、不模糊、不抹去
女性本身特质，去看见、书写、创造本就应该立体的多姿多彩的女
性角色，战争中的女性面容越发清晰、女性力量越发磅礴。

生命苦涩如歌，生命亦璀璨如歌。女性进入战争中，在困境
中磨砺，在心碎中治愈。每当夜莺歌唱，玫瑰绽放，我们会想起那
段峥嵘岁月，那些尚未走远的最可爱的人。

■ 李咏瑾

这是一场文化界和直播界非同凡响
的撞击。

1月23日晚，著名作家梁晓声、蔡崇
达，以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做客“与
辉同行”抖音直播间，与俞敏洪、董宇辉共
话“文学之路”的故事。

这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首秀，也
是直播间首次“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文
学界与传播界“顶流”之间的碰撞，带来的效
果注定非同凡响：两个小时的直播中累计观
看人数895万人，最高在线人数近70万，在
上亿次炙热的赛博追捧中，仿佛久违的属于
文学的春天又回来了。当晚，《人民文学》
2024年全年订阅在4个小时内卖出了8.26
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元，这一成
绩突破了单品图书在东方甄选直播间最高
千万销量的纪录，直到1月24日零点后余温
犹在，依然有读者陆续下单。这不能不说是
近年来文学期刊的一次惊艳出圈，通过直播
这一方式，让“严肃文学”这一似乎蒙尘的概
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于是荒野之上，人

们因暌违已久的火光而陆续重聚。
久违的炽热仿佛从20世纪80年代穿

越而来，彼时文学的巨大影响力曾一度呼
啸着席卷中国。正是因为有破百万发行
的受众基础，《人民文学》《收获》《十月》
《当代》等老牌纯文学期刊才为中国文学
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捧出了一系列熠熠生
辉的名字：莫言、余华、阿来……时至今日
依然对当下的文化生态提供着滋养。在
曾经信息荒芜的年代，人们甚至是依赖文
学期刊去拓宽视野、感知世界。与“废寝
忘食”和“跃跃欲试”相伴的，是高高瘦瘦
的年轻人在帆布挎包里揣上一本文学期
刊就走出故乡、追寻未来，几乎是彼时最
富象征意味的理想主义缩影。

今昔对比令人唏嘘，在书报亭消亡以
后，日渐式微的传统文学期刊更是从普罗
大众的生活中销声匿迹，这下真成了只有
传统文学界才关注的传统文学期刊了。
究其原因，多元化的网络信息传播以更迅
猛的姿态霸占了人们的关注度肯定是其
一，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人们逐渐从
慢节奏的文学审美中抽离也许是其二，科

技的发展似乎还带来了其他的隐忧，
Chat GPT的自主书写和AI的无界式创作
开始撼动起文学的疆界，可是富有力量的
文学不该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对于创作
者而言，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呈现平台，
金灿灿的麦穗辛辛苦苦种出来，迷茫的农
人又该把它们送到哪里去？

不可否认的是，普罗大众对严肃文学
始终带着尊崇，而在现实的接触中，似乎却

隔着看不见的藩篱，好在自带巨大流量的
直播凿通并尝试着构建起了这样的桥梁，
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说，“对《人民
文学》而言，这场直播是一次‘寻亲’，我们希
望让这本有75年历史的文学刊物和更多年
轻人面对面，找到更多的读者朋友们。”

这一新闻中还有一个信息点值得关注，
《人民文学》此次亮相，突破了单品图书在东
方甄选直播间最高千万销量的纪录。这也
完美地诠释了并不是严肃文学单方面需要
直播，直播平台也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进行
加持。在目前当红的各大直播平台中，东方
甄选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这家本身由教
辅机构转型而来的直播平台最开始引人瞩
目，就在于包括董宇辉在内的由教师转型而
来的明星主播们在介绍产品时以极富文化
底蕴的方式输出知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
光照进来的地方”“我要去看花开、去听流
水、去遇见一些有趣的朋友”……等破圈的
董氏金句，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些纯文学的气
质。而东方甄选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争议
后，携手《人民文学》推出2024年初最受关注
的直播大秀，对于重新明晰自身定位、在受
众面前焕然更新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让我
们期待着更多的直播平台就此跟风，关注起
更多老牌文学杂志。毕竟在市场评价中，严
肃文学得之阳春白雪、失之曲高和寡，泥沙
俱下的直播界广接地气、又往往失之庸俗，
也许在更深层次的撞击与合作中，对两者来
说，都是一种突破性的革新。

直播，文学界与传播界“顶流”的碰撞
严肃文学得之阳春白雪、失之曲高和寡，泥沙俱下的直播界广接

地气、又往往失之庸俗，也许，在更深层次的撞击与合作中，对两者来

说，都是一种突破性的革新。

《妈妈咪呀9》为一批

又一批妈妈团提供展现

自我、倾吐心声的舞台，

也在这一路不断摸索与

进步中收获了时代洞察

以及内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