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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直阅读着余华先生的 《在细
雨中呼喊》。 余华说，这部小说云集了他少
年时期对人生的感受和理解。自此之后，他
开始成长为那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小说通过一个名叫孙光林的少年之
口， 讲述了孙家三代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
乡亲们，朋友们的生活，并由此展现了少年
孙光林的成长， 一个从小不被家庭重视的
小孩，6 岁被送给别人，12 岁再次回到原生
家庭， 在似有若无的亲情中小心翼翼地长
大，他如履薄冰地寻找友情，他渴望和周围
建立联系，但命运并不特定照顾谁。岁月就
像是一台石碾子，会把所有的冲突、不甘，
连同憧憬、追求一起碾的平平整整。这部小
说展现了人生的细腻与平静， 如同一场绵
绵不断的细雨 ，就像是在和一个多年未
见的老朋友通宵聊天 ，在黑暗中听他有
一茬没一茬地说着自己的过去 ，听到最
后你会猛然发现， 他说的似乎不只是他
自己的一生，也是你的一生。 我想，这就是
伟大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通过书写一个人
的一生，能够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他们的一
生都出现在这本书的某个片段里。

余华的文字有种带着时光滤镜的宽容
与忧伤，书中描写爱与恨、尊重与鄙视、恐
惧与敬畏、愤怒与热情的冲突，仿佛细雨中
的呼喊一样，触目可见，触手可及，让人心
碎又着迷。在这部书中，我总能看到自己的
影子， 从开始的模糊不清到最后的清晰可
见。 书中孙光林在朋友那里遭受屈辱后说
道，“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
是回到孤单之中， 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
生活”。读到这里，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
独》中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
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 人生终究也是一场
单人旅行， 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不善于和
人交际，而是学会了和孤独和平相处，孤单
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便是成长。”是的，我
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极致和纯粹， 却忽视

了自己， 忘记了人生最真实的存在———孤
独。 人只有与孤独为伴时，才能看清自己，
沉淀自己，和自己相处，成为自己的朋友。
这部书总是让我忍不住走进过去的回忆
中，看看那个曾经年少的自己，有着虚张声
势的骄傲与叛逆的自己， 虽然那些骄傲与
叛逆早已被岁月的石碾子碾得粉碎， 但我
依然小心翼翼将它们拾起， 拼凑出一个更
为完整且透明的自己。 人总要学会让自己
变得透明， 因为透明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
看清自己，让我们享受孤独带来的蜕变，透
明是人生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状态。

余华的文字后劲总是很大， 就像我曾
经年少时读《活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主人翁富贵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悲剧的人
物，全篇我都在想，他都这么惨了，为什么
还能坚持活着？ 《在细雨中呼喊》以第一人
称“我”的视角展开，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
孙光林，去见证了他们的一生：父亲、母亲、
兄弟、 朋友、 祖父……故事荒诞又令人唏
嘘。 如果说余华的《活着》让我懂得了什么
是活着和活着本来就是一种沉重的背负，
那么《在细雨中呼喊》则让我对孤独有了更
为通透的理解。书中描写国庆婆婆那段话，
让我数次停下来，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直
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
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
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限上，同时
被两者抛弃”。 这是怎样一种孤独？ 或许是
我现在不能感同身受的， 不是被朋友和家
人无视、抛弃的孤独，而是被生与死抛弃的
孤独，看似遥远冰凉，却是我们每个人终将
走向的孤独， 也是我们每个人不可回避的
孤独。

人生中的暴风骤雨并不常见， 更多的
都是像这样的绵绵细雨，正因如此，我们才
要学会在细雨中呼喊， 做自己生命中孤独
的人生行者。

爷爷说，东方有条江，江边有座
城，城靠一座山，江清城美山巍峨。

打那时起， 我就向往东方的那
江、那城、那山。

一个清明节，软软的细雨飘着。
我以少先队员的身份参加香溪洞烈
士陵园祭奠活动。

走进安康城，一切都是新鲜的，
汉江大桥，南北飞跃。 悠悠汉江，从
西天幽谷中飘来， 在这儿弯成一枚
亮晶晶的上弦月，扣住了山城，把山
城分成江南 、江北和成东 、西二关 。
山城纵横 ，街巷深深 ，商铺连接 ，人
来人往，叫声不绝，我睁大好奇的眼
睛，东瞧西看 。 七里沟 、西关 、水西
门、东关 ，都是码头 ，泊着一艘艘帆
船，在绿绿的江边摆动，从汉江下游
上来几叶帆船， 纤夫的号子在江面
上飘荡。 站在桥面，依稀可见清水中
群群游鱼。 辅导员老师说， 这是汉
江，长江的长子，流到下游就与母亲
河长江汇合，携子一起走向大海。 我
们向往着大海。

默哀，宣誓，听老战士讲血战牛
蹄岭的故事， 细雨打湿队旗和胸前
的红领巾。 东边朦朦胧胧的山岭，就
是牛蹄岭， 这片革命英雄鲜血染成
的热土，就在汉江的足下。

巍巍牛蹄岭，伫立云雾中。

秦巴明珠安康，群山环抱，汉水
穿城。 南依群山起伏的大巴山，北吻
奔流不息的汉江，东挽悠悠黄洋河，
俯靠魏巍牛蹄岭。

如今拜访牛蹄岭。 貌似牛蹄而
得名的牛蹄岭，由大、小两座山岭构
成，两岭遥遥对峙，形成了一道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的安康南大门。

撇下公路走山路，体会当年战士
冲锋的艰难。 攀山道，扯荆棘，爬上
小牛蹄岭。 我拥抱一块巨石，这是英
雄的灵魂。

攀上大牛蹄岭，立岭端，脚下万
山小，山翠、天蓝、云祥。 此时山山岭
岭的映山红，开成一丛丛朝霞，浮在
绿山上，“七里香”串成一朵朵白云，
映照着牛蹄岭纪念碑上英雄的灵魂。
一条条绕山公路，一条条盘山巨龙，
掩映在丛林中，绕出富庶的安康。

大牛蹄岭的遗址，战壕纵横，曲
曲折折；摧毁碉堡，依稀可见；置身此
地，耳边响起隆隆的枪炮声。

这片英雄鲜血染红的土地，生活
着勤劳的安康人，他们继承发扬红色
精神，改变安康旧模样。

20 世纪 50 年代，豪迈的安康儿
女，在安康万人兴修八一水库的工地
上，唱出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
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

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气吞山河
《我来了》的壮丽诗篇，这首刻在水库
的山崖上的诗，赓续红色血脉，闪耀
着红色文化的光芒，唱响大江南北。

上世纪 70 年代， 勇敢的安康儿
女，动用 85 万铁道兵、学兵和民兵，
排万难，流血汗，发扬勇于牺牲、奉献
青春的“三线精神”肩挑手拿，日夜奋
战“三线”上，开辟襄渝交通大动脉，
让主席睡上了安稳觉。

1983 年 7 月 31 日，在遭遇百年
不遇的洪灾后的废墟上，敢做“拓荒
牛”的安康儿女，又谱写了一曲可歌
可泣“拓荒牛”的赞歌。 洪后的安康
城， 在安康儿女智慧的手中日新月
异，废墟上双手捧出一个新安康城。

进入新时代，在这片英雄鲜血和
汉江清流浇灌这片热土上，敢做“时
代弄潮儿”的安康儿女，用勤劳、智慧
的双手，共建时代的新安康：汉江二
桥、三桥、四桥的贯通，让江南、江北
成为一座江南风韵的水上城，夜色中
的安康水城，霓虹灯闪烁，多彩的汉
江把安康连成一串璀璨的夜明珠，映
照着一派吉祥的星空； 二黄广场、龙
舟文化园、汉江公园、香溪文化园、牛
蹄岭纪念馆，成为安康人民重温革命
历史、享受幸福生活的好去处；西康
高速、十天高速和安康新机场的相继

建成，让这片英雄的山城、汉水绕过
的山城、镶嵌在魏巍秦岭苍茫巴山涧
汉水之滨的秦巴明珠城，连接外面精
彩的世界。汉江安康段下游的水电站
旬阳市水电站关闸蓄水后，江水漫延
至安康一桥下，从一桥到四桥黄洋河
口的奠安塔，形成了水波粼粼的汪洋
的湖面，穿越山城的汉江成为一片静
湖，卧在山城中央，呈在牛蹄岭山麓，
成为一颗水上明珠，闪耀着时代的光
芒。 正在修筑的西康高铁，将成为包
（头）海（口）高速铁路的一部分，加速
了安康追赶超越、绿色崛起的新时代
步伐。

安康儿女，秉承“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的发展指向，敢做“时代
浪尖儿”， 用英雄断腕的气魄保护好
这方青山和秀水，做好新时代美丽中
国的“安康答卷”人，让“一泓清水永
续北上”成为安康儿女肩头上扛起沉
甸甸的时代重任，让牛蹄岭之战牺牲
的英雄宛如灿烂的星辰，以及建设安
康牺牲的无数个先烈的英灵，看这颗
明珠般的时代新城， 永远浮在山青、
水碧、天蓝、云白、土净之汉水之畔。

回望英雄的鲜血染过牛蹄岭、安
康城，绿山簇拥，群楼林立，汉江之畔
是条长长的绿绸缎，浮着一颗晶莹的
明珠，闪烁着新时代的光芒。

位于汉滨区最东部的坝河镇 ，
山清水秀 ，风光旖旎 ，气候宜人 ，夏
无酷暑，冬无严寒,既有北方之壮美，
又有江南之灵秀， 是一副镌刻在神
州大地上的山水画卷，美不胜收。

癸卯盛夏，我邀约一群好友，来
到“农旅坝河，山水小镇”，一睹她的
芳颜， 感受她的脉动， 聆听她的教
诲， 接受她的洗礼。 车子刚出安康
城，坝河就伸出她那长长的手臂，热
情地招呼着我们。 铺上沥青的公路
变成长长的飘带牵引着我们在山间
穿行， 绿意盈人的树木和名花异草
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随处可见的小
洋楼和一处处新型社区震撼着我们
的内心， 穿着时髦的人们脸上洋溢
着幸福笑容，让我们心生羡慕……

刚进繁荣村， 坝河就悄悄地打
开那四溢的清新空气， 不打招呼地
沁心入脾，让人心旷神怡，顿时把城
市的喧嚣抛之脑后，一身轻松。 阵阵

微风轻拂脸庞，像母亲拥吻自己久未
见面的宝贝，是如此的亲切。 青翠的
树木，遍野的花草，欢快的小鸟，动听
的溪水，联合演绎着一场盛大的音乐
盛典，让我们如醉如痴。

“快看，那么大的一片雾海！ ”我
们循声望去， 从河水中跳跃起来、从
庄稼地里升腾起来的浓雾， 团团朵
朵，如母乳、如奶酪、如蝉翼、如棉花、
如白纱，迅速扩展着、飘散着。在霞光
里，浓雾从堆积如山的“白棉花球”逐
渐幻化成了“金色的菠萝”，像似一块
五颜六色的天然宝石， 晶莹剔透，散
发着一抹玫瑰红，一抹暗紫蓝，一抹
橙黄绿。又像是那位养花人在河谷盆
地里培栽的一块花圃， 百花齐放，百
色夹杂，雪青色、灰黑色、褐色和淡黄
色 ，时隐时现 ，掺和在一起 ，应有尽
有。 阳光照耀着的小山露出雾面，就
像一个个浮动着的岛屿，太阳好像雾
海中的航标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观景亭到了！ ”我们定睛一看，
车子已经到了镇政府对面。 攀着木
梯，登上观景亭，一个全新的坝河呈
现在我们眼前，镇政府所在的大营盘
被多情的坝河水紧紧缠绕，政府四周
崭新的社区格外明亮耀眼，桂花水电
站蓄水形成的湖水碧波荡漾，鲤鱼山
在湖水中更显得活灵活现， 自由自
在。平旬公路、张坝公路穿镇而过，连
通着外面的世界。 前来观光的游客，
有的在湖中驾舟游荡，有的在湖边放
杆垂钓， 有的在公路上拍摄美景，一
派现代田园景象。 镇上的街道硬化
了、路灯通了、楼房林立、商店超市接
二连三、商品琳琅满目。 对于一个在
外工作的坝河人， 我不得不感叹:坝
河变化太大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坝河镇负责人介绍说：坝河镇气
候温润，草木茂盛，绿色资源丰富，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依托当地资源
优势，按照“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

思路，坚持走绿色经济循环产业发展
之路，建成了繁荣村鸡沼园、伍湾村
猪沼园、斑园村牛沼园三个循环产业
园和寺姑伏羲山猕猴桃、樟树高山水
稻、 斑园村有机蔬菜三个观光园，把
坝河建成安康东部的旅游康养之地，
吸引更多人到绿色坝河、 农旅坝河、
和美坝河、宜居坝河、宜业坝河来投
资兴业，让坝河更加美丽，让群众生
活得更加幸福。

“你咋个又瘦了？ 怎么没把媳妇
带回来？孩子多大了？”在坝河，每每听
到这些，我都感动得不能言表。 其实，
每次回老家， 我没有为乡亲们带去什
么，只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但每
次他们的脸上却写着欢迎和快乐。 这
对于一个从老家走出了三十多年的我
而言，心里就充满了感激，再次感受到
了老家的宽厚和亲切， 老家是我生长
的根，给了我在外打拼的底气和力量，
树高千尺我也忘不了它。

我醉山水不忍去，花发时节携君
来。 坝河如一块瑰宝自带光芒，如一
首古诗韵味悠长，如一杯红酒越品越
香，在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
的恩赐，体验热情醇厚的民风，感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
活……

盛夏的旬阳宋家岭庄子
梦蝶广场 ,花木繁茂，枝沉叶
稠，只此青绿。

我和妻子随意闲适 ，拾
级而上。 空中弥漫着花果，小
麦和泥土的各种香、 空气的
鲜，耳里拂进鸟的鸣叫 ,风吹
树叶的沙沙声和知了害羞的
小蝉鸣。

在庄周雕塑的脚下 ，我
们看见一只码满蜜桃的竹
笼。 蜜桃的摆放呈尖塔状。 桃
子丰硕圆润，泛着素白的光。
有的连着碧绿的桃叶， 有的
还流着晶莹的水珠。 竹笼旁
边，是一只敞放的草帽，帽心
里， 丢着一只微信扫码牌和
一张小硬纸片，俯身细看，纸
片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10 元 3 个”。 就是不见卖桃
人。

我说 ：“这么好的桃子 ，
买几个吧。 ”

妻子东张西望 ， 叫道 ：
“人呢？ 人呢？ 偷桃子喽！ ”

“不用偷， 随便挑，10 元
3 个。扫码给钱。”声音从一蓬
浓荫的大桃树密叶里透出
来。 寻声而望，一个 50 多岁
的男人凌空斜倚在一枝桃树
杈上， 写成了一个生动的象
形“休”字。 手里捧着一个鲜
红的桃，正在狼吞虎咽，饱满
浓郁的汁水似乎从手臂上滴
滴掉落。

在他的头顶 、 手边 、身
旁、脚下，悬挂着一个个或大
或小或青或黄的桃，星星一般繁密。 而他，
像极了“西游记”里的那位大师兄。

“你这桃结得真繁呵！ ”我无话找话。
“嗨，你这哥们儿还说对了，山前岭后，

就我这几十树桃产量高，一树五背笼，两百
多斤,卖两三千元。 ”

“不光产量高，还品相好，味道好。 ”
“当年，买苗子时，我就多长了心眼，看

人家专家买啥品种，我就买啥品种。 ”
“来，接住！”他随手拧了一个，抛给我。

看来，是个健谈人。
于是，两个老男人，他居高临下，看我

突起的喉结和扁平猥琐的脸， 我素面朝天
看他夸张写意修长的两条腿。捧着肥桃，咬
得脆啵生响，满嘴香甜，一边有一句没一句
地开展了十几分钟的“树下对”。

“这升子粗的树，三四十年了吧。 那时
好像刚大包干，你咋想起来要栽树？ ”农事
上，我也应是专家。

“嗨，哥们儿，为这栽树，我 19 岁，被我
爹分了家。 我们爷们三人，共有四块子地，
我爹坚持要种庄稼，我坚持要栽果木，谈不
拢，我爹把我分出来，甩给我这块荒坡，叫
我想栽啥栽啥！ ”

我给他丢了一根烟，他长吸一口。 “那
时候，才叫一个难。 桃树苗子按进地，三五
年挂不了果。 颗粒未种，而人是敞口货，不
吃肚子饿啊，全靠打工买米买面呃！ ”

“我爹实在看不忍心， 碾了新麦子，装
了一蛇皮袋子，就叫我弟放在我门口。而我
爹那把老骨头，大太阳底下光着膀子，用镰
刀割麦，把我心疼得眼泪水一直掉。我就跟
媳妇凌晨 4 点多进地，借着月光给他割麦，
等到他们进了地， 我们已经割了几院坝地
了。 ”

“两个都是怪人。 他爹进了地，他就把
我一拽，丢下镰刀就走。这几年老人种不了
地了，他就叫我儿子用卖桃的钱，买了米面
油，给老人送去。”插话的应是桃林女主人。

我问他们“你现在还责
怪老人家吗？ 19 岁，就把你
分出去？ ”

“不怪， 他还不是想叫
我把日子过好。 ”女主人说
她刚才去给小叔子媳妇提
了一笼子鲜桃。 “小叔子和
妯娌人好呵。 我生娃时，小
叔子用卖火藤根的钱，给我
称了两斤红糖。 我爹叫妯娌
炖了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
给我端到产床来。 ”

树上的人用绳子，吊下
一筐刚摘下的鲜桃。 然后，
蹦下来 ， 与女主人整理着
桃。

估计想起了往日的不
易及浓浓的亲情，两口子都
静了下来，女主人似乎还流
了泪。

突然， 男人说：“看，那
就是我们老二家的地。 ”我
知道 ，怕老婆伤心 ，他故意
打岔。 顺指望去，对面山上，
一面坡的麦田， 风吹麦浪，
一片丰收的金黄。

男人说 ：“他们明天开
镰 ，你把娃带去 ，帮忙割两
天。 ”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
两三张红钞。 “这是昨天卖
桃钱，给我爹买两条瞎瞎烟
和两瓶酒，给老二家买些蔬
菜。 ”

我又给他点了一根烟。
美美吸一口后， 他告诉我，
最近政府号召把这茬麦子
收割后，要把苞谷和黄豆套

种。
“有些人不想套种， 我就劝老二说，听

政府的，不吃亏。 ”接着，就给我举例子。 前
几年，缴了养老保险，现在每月领养老金；
缴了农村合作医疗， 去年住院， 花了 1 万
多，自己出得不到 2000；今年，政府号召套
种，每亩还给补贴。 ”他还说“这党的政策多
好啊，每季度按时给我们把粮食直补啊，退
耕还林啊，打在我们的一卡通上。 ”

妻子问他：“你这桃林在景区， 就不怕
有人偷？ ”

他扬起手机笑着说 “手机上连的有监
控啊，这农村实行的数字经济，发达得很！ ”
还说他从监控中看到：有一天，一只熟桃子
落下，掉在一个游人身旁。那人把桃子捡起
来，轻轻地放在树枝丫上。

妻子给微信扫了 60 元， 他却给捡了
20 只桃子。 妻子把多给的两只桃子，退回
给他，他执意又给加上。 如此再三，最后妻
子干脆给扔了 10 元钱， 提起桃子就走，女
主人捡起钱，快步追上。

我突然想起这细节像极了清代作家李
汝珍在 “镜花缘” 里描写的理想国 “君子
国 ”，人们 “惟善为宝 ”，耕者让畔 ，行者让
路。 卖家和买家也是把银子，推过来，让过
去，都怕对方吃亏，一幅多么理想祥和的和
谐社会。

正对妻子讲述着“李汝珍”，那人立马
接了话茬 :“李时珍，我知道，是个大医生，
种药的 ，纲举目张 （本草纲目 ），我在桃树
下，就种有柴胡、白芨、火藤根，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 ” 见他还想说在自家后院养鸡喂
兔，“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我忙又给他丢了
一根烟。

临走时， 仔细地看了一眼庄周梦蝶雕
塑，庄周右手托腮，左手捻须，敞袍长卧。扯
着悠扬的鼾声， 做着太平大同的美好梦。
哦， 这守望相助的亲情； 这路不拾遗的太
平；这甜蜜如桃的日子……

甜
蜜
如
桃

□

夏
崇
庆

孤独的人生行者
□ 叶佩

夏日坝河别样美
□ 柯贤会

汉江绕过牛蹄岭
□ 张朝林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
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 相信是
花，都有自己的花期。 ”7 月 14 日，看
完单位集中组织观看的教育扶贫电
影《远山花开》后，脑海中就不由浮现
出绘本《安的种子》里的这段话。

《远山花开》是一部感人至深的
电影，改编自陕西青年作家王洁长篇
小说《花开有声》。 以苏陕协作为背
景，聚焦西部乡村的留守儿童，通过
一名失去母亲的江苏支教老师和一
个失去母亲的陕西乡村孩子一起成
长、相互治愈的故事，揭开了留守儿
童情感缺失、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匮乏
的时代话题。

影片中大山的场景，蜿蜒的秦岭
村道，熟悉的方言，这些来自陕西的
元素，让人感觉到很亲切，留守儿童
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电影抓取
了许多农村学校常见的镜头：旱厕、

体罚、家长会、布满灰尘的钢琴、抱着
弟弟上学的女孩……很容易让观众
产生代入感，不自想起以前上学的那
年那月。

主人公青年老师刘晓慧来自江
苏南京，是千千万万个“扶秦记”里浓
缩的一分子， 初来乍到时不适应，试
图努力融入这里却又似乎无 法 融
入 。 直到她关注到了因为长期独
自生活而固执地拒绝说话的小男
孩张承峰 ， 看到了渴望学习却因
为要照顾生病的爷爷和年幼的弟
弟而不能上学的小姑娘圆圆， 才向
这个贫瘠的山村和这些善良懂事的
孩子们敞开了心扉。她用充满爱意和
创意的“苏式教学”，改变了乡村教学
观念。通过音乐教育、喊山、参加合唱
比赛等对乡村儿童进行心理的启蒙，
在她的温暖鼓励下，一群羞于表达情
感的山里孩子们满脸泪水向大山喊

着“爸爸妈妈我想你了”。她关注到不
开口说话的“另类男孩”张承峰，发掘
了张承峰的音乐天赋，通过钢琴与音
乐，帮助他慢慢地摆脱母亲去世而受
到的心理创伤，用一个个充满爱意的
计划和努力打开了这位自闭多年的
少年的心扉，最终在合唱比赛的舞台
中央勇敢地开口歌唱。在音乐的熏陶
下，孩子们逐渐成长，也变得勇敢和
自信。

与刘晓慧作为支教老师相对应，
剧中的老校长作为乡村教师的代表
在影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表
面上看， 马校长的教育方式虽然陈
旧落后 ， 一切以学生的成绩为考
量 ，设身处地 ，笔者作为一名高中
生的母亲焦虑烦躁 ， 为女儿即将
到来的人生大考而恨铁不 成 钢 ，
何尝不是片中的另一个马校长。 但
是马校长的心中有大爱， 他是爱之

深，恨之切，他的爱是疾风骤雨，雷霆
万钧。 镜头一转，他将学校空地整理
成菜地， 让孩子们带各种蔬菜回家；
他卖掉老伙计三轮摩托为学生傅圆
圆安葬爷爷， 帮她带弟弟的时候，我
们从他那张严肃的脸上看到了慈父
的影子。影片中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细
节触动着每一个人，让人一次又一次
落泪。

老校长用一颗初心坚守乡村教
育， 支教的老师换了一茬又一茬，只
有他从一个毛头小伙熬成了满头白
发，默默守候，为山村孩子架起一座
通往外界的桥梁。在大麦村小学支教
多年的那对夫妻老师、一直关照张承
峰生活的大学生村官等等，他们也将
美好人性展示给观众，以人性的温暖
帮助他人。 影片弘扬人间大爱，处处
不说爱，但处处是爱，处处是人间大
爱。

当片尾张承峰成长为音乐老师
的那一刻，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花开
有声的喜悦。可能有的花一开始就灿
烂绽放， 有的花一开始就默默无闻，
需要漫长的等待。 正如主题曲《远山
花开》唱的一样“风从远方赶来,只为
与你同欢唱 ,生命无论怎样，都会在
春天绽放……”

绽放在属于自己的春天
———电影《远山花开》观后感

□ 刘攀

电影《远山花开》改编自陕西青年作家王洁的长篇
小说《花开有声》，是陕西省 2022 年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以苏陕协作为叙事背景，讲述了来自江苏南京的支教老
师刘晓慧和陕西偏僻山村一群留守儿童之间的爱与救
赎的故事，反映了江苏、陕西两省人民同心追梦的时代
音符。

电影《远山花开》是陕西
省 2022 年重大文化精品项
目，改编自陕西青年作家王洁
的长篇小说《花开有声》，取景
于镇安县庙沟镇。电影以苏陕
协作为背景，主要讲述了来自
江苏南京的教师刘晓慧在大
麦村支教时，与陕西秦岭深山
的一群留守儿童一起成长、相
互治愈的故事，反映了当地持
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基
础教育素质和乡村教育现代
化水平的实干担当，生动展现
了苏陕协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以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生动实践。

这部影片给我印象最深
刻的三个人物：一是影片里的
女主角刘晓慧。 她千里迢迢、
不畏艰苦从南京远赴秦岭支
教、 用音乐打开孩子的心门，
给孩子们带来阳光和自信，她
既是学生的严师，也是慈祥的

家长，她用生动又有趣的教学
方法， 带给孩子们成长的力
量。二是影片里的大麦村小学
校长马焕明。马校长虽有着相
对陈旧的教学观念，一切以学
生的成绩为考量、常常训斥甚
至体罚差学生，但他把心血都
献给了这所乡村学校和他的
学生。三是影片里的大麦村小
学学生张承峰。他妈妈的去世
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独自一人
生活非常孤单，不愿意开口说
话，似乎和同学们有太多的距
离感，他学习成绩差，被马焕
明校长安排在最后一排，每当
受到同学欺负，他便会跑去独
自爬到学校后山坡的核桃树

上，由此甚至受到马焕明校长
的体罚。当片尾张承峰成长为
音乐老师的那一刻，真正让人
们感受到了远山花开的喜悦，
浓厚的苏陕协作情谊得到了
淋漓尽致得体现。

《远山花开》 这部电影对
我触动很深，特别是支教老师
刘晓慧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
感染了我。 作为一名宣传干
部， 要向支教老师刘晓慧学
习，学习她的普通而又高大的
形象、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境
界，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练内
功、提素质、强本领，为全市宣
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点亮心灵之灯
□ 高贵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