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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
方能国强。 建设农业强国
是大国现代化蓝图中令人
向往的壮美画卷， 更是广
袤乡土中催人奋进的时代
号角。 而影视作品如何才
能深入乡村的肌理， 用镜
头语言去记录和展示乡村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动人
故事和闪亮篇章， 用优秀
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 ，为
“三农”事业的提质增效不
断赋能。

近日， 陕西省委宣传
部、 省电影局联合陕西省
电影行业协会和安康市委
宣传部，举行了“聚焦文明
传承， 讲好陕西故事———
电影创作采风安康行 ”电
影主题活动，值此之际，本
报记者专访了已在安康拍
摄多部电影的导演陈非 ，
解码他如何用电影艺术重
构这片绿山青山的多彩魅
力。

记者： 你为何会专注
于深耕乡村电影？

陈非： 一个人只有自
觉地把自己的事业融入了
国家民族的命运之中 ，以
一颗赤子之心， 把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变成自己义
不容辞的责任， 才能成就
一番事业， 才不会辜负一
个伟大的时代。 我自小在
农村长大， 农村就是我的
根，很久以来，各种英雄叙
事， 以及欢笑怒骂的都市
电影占据了各大城市电影
院的银幕， 而真正讲述乡
村故事的电影却很少 ，很
多还是停留 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农村， 对外传递
的信息滞后， 对于我们改
革开放的成果， 乃至党的
十八大以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

安康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发生了巨大变化， 各项

农村事业更是取得了巨大成果， 是中国乡村近年来发展
的一个缩影。 这里山河壮丽、人民勤劳善良、民风热情淳
朴。 当我们的电影在国外的一些电影节上展映时，外国友
人既惊讶又羡慕，没想到中国的乡村如此美丽，并不是以
前他们从电影里看见的那样落后穷苦， 很羡慕安康人民
竟然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

记者：近年来你在安康拍了哪些电影？
陈非：电影《直到世界尽头》剧本（原片名《爱在稻花

香》）获得第 14 届澳门国际电影节电影（剧本）创投大会剧
本创作优秀奖， 拍成的电影截至目前入围了全球九个国
际电影节， 先后入围第三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长片
单元，第六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长片单元，2024 柏林国
际电影节，亚洲电影艺术国际电影节，2024 年 Aporia 国际
乡村电影节等，并获得南方电影艺术学会奖特别奖、最佳
剧情奖、剧情片制作荣誉奖、最佳剧情片导演、最佳剧情
片女主角、最佳剧情片男主角、最佳剧情片摄影等七大奖
项。

电影《时间之外的故乡》已入围第五届孟加拉国 Cin鄄
emaking 国际电影节奖项、 第 28 届罗德岛国际电影节半

决赛、彩带国际电影节，ARFF 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大奖、
罗马棱镜国际电影节电影奖决赛、第二十届美国荣誉全球
电影大赛亚洲主题卓越奖、 俄罗斯 HIFF-HALO 国际电
影节最佳剧情片等七个国家的电影节重要奖项。 同时在
恒口示范区拍摄的网络版电影《又见稻香》获得第五届香
港国际青年电影节网络电影单元最佳影片奖。

正在拍摄的电影《山谷的百合》得到了中央媒体的关
注，这三部影片立体化、多维度地记录了中国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历程、推广乡村振兴样板案例、展现乡村振兴中安
康民众的责任，较好地带领全国观众跟着大银幕走进乡间
田野，领略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体会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成
果，观看汉水河畔发生的动人故事。

这三部影片也将分别于今年年底在全国各大影院上
演，以及在全球 110 个国家的电影节上展映，我们致力于
让世界各国看见安康这颗隐藏在秦巴山区中的绿色明珠。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的电影总是重点着墨于中国农村
以及区域文化，你如何看待区域文化传播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力？

陈非：世界是由很多区域组成的，区域的差异性构成
了其独特的魅力，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
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
族的文化，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约束的
统一体。 经济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翼，是社会系统
的两大子系统，经济和文化之间是共生、互动的统一体，在
发展过程中具有针对性、开放性、辐射性和不平衡性的
特点 ，并对树立区域形象 、协调区域内部关系和加强
区域内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且通过对传
播内容的显性影响和对传播主体的隐性影响来传承区域
文化的同时提升区域民众素质，彰显一个区域的魅力，有
效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 而农村是坚强的后
盾，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古老乡愁，更是决定未来发展的
重要因素。

记者：作为一名导演你如何看待安康？
陈非：通过省委宣传部和安康市委宣传部组织我们这

次对安康全市系统的走访，加深了我对北依秦岭、南靠巴
山，汉水穿城而过的安康的了解，这里良好的生态资源是
很多地域不具备的，就山水人文来说，秦陇文化、中原文化
在这里交融汇集，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闽浙文化、江淮文
化，甚至域外的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都在这里碰撞、沉
淀和遗存。 后期的关东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三晋文
化、关中文化、西北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
滇黔文化、闽台文化和岭南文化等十二种文化自夏周以来
在安康交流碰撞，形成了如今“五方杂处、多元混融”“五里
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面貌，并在一次次风俗演变与
扬弃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极大普适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地域
文化。 秦汉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方位，汉水流域成为秦、
楚、巴、蜀乃至三晋文化的交汇地带，特别是两汉时期，融
合战国秦楚两大文化的流风余韵，构成了先秦华夏文明色
彩斑斓的重要板块。 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由先秦华夏多
元文化向汉民族统一文化过渡并定型的时期，华夏文化这
一概念逐渐被汉文化替代，出现了诸如汉人、汉语、汉族、
汉家、汉文、汉诗等称谓。

山水在这里相逢，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只是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弱化了乡村的印象，
山高路远的秦巴山地渐渐被人们遗忘， 可正是它的距离
感，使安康意外地密集保存了众多其他地方业已消失或即
将消失的农耕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现在已成为农
耕文化的绝唱，而安康之美，美在传统文化，美在山川人
文，我希望有更多艺术家以及导演，来到安康重新发现这
片土地的魅力，在大银幕上向世界展现安康之美、安康之
韵。

记者：你的下一部电影主要内容是什么？ 未来还打算
在安康拍摄电影吗？

陈非：目前除了忙于在安康拍摄的电影“秦巴三部曲”
在国际电影节以及在全球发行之外，正在筹备一部反映安
康人民勤劳勇敢精神面貌的电影，希望明年三月能够顺利
开机。

“追溯从前， 我们的先民们栽桑养
蚕，缫丝织绸，精心构建陆地海上丝绸
之路，历经开山架桥 ，劈波斩浪走向远
方。 至今，各安生业，河清海晏，国泰民
安。 ”这是著名作家孙扬在长篇小说《黑
山虹》中力图表现的思想主旨 ，也是作
家耄耋之年对故乡的深切回望 ，他 “以
笔描绘桑蚕，以点浓编长线”，通过陕南
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美学展示，以
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感 ，为故乡呈上了
一部充满乡愁的作品。

一

《黑山虹 》是孙扬 《丝绸望道 》三部
曲之一，是“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一部
作品”， 也是一部描绘陕南桑蚕和棉织
丝织发展历史的故事书、一部献给中国
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的厚重之作。 作家
在书写中一改先前兴安战争的恢宏气
势，旋而以深厚的历史底蕴 、细腻的情
感描绘和叙事架构，力争描摹还原出陕
南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 民俗文化、
乡村生活场景。 作品以农家种桑养蚕，
织布缫丝的曲折故事为原型，围绕着 20
世纪初期陕南黑山地区正在经历的从
棉织作坊向丝织社转型，让人在浓浓乡
情中心生慰藉。 强烈的观瞻视觉，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多维度探索 ，把特定历
史阶段的矛盾对立和对故乡的挚爱、眷
恋全部贯穿作品始终，在细致入微中展
现出对于传统技术的深刻思考，使得小
说生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孙扬笔下，不知名的黑山被视为
小说中的地理地标 ，作为 “生命个体必
然存在着的根本性选择”， 很快将人带
入到“树木葱茏，苍翠欲滴，草丛莺飞 ，
鸟语花香，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图景
中。 黑山不高不矮，但在特定的时代背
景下，却是山腊梅与申治平夫妇的抗争
与艰辛、理想和浪漫的见证 ，揭示了不
为人知的乡村丛林法则，让书写更具有
着个体生命状态的自审和生命价值的
追寻。 这是比较成功和震撼的，因为不
论是写小人物的人文关怀，还是阐述人
生的曲折经历，实际上种种际遇下的跌
宕起伏，既显得伤感又怜悯 、互助又温
情， 而且也都无法脱离开这一文学现
场。

所以说 ，对人性 、命运和生活的深
刻思考 ，让 《黑山虹 》这部用心用情之
作，不但从审美表达中为读者提供了一
个思考维度，在有血有肉中设置了线条
并置的叙事手法，也让山腊梅不但团结
起棉织、丝织作坊的群众 ，而且与依靠
棉织作坊发家的富豪柳化谋之间的矛
盾冲突 、 爱恨情仇和情感纠葛充满想
象。 从作品表层看，作家细腻的笔触和
深刻洞察，极力为读者展现出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 、 一位位独特魅力的人物形
象。 当了管家兼账房先生的强仁愿，从
一开始就心存二心，既和柳三安勾勾搭
搭，又梦想“坐在他的织布机或织丝机
上，去面对师娘。 让她的丝织染坊更加
丰富多彩。 ”而老谋深算的柳化谋，面对
女儿不辞而别，也会突然 “心有点发软
了”。 孙明义、孙贤良等人也各具特色，
极尽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 从作品深层
而言，小说不单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
事，而是试图通过小女子山腊梅的自我
努力 ， 反映出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
醒， 刻画出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
写出中国丝绸之路的时代意义，虽然艰
辛，但“只有务桑养蚕，才有缫丝织绸 ，
继而才能活跃丝绸贸易，进一步开拓陆
地和海上丝绸之路。 ”

如此看来，《黑山虹》并非一部庸常
的作品，这也是他始终保持着先前写作
的气场和氛围，让作品中既弥漫着属于
大山的安静，也从韵致中透出着强悍的
大风之歌。 山腊梅性格泼辣、做事倔强，
但她又是个心怀胸襟、有着深沉民本情
怀的人，尤其面对生活的重重困境和挑
战时，不会有丝毫退缩和放弃。 父亲去
世后， 她毅然用女儿身顶起家庭责任；
面对胡艳花的提亲，她以守孝三年为借
口拒绝 ，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又心生敬
意。 作家用大量笔墨表现她曲折的人生
历程， 实际是要在叙事理念的表达中，
不断赋予角色以丰富。 毫无疑问，山腊
梅心中燃着不灭的火焰，为爱情义无反
顾，说创业敢作敢为 ，无论遭遇多大的
曲折和艰辛， 都能想办法去战胜困难，
这是一种内在动人力量，始终支撑着她
不断前行。

山腊梅的精神面貌或者独特表现，
内蕴生活的哲学和观念。 正因为如此，
才不失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才有着一
颗积极向上的心。 作家把一个乡村的小
人物， 写成勇敢和智慧的完美结合，这
是难能可贵的， 这同 《红楼梦》《祝福》
《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相比较，更突出
着山腊梅面对危机和复杂局面时，能够
凭借过人勇气，巧妙地化解难题 ，最终
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 这样的人物形象
刻画，是通过意象勾勒她与现实世界的
联系， 改变着以往点线面的刻板书写，
让全然沉浸在种桑养蚕的腊梅，始终暗
含着一种春蚕吐丝的精神，而这也是陕
南人民在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中的奉

献精神和坚韧品质。
现在来看，这部《黑山虹》是在描绘

农业时代织丝行业的兴衰，记录陕南桑
蚕和棉织丝织的发展历史，也是借助山
腊梅、申治平等人物群像的集体刻画，让
这段带有着童年记忆的中国农耕历史的
行业不被历史遗忘，为后人留下珍贵的
历史资料和文化记忆。

二

生动感人的故事，始终在传递着积
极的人生信念，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学
会坚守、在变革中不断求新。在《黑山虹》
中，山腊梅的形象鲜明体现了人性中的
善，作为她的处世之道，始终柔中有刚，
刚柔相济。 “连自命不凡的胡燕花都甘
拜下风，自愧步入这把年纪的山腊梅。 ”
柳晓云“对腊梅的仰慕超过了不自觉的
难以抑制的地步。 这是从她妈带她去给
柳三安说媒，见识了腊梅和其他同龄女
娃言谈举止不一样开始的。 ”就连“左右
百里内外的头面人物”的柳化谋，在谋求
与山腊梅合作办丝织作坊时，也不得不
说：“腊梅，兴办丝织作坊非同寻常，不是
一般人能承担起来的，非你莫属。 ”由此
可见，山腊梅的形象和她自觉扮演的角
色，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周围人的
生活态度，犹如是一盏明灯，在照亮周围
人的同时，始终以我行我素的决绝，彰显
着知识女性的真实和与众不同。 这也是
她内在的人格理想，之所以脱俗、励志，
完全因为她在对自身能力有很清晰的认
识。

在对小说文本的发掘中，不难发现
作家心之向往的特别思考，没有刻意强
调对女性角色的刻画，而是从女性视角
切入，不断为她们的精神注入自我超越
的精神力量。 这种“叛逆”不是脱缰野马
的张爱玲，也并非浸淫在爱情中的莎菲，
而是向更深层次书写诚实灵魂的蜕变。
她们生在大山中，没有任何卑微，也不存
在认知缺陷，相反都是大家公认的灵光
人。 如果说，山腊梅的真实让人莫名感
动，那么柳晓云的存在也必须要加以关
注。 试想，一个富家大小姐，压根看不起
“光眉画眼，心眼瞎”的堂哥柳三安，这厌
恶全然发自内心，所以才会情愿撒谎，也
要去参加腊梅的婚礼，这是她温柔与坚
强并存的精神品质。 由于不满父亲收取
佃农土地，父女发生争执后并离家出走，
在当时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反叛，但在
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晓云依然坚
守内心，用温柔力量关爱着他人，又在坚
强意志着面对着生活种种磨难。 这种精
神风貌犹如一缕春风，不断地带给人以
温暖和希望，为小说增添着亮丽的色彩，
推动着故事持续发展。 其实，作家还描
绘了“麻利敏捷的女人”水彩莲，“人家也
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有男人的风度
和气概；而且机灵、稳重、厚道，难得的人
才。 ”这些个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无不
反映着社会现实和人性现状，这或许才
是《黑山虹》传达出的主题感悟。

在小说中，山腊梅、柳晓云的创业是
条主线，关联着一群人的生活图景。 女
性人物的精神，始终在故事发展中交织、
碰撞，一如“织女星”般不同、亮眼，作为
一群小人物，她们对于生活的本相就是
坚守、坚持。 山腊梅最终办起了丝织社，
柳晓云在 34 岁时和心上人见了面。个体
丰富且完整的情感世界，努力而不放弃
自我的生活空间，逐渐在为丝织行业增
添着细腻和温暖，构建着一个丰富而又
呈开放式的世界，凸显出女性在桑蚕和
棉织丝织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作家孙扬深情讲述着陕南独特乡村
习俗、文化生活 ，也真情流露出他对乡
村、家族的生活记忆，对传统乡土社会的
深切怀念。这和他的生活阅历密不可分，
尤其是随着故事的深度融入，这种个人
化的体验，就更有着个人自传的意味，无
不透露着作家内心世界的喜爱和向往。
的确，故乡题材始终为作家们所关注，可
是《黑山虹》中流淌出对生活意义的回
望， 却在不经意中承载起了时代发展变
化的感悟和思考。

作为一部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写实
性小说，《黑山虹》在表现斗天地 、求生
存、动情感中，不断地用思想触及着生活
的内核本质，反映日常不为人知的人生
百态。 在创作手法表现上，孙扬巧妙地
运用了多线叙事结构，把细腻的心理描
写和生动的细节刻画结合，继而引领读
者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感同身受这些角
色的情感变化，丰富了故事情节，强化着
作品的层次感、可读性。

孙扬也有遗憾的地方，他并未达到
原本 45 万字的计划，“好像有点草草收
笔，有些人物的命运留下悬念”，这并不
影响故事如何扣人心弦。 《黑山虹》看似
围绕丝织作坊展开着矛盾冲突，实际在
利益争斗中发掘着人性光辉，也在社会
变迁和时代发展中，逐步引导读者对历
史、文化、经济等方面进行感悟。 当然，
我们也可以把山腊梅夫妇和柳化谋之间
的商业竞争，视为不同阶级之间的残酷
斗争，视为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呈现。 孙扬深谙文艺创作的规律，在多
重视觉转换表现下，客观表现出人物复

杂的性格特征， 渲染着文艺创作的精神
底色。这种独具匠心，赋予了作品以文化
意蕴和艺术魅力，时时处处都表达出了，
他对故乡传统农业文明的怀念与敬意。

此外，《黑山虹》 的还使用大量象征
和隐喻手法，拓展作品内涵和思考空间。
“黑山虹”这一意象，注定不会只是自然
现象的说明， 更多象征着陕南桑蚕和棉
织丝织行业的起伏与希望。 虹通常出现
在风雨之后， 它的出现是大自然对历经
磨难的一种抚慰和奖赏。 而要是表现在
小说中，“虹”暗合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
在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市场的冲击、技
术变革后， 依然展现出坚韧的生命力和
美好的前景。 “虹”也可以代表以山腊梅
为首的一群创业者的不断付出， 尽管行
业发展道路始终曲折， 她们却在坚持和
创新中迎来了曙光。 如果还要继续剖析
“虹”的意义，它多彩的颜色也分别代表
了丝织行业的一个方面， 或是精湛的工
艺，或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或是劳动者的
辛勤汗水。黑山的郁郁葱葱，天空的湛蓝
如碧，这些色彩和桑蚕意象相互配合，很
容易营造出一种热烈、神秘的氛围，增强
着故事的视觉感染力。 “虹”还象征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陕南这
片土地上， 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承载着
人们的生计和梦想，“黑山虹” 的出现无
疑是美好的预兆， 激励人们为实现自己
的理想而不断努力奋斗。 这就像作品中
频繁出现的古老织机， 作为传统技艺的
传承和坚守，尽管时代在不断变迁，可精
神传承却始终不变。 书中还不时地出现
着“桑蚕”意象描绘，它是桑蚕养殖的成
果， 也是生命的孕育和蜕变， 与人物成
长、命运转变相互呼应。

三

孙扬生于汉江岸边， 坚持创作六十
多年，人生经历和创作经验颇为丰富。在
这部饱含深情的地域画卷中， 精心勾勒
着不同的场景和人物， 这多少和他的语
言文字相关联，简洁明快、朴实生动，犹
如潺潺溪流，清澈而流畅，始终不失灵动
和细腻， 很容易让读者置身于生活的画
面感中。 “黑山的峰峦连绵起伏，像是大
地沉睡时起伏的胸膛，晨曦洒在山上，给
那一片片墨绿的森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
纱衣。 ”如此描写，让人看清着山的壮美
景致， 也能感受到黑山独特而又宁静的
氛围。

成长于陕南这片神奇的土地， 孙扬
对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有着深厚的感
情。在本书中，他为能形成独具地域特色
的语言风格， 赋予人物以喜怒哀乐的形
象， 总是见缝插针地使用韵律优美的语
言， 在长短句中表现陕南地域的独特韵
味。 如“你不要和你爹拧瓷，拧瓷有啥好
处。”话糙理明，晓云坚持自己主见，不为
人轻易撼动。而求子心切的申治平，每次
都觉着“咋老是不来劲。 ”最后只能失望
地回到自己房间， 很委婉地回避了男人
的自责和内疚。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
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凝练， 充满着浓郁的
生活气息，增加着叙事的深沉和紧迫感，
也让每一个场景、 每一种鲜活情感跃然
纸上，不失典雅与优美。

说到优美， 就离不开历史洪流对个
体命运冲击时的坚韧， 困境中不屈不挠
的精神力量坚守等。在这部作品中，作家
频繁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在表现山腊
梅的内心的诗意外，又融合色彩、民俗、
情感和自然景观， 难道是要带人穿越时
空， 在诗意中目睹劳动者辛勤付出与智
慧结晶？ “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
是诗之超越。 ”相信作家的用意，不只会
单纯地宣泄和抒发情感， 它的使命是要
让这群人的梦想、挣扎与桑蚕、棉织、丝
织命运紧密相连在一起。

在现代工业化的浪潮冲击下， 传统
的农业文明逐渐式微， 若是继续深入探
究这部充满人文关怀的著作， 发现它不
仅是部耐读的小说，更是对一个时代、一
种文化的深情缅怀与致敬 ， 具有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在 。作家无论是
描写自然风光 ，还是刻画人物内心，他
对于情感的寄托和象征， 无时无刻地应
和着这诗意的世界， 使得故事演绎恍若
心灵旅行， 而这都与作家的文化底蕴相
关。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收藏了一本
木刻的《桑织图》图册，记录着清代后期
我国陕西地区从事桑蚕生产的景象，而
在《黑山虹》中，作家也提到了在石泉出
土的鎏金铜蚕，据《石泉县志》记载，此地
古代养蚕业很兴盛，在汉代时达到高峰，
织品不仅畅销国内， 而且通过 “丝绸之
路” 销往中亚和欧洲。 由此可见，《黑山
虹》 的时代意义显明，“只有务桑养蚕缫
丝织绸，才能活跃丝绸贸易，进一步开拓
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让小说如同一
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 重新再现陕南
山区务桑养蚕， 推动缫丝织绸业发展的
历程，尤其在对桑蚕养殖、棉织丝织工艺
的详细描述中， 更是将这一行业的兴衰
起伏、 传承与创新， 细致入微呈现给读
者， 从而为中国桑蚕和棉织丝织行业树
起了一座丰碑。
(作者系著名作家、武警工程大学教授)

陕南桑蚕与棉织丝织的生动画卷
———浅谈孙扬长篇小说《黑山虹》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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