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此心安处是吾乡》将镜头对准了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简单来说，综治中心就是

接收群众信访诉求、调解群众矛盾纠纷、提供

群众法律咨询、服务群众办理事项的平台和

窗口。综治中心直面老百姓，解决民生难题，

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对这一小切口的选

取，实则提供了一个大视角，剧作以中平市富

春新区综治中心为枢纽，将百姓生活中的一

系列民生问题汇聚勾连起来，共同构建起一

幅完整而真实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图景。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生命线。《此

心安处是吾乡》能够引起广泛反响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其直面现实问题，真实地将之呈现

出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剧中，可以

看到养老院老人争空调、广场舞扰民等日常

生活纠纷；更有保险理赔、商品房烂尾、老赖

执行难、网约车安全、电信诈骗、网络诽谤和

网络暴力等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重大民生问

题，几乎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痛点、难点一一纳入其中。这种对

创作素材的真实撷取十分难得，正如剧中程

海疆所言综治中心工作原则一样，做到了“不

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坚决地解决问题”。

特别是剧作以鸿阩集团烂尾楼事件作为贯穿

性的叙事主线，并由此引发大量次生问题，对

这一关涉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热点事件进行

了极具深度和力度的展现，使观众产生感同

身受的强烈共鸣，反映出创作者正面揳入生

活现实，纵深开掘，敢于担当的创作态度。

二

现实主义创作反映生活真实，是基于“源

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以主观认知

和情感对现实进行能动的把握。优秀的文艺

作品往往能够用真情抚慰人心，以光亮烛照

生活，而贯穿《此心安处是吾乡》全剧的主基

调正是真情。

这种真情首先体现在综治中心工作人员

在与老百姓打交道时，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

百姓的角度，替他们解决问题，与百姓同心共

情，为百姓排忧解难。如在赵家老太自杀的

事件中，综治中心帮助这个家庭解决实际问

题，一系列的暖心之举，治标更治本，真正消

除了影响平安建设的潜在因素。

而当女博士张哲遭遇网络诈骗时，综治

工作人员与百姓心连心的真情更是体现得淋

漓尽致。为使张哲免于被骗，综治中心副主

任张凤娇哪怕受到张哲的误解和嫌弃，仍然

放弃休息，全天陪护。当最终骗局被揭穿，张

哲难以接受自己被骗的事实，张凤娇更是不

惜自揭伤痕，以自己的婚姻经历唤起张哲对

生活、对爱情的希望。正如张凤娇所说：“我

愿意把富春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当成是我的

朋友、我的家人，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我

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一种以人为本、

充满温情的工作态度和方式，超越了通常意

义上的“治理”关系，升华为人与人之间本真

的温暖与互爱，对这真情一幕的典型刻画，赋

予了剧作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

同时，剧作对综治中心正面人物形象群

体的塑造，深入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

了综治工作者作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如主

人公肖立明刚上任综治中心主任时，由于长

期从事的是学术工作，缺乏与人打交道的基

层工作经验，在处理赵家三兄弟、张哲事件失

败后产生强烈的挫折感，自我怀疑，打起了退

堂鼓，想要调离综治中心。还有一向要强的

张凤娇因为自己对工作的热爱，却得不到亲

人的理解而产生迷茫。这样的情节设置是对

基层综治工作者辛劳工作的真情体察，揭示

了他们多元、立体、真实的情感面向，使人物

形象散发出一种亲近感和可信感，观众由此

更能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艰辛与不易，多了

对综治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三

一部有理想追求的文艺作品，除了通过

对生活的能动摹写，使观众获得丰沛的情感

体验外，还应该努力开掘现实的可能，探寻生

活的道理，启迪人们更好地处理现实生活。

当前，平安中国建设仍然处于不断向前发展

的实践进程中，面对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问

题，《此心安处是吾乡》体现了创作者对如何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继续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

深入思考和主动探索。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怎样处理好各种纷

繁复杂的矛盾关系，非常考验基层治理的水

平。剧中网约车停运整改事件牵涉面较广，

一边是网约车平台运营不规范，使群众安全

受到威胁；一边是平台停运将会使几万网约

车司机失去收入，生活陷入困境，地方经济发

展停滞，这一复杂的两难处境对社会治理提

出了更高要求，需要突破已有陈规的束缚，创

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既要有解决难题的

智慧，更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以及寻求真理

的坚持。为解决网约车平台无序发展问题，

肖立明面对网约车停业整改可能影响部门考

核成绩的因素，仍然坚持将保障百姓平安作

为第一选项。在肖立明看来，考核名次虽然

重要，但考核的目的是促进工作，而不是为了

简单的排序。这样的价值取舍为优化政绩观

念提供了思考空间。最后，肖立明用真诚获

得广泛支持，巧妙地化解各方矛盾，顺利推进

完成网约车平台的整改，做到科学发展与有

效治理兼顾，是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新思

路、新探索。

平安中国的建设仍然在路上，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是

对新时代平安建设实践的艺术化再现，更是

一种真情的呼唤，希望通过优秀文艺作品的

感召力量，让人人都参与到平安建设中来，共

同书写平安中国。

□ 梁 波

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

聚焦基层治理 书写平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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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影 评

杂 谈

文 艺 评 论 是 新 时

代 文 艺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工作，新时代的文艺评

论 应 该“ 发 挥 价 值 引

导 、精 神 引 领 、审 美 启

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

文 艺 健 康 繁 荣 发 展 ”。

文 艺 评 论 工 作 者 应 全

面 贯 彻“ 二 为 ”方 向 和

“双百”方针，坚持创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开

展科学的、全面的文艺

评论。

一

媒介改变了文艺发

展的景观，网络文学、网

络剧、网络综艺、网络电

影等网络文艺，以及短

视频等泛文艺形态，成

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

内容，重构了当下文艺

发 展 格 局 。 而 借 由 网

站、公众号、短视频推送

的文艺评论以及在社交

平 台 应 用 上 发 出 的 评

论，构成了网络文艺评

论新形态。在当下，网

络用户与专业批评家、

研究者共同创造了多圈

层、多形态的文艺批评

景观，但也存在两种尴

尬处境。

一 是 传 统 文 艺 批

评 面 临 网 络 文 艺 新 现

象 、新 问 题 ，有 时 解 释

力不足。主要是互联网媒介思维的差异，部分专业研究

者、评论家的文艺观和评价标准难以解释网络文艺创作

中的新现象、新问题。

二是网络文艺评论传播迅捷、影响广泛，但自身尚

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出自视频观众的一条弹幕，一个

热搜话题的讨论，从发起到获得普遍参与，传播力和影

响力远超传统文艺批评。但同时，网络文艺批评“先天

不足”，在看似自主的表象特征下，存在局限性。

由此造成当下文艺批评的现状是传统文艺批评式

微，而网络文艺批评面临多重矛盾。

二

商业运作和算法机制等不断引导大众卷入文艺批

评的话语生产，网络文艺批评“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

验和实践活动”大量产出。如常见的网站口碑评分和

“三分钟看电影”“五分钟看电影”，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

简化为参评人数和评分等级，或对文艺作品的拆解，对

视频画面、配音、音乐的剪辑组合，往往不是为了评价讨

论，而是以获得流量为目标，对艺术作品的拆分，对评价

过程的搁置，甚至出现随意解读、未播完先点评的情况。

在 内 容 上 ，“ 吐 槽 影 评 ”“ 爽 感 剧 评 ”成 为“ 流 量 密

码”，专门发现和寻找情节的逻辑漏洞、常识错误、穿帮

镜头等。此时的观点有没有道理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谁能赢得流量。

在网络文艺批评中，公众号评论的内容篇幅和书写

形式，与传统文艺批评最为接近。但是，当视频、截图、

动图、表情包、音乐等与评论文字等量齐观，便发展出

“图文一体的综合视听娱乐产品及一种文化产业意义上

的内容生产，这自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作为话语和文本

的批评”。文艺评论不再是文字书写，而是对作品或其

他素材的截取、拼贴、重组等媒介操作；对读者而言，可

以不必依照文字表述顺序，不必进行完整的线性阅读，

而是进入“没有维度的、飘散的”“非线性的或者谈不上

线性或非线性的”“杂糅的”数字界面。

弹幕评论也存在这一问题。发送弹幕即时评论、自

由交流，体现了网络文艺活动的互动和社交属性。不过

弹幕语言多以吐槽个体感受为主，使用者经常接力吐

槽，以刷屏方式强化观点或情绪。

有的网络文艺批评还通过创造、拼贴、挪用等方式

重新编码语言符号和语法。例如发弹幕可以使用弹幕

术语，在豆瓣交流评论电影则有行话“密语”，均有意悖

离日常语法规范，表现出对传统文艺批评话语的抵抗或

颠覆。但是，不同圈层文艺批评的“密语”“行话”，正在

生成新的话语隔阂，网络时代“圈层化”交往方式，导致

网络评论经常出现“非黑即白”的对立与争吵。

三

文艺批评的功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为文艺作品提供

阐释、为受众提供信息、为文艺理论构建和艺术史发展提供

材料等，文艺批评通过话语生产，对世界及意义进行阐释。

文艺批评话语应该是丰富、自由的，基于审美和对文艺作品

直觉的批评。简单粗暴、支离破碎的消费式评论，无法契合

艺术的本质追求。为此，应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充分尊重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的大众性，营

造自由开放的批评话语空间；面对互联网数字化所带来的

网络文艺新现象、新问题，应充分考量网络时代文艺的沉

浸性、体验感、交互性等媒介性，更新对网络文艺的认知，

以批评研究的立场阅读观看，以建构的目的批评鉴赏，避

免文艺批评理论与创作实际的隔阂脱节，逐步建立能够有

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现象和问题的话语和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应加强网络文艺批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以贴近中国文艺现实、秉持中国文艺情怀的理论

引导批评话语的生产。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

重新审视传统文艺批评对评论技巧的要求、对文字书写的

重视，在媒介视觉化、视频化发展中，在当下大众文艺批评

大量出现的时候，坚持批评话语理性思辨、系统思考原

则。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建构有利于新时代文艺创作

和文艺理论发展的有效的文艺批评话语，形成良性健康的

文艺批评生态，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
赵
丽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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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讲述了失

意的篮球教练魏国铮，带领一群患有心智障碍

的青年组成“仁爱之家”篮球队，克服重重困

难，向篮球冠军发起挑战的过程。在一个个笑

料包袱之外，电影让观众在相对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走进故事情境，与人物产生共情，进而激

发对输赢、尊严、命运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好像也没那么

热血沸腾》没有铺陈悲伤的基调，而是以平视

的叙事角度塑造人物、讲述剧情。电影中，教

练魏国铮对所有队员一视同仁，没有因为队员

的特殊情况，就对他们敷衍塞责或过度保护。

魏国铮让队员自行购买车票，结伴外出吃快

餐；在训练进程中，魏国铮帮助队员们与社会

互动，让他们感受来自现实的温暖。这种对等

的创作理念将对特殊群体的关爱潜移默化地

融入生活，让观众走近这个群体、了解这个群

体，进而给他们更多宽容和支持。

喜剧电影一直是影视创作的热门选择。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的创作者把喜剧元

素与体育类型有机结合，使其迸发出独特的艺

术魅力。作品围绕“仁爱之家”篮球队的训练、

筹资、比赛展开叙事，通过魏教练观念的转变

和他与“仁爱之家”队员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

承 担 起 推 动 叙 事 与 营 造 戏 剧 效 果 的 主 要 功

能。从魏教练一开始对胜利无比执着，奉行

“打球就是为了赢”的理念，到训练和比赛中因

为不会与队员沟通而濒临崩溃，从了解到乐亮

打篮球的原动力不是“胜利”，而是让别人快

乐，到决赛最后时刻放弃追平比分的机会，转

而满足球员想要上场单打的愿望，创作以体育

电影的悬念和喜剧电影的幽默，编织丰富的戏

剧冲突，使作品生动感人而不失深刻内涵。

这部作品秉持一种温馨自然的艺术风格，

表现主要人物通过训练比赛进行心灵互动、获

得心灵治愈的过程，从而使观众对社会、生命产

生更深刻的理解。电影多次呈现“仁爱之家”的

篮球队员在大海边进行训练的场景，汹涌的波

涛与快乐的氛围相映成趣，给人以奋进的力量；

“仁爱之家”颇具童话色彩的大门与室内的原木

家具，构成爱意浓浓的温暖空间；还有那些被命

名为“小白”“魏翔”的手工玩偶，无不向世界透

露着童真与纯粹。这些场景从侧面展现了创作

者对生命的尊重和剧中人物对生活的热爱。正

如片名“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影片讲的不

是胜利，而是尊重。创作者试图通过亦庄亦谐

的故事讲述，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面对人生的

各种境遇，进而表达“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的主题。其探索拓宽了体育电影的

创作思路，丰富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手段，具有一

定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李 娟

体育精神的深度表达

近日，由甘肃省委宣传
部等联合摄制，任重、安悦
溪、刘奕君等主演的电视剧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
播出。

该 剧 讲 述 了 年 轻 的 法
学教授肖立明，回到家乡中
平市富春新区担任综治中
心主任，面对一系列基层社
会治理问题，他带领团队不
断克服困难，守护一方平安
的故事。

电视剧《此心安处是吾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