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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烂漫时》：结果很争气

□张宇

一部23集的《山花烂漫时》，
哭一集笑一集，又哭又笑又一
集。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和她的
学生们、老师们的故事，就那么
生动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不仅不
苦情、不矫情，反而有一股百折
不挠、昂扬向上的明媚与底气荡
漾其中。这部之前没人看好的主
旋律电视剧，在播出后靠着观众
口碑一点点浮出水面，在豆瓣上
成为与《漫长的季节》一样的年
度TOP1。

作为以现实先进人物为原型
创作的主旋律影视剧，最大的难
度是怎样让观众看到一个有血有
肉、真实可信的人，如果人物只有
皮相，没有饱满感人的细节等骨
肉支撑，观众就没有同理和共情，
先进人物的品格与精神的感染力
就无从谈起。

《山花烂漫时》首先给了我们
一个热情、肯干、悲悯、百折不挠，
甚至有点偏执、有点“虎”的“张校
长”。为了改变大山里女孩子的命
运，让她们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阻断大山里的愚昧落后，用教育
在女孩子的心里种下希望、理想、
信念的种子，张校长简直“无所不
用其极”。

为了说服辍学或不上学的女
孩子上学，张老师面对的是大山
里愚昧落后的观念和这些女孩子
的混沌，对15岁就想通过“卖钱”
式嫁人改变命运的谷雨，深知内
情的张老师粗声大嗓训走了媒
婆，用分期付款3万元的办法呵退
了她酗酒的爸爸；用“铁头功”警
告了蔡桂芝的爸爸打妻子是违法
的，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在爷爷
认为女孩是赔钱货的观念下，失

去父母的宁华走进学校考虑的是
怎么赡养爷爷……这些女孩子认
为她们过的就是正常的人生，她
们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种环境里的她们本来就是落后
愚昧的一部分。大山里贫穷不是
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根植在人
们心中愚昧落后的思想。张老师
要通过教育开阔女孩子的眼界、
心胸、格局，改变大山里的愚昧落
后，但这何其难，由此也跃然屏
幕。

为了建立华坪女高，让女高
运转下去，张老师四处化缘，她跟
马副县长和教育局周局长，以老
大姐的身份软硬兼施，硬是争取
他们做了“同盟”，平时意见争执
不少，关键时刻绝对一条战线；到
老板那里筹款该捧捧，该巴结巴
结，厚着脸皮蹭酒局拉赞助；对认
捐不出钱的老板，死盯、锦旗“逼
迫”，反正是用尽浑身解数，逢山
修路遇水架桥，一句话：能屈能
伸，干就完了。

为了给华坪女中招到高质量
又安心教学的老师，她根据实际
情况，夸大待遇与名誉“诓”；年轻

人想摆脱父母独立，那就让她证
明自己；有的老师有热血与理想，
想改变家乡落后状况，那就大力
欢迎；有追随喜欢的人而来的男
教师，变通一下女中不招男老师
的规定，约定三年不准恋爱，让他
顺便做一下女生的“保镖”……

建立起华坪女高只是第一
步，怎么培养这些参差不齐的女
学生才是重点：安排食宿，处理学
生各种心理、情绪、突发状况，让
她们安心学习出成绩，考上大
学……亲自做时间实验制定规
划，跟隔壁重点中学吃饭靠抢，学
习靠拼。表面打压式教育半路退
学出去打工的谷雨；翻山越岭给
男孩子性格的宁华普及女性生理
知识，安抚她害羞、不知所措以为
患上绝症的心；蔡桂芝的爸爸工
地突发脑溢血，她从外围关注这
个内心孤僻但学习百分百努力的
孩子，不把她作为鉴定自己教育
成果的工具，瓦解了柳细莺的早
恋……

找学生、找资金、找老师，管
理学校、留住老师、提升成绩……
一个个困难纷至沓来，又被张老

师逐一化解和跨越。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为女高全情投入，纯粹而
热烈的张老师。

其次，得益于女编剧的脚踏
实地，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有特色
的学生、老师和基层干部形象，这
些人在剧中展现得有来路、有去
处，真实可感。

除了庄谐并存的马副县长和
教育局周局长，还有一群热情认
真的年轻教师：家境优越却选择
扎根女高的丁笑笑，出身华坪、反
哺家乡教育的魏庭云，追随爱情
坚守在女高的姚小山，还有在家
里又憨又怂的陈四海，集教导主
任、财务、司机于一身，是张老师
的左膀右臂……他们的故事也许
不长，但都立体而有意思，他们带
着大爱而来，与张桂梅一起成就
了华坪女高。

还有女高的女学生，谷雨、蔡
桂芝、宁华、柳细莺……每个人背
后都有一个“故事”：谷雨爸爸为
啥酗酒泼皮，蔡桂芝父亲家暴妻
子，宁华的爷爷不认可女孩读书
的意义，柳细莺想早早相亲嫁
人……

看着这些人如此丰满而鲜
活地一起走过了三年艰苦奋斗
又充满乐趣的华坪女高之路，真
的是感慨万千，改变大山里的愚
昧落后是如此之难，然而教育的
春风化雨又是如此震撼人心。有
笑有泪的观看过程，也是我们真
正理解、真正走近张桂梅的过
程。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电视剧
在张老师的回忆、与学生的谈心
中，回答了她创办女高缘起，她对
华坪乡亲的感恩之心、期待女孩
们接受教育之切，没有什么符号
化的堆砌。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张
桂梅坚持办女高，百折不挠？的确
是党员的赤诚和信仰，同时《山花
烂漫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自然的过渡：走投无路的她在翻
阅老师们的档案时，发现有六个
党员，找到了战友就找到了前进
的帮手和动力；为了增加女高学
生的学习动力和凝聚力，她和学
生们一起看红色电影，也是给自
己充电回血。这种对人物精神内
核的刻画精巧而自然，没有硬上
价值，硬拔高之嫌。

当然，任何一部好的电视剧，
都离不开演员的二度创作，一贯
擅长演大青衣角色的宋佳，抓住
了人物的内核和精气神，为我们
演出了一个接地气、人物性格鲜
明的张老师。她脚踏实地又能说
会道，认准的事勇往直前又懂得
变通，却不屑虚与委蛇。有时候又
轴又虎，但没有冲劲和韧性又怎
能愚公移山创建华坪女高，并让
第一届学生都高考上线？

举手投足都沉浸于人物中的
宋佳，眼神中充满了的慈祥、悲悯
和坚毅，她让剧中的张桂梅和女
孩们看到了苦难、经历着艰辛，却
开出了乐观昂扬的花。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视剧，《山
花烂漫时》一开始没人看好，却以
过硬的质量刷出了观众口碑，恐
怕有不少人已经为它预定了明年
的白玉兰、金鹰奖最佳电视剧、最
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吧。

2024年10月18日 星期五 A07文娱

闻艺主张

宋佳：为什么演完“张桂梅”后劲这么大
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播出后深受
观众喜爱。

演员宋佳以细腻爽利的演技
还原了一个张桂梅都认可的“张
桂梅”。讲起她与张桂梅交往的细
节，讲起拍摄时的种种场景，宋佳
说，还是需要平复下心情，她说：

“饰演张桂梅老师，后劲太大了。”
最早接到这部剧邀约时，宋

佳第一反应是“有点不太敢相

信”，她觉得自己“高高大大的”，
外形不接近不说，要去演绎一个
全国人民都尊崇的“时代楷模”，
心里没底。

怀着敬意和诚意，《山花烂漫
时》主创团队三年赴华坪采风二
十次，在与张桂梅老师长期接触
中，他们达成共识：讲述张桂梅事
迹的“山花”，应是最大化还原真
实的真诚之作，是自带“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的热血之作，一如张桂

梅老师本身呈现的生命底色。
拍摄进入后期，宋佳唯一的

担心，就是怕演不足张桂梅老师
对学生的那份爱。她会跟导演费
振翔诉苦，“怎么越演越惭愧”，虽
然她把戏里的学生演员也当成自
己的孩子，也爱他们，“但怎么跟
真实的张老师比”。

演完《山花烂漫时》剧本，“生
命力”“精神力量”“传承”“信仰”
一些抽象的概念在宋佳这里具象

化了——— 她记得第一天去华坪女
高时，天气非常好，十六七岁的女
生们穿着红色的校服，青春而好
看，阳光下一片红彤彤的，“那个
瞬间你就觉得生命很美好”，宋佳
看到了闪闪发光的“生命力”。

最令宋佳震撼的一场戏，就
是在女高最艰难时，张桂梅老师
拉着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她坦言，
在那场戏开拍之前，一时捕捉不
到“那个触动我的东西”，琢磨着

“为什么张老师他们会抱头痛
哭”。技巧性的哭戏，对这位实力
派演员不在话下，可她希望捕捉
到这场哭戏背后传递的情感和深
意。

宋佳深信，扮演“张桂梅”这样
一个角色，“张老师那种高贵的无
私的精神力量，一定留给了她”，

“绝处逢生 逆风翻盘”的女高精
神，会成为她一辈子的座右铭。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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