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香一瓣

天山，是浙江省磐安县仁川镇海拔近千米
的一个村，390多户、1000多人，从县城出发需
驱车盘旋七八十分钟。原先偏僻落后的天山
村，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县样板村，
获得了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
AAA级旅游景区村等荣誉。

村里人异口同声地说，是阿宝书记领着村
民走上天山共富路。

（一）

阿宝书记真名叫羊宝，回村担任村支书才
五年时间。都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一声“阿宝书记”就是最好的口碑。

天山村原先叫西产村，2018 年 12 月，西
产、马岭、下余三个自然村撤并后成了天山村。

因为村里穷，羊宝 17 岁就逃出大山谋出
路。凭着山里人的肯吃苦精神与一股子钻劲，
羊宝从练摊起家，经过二十多年打拼，先后在
常熟、东阳创办了规模较大的实业公司，有上
百名员工，除了经营性收入，每年光房租就达
三四百万元，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一个电话改变了羊宝的人生轨迹。
那是2017年3月，仁川镇委书记在电话里

说：“你过年回老家都看到了，周边的村是十美
村、红旗村，你们村是破落村、黄牌村，你姓羊，有
发展理念、有经营策略，镇里反复摸底、比较了一
下，请你回村当领头羊比较合适。考虑考虑。”

羊宝决定回村看看，从村头走到村尾，从田
野爬到山上，越看越焦虑：路，是坑坑洼洼的土
路。房，是歪七扭八的破旧房。山，是黄茅苍苍的
荒山。人呢，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留守老人。这等
势态，怎么个振兴，怎么个共富？得有个法子啊。

“我想回村竞选支书。”吃饭时候，羊宝抛
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放下碗，盯了他许久，略

带愠色地回他：“有好日子不过，回村讨气受。
你那么小就出去闯，不就是为了挪出这穷窝
吗？你还回来，哪根筋搭牢啦。”

“办企业赚得再多，也没有比领着村里人
一起共富更紧迫、更有意义。”羊宝开导父母。

换届选举会上，羊宝在竞选演讲中自信满
满地陈述：“别看咱村山高沟深，宝贝多着呢。
这里有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好资源。我来参选，就是想带领全村人
利用山清水秀的自然禀赋，一起掘宝。”

羊宝以高票顺利当选。

（二）

羊宝新官上任，首先瞄准大家最关心、最
迫切的村庄环境整治问题。轰隆隆的挖掘机
开到现场，还没开挖，尖酸刻薄的谩骂声铺天
盖地袭来，羊宝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当时，沿溪两旁都是旱厕、猪圈、破矮房，
雨天路上溢满粪水，不穿套鞋难以下脚，晴天
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四处乱窜。前几届村两委
多次整治，阻力很大，难以奏效。

70岁的羊全早是村里的养猪户，他操起锄
头，一屁股坐到挖掘机上，气汹汹地放话：“谁要拆
我的猪栏，就跟他没完。”当天晚上，羊宝提上米酒
跑到羊全早家，边吃饭边掏心窝子。“老哥放心，拆
了旧猪圈，我要办个生态猪圈，到时候你多养几只
都行。”羊全早一听，那试试呗。

走了东家走西家，羊宝一家家上门，没日
没夜做村民思想工作。村内公厕没建好，他自
掏腰包买了 80 只马桶，挨家挨户送上门。村
民存栏猪一时无处养，他高标准建起 120 头规
模的生态共享猪圈。

做到这等程度，拆起来应该顺利了吧？没
有。村民提出，我家拆，别人家不拆怎么办？羊

宝当着村民的面、态度坚决地说：“我家先拆！”
挖掘机伸出有力的臂膀，在房上轻轻拍了

拍，羊宝父亲新造的辅房便轰然倒塌。羊宝在
村里的威信一下树了起来。

仅一个月时间，涉及 126 户、5400 多平方
米的破旧违法建筑得到全面清理，紧接着，羊
宝精心给村庄梳妆打扮，实施景观提升工程。
半年后，县考核验收组进村，用了“脱胎换骨、
美丽蝶变”来评价。

环境好了，如今，全村农家乐已有 20 家，
床位 300 多张，夏天游客多得住不下，笋干、南
瓜、番薯等农产品供不应求，村民人均增收
7000 多元，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村里人终
于明白——羊宝指挥的挖掘机，原来是带领村
民在掘宝。

（三）

“去，带你去山上看看。”山，是村后的公岩
头。爬到一棵挂满油茶果的油茶树旁，羊宝兴
奋地说：“以前这里是一大片荒废山林，现在都
种上了油茶。看着一颗颗饱满的油茶果挂满
枝头，我心里特别踏实。”在他眼里，这些油茶
林真正是天山的“摇钱树”。

返村任职的羊宝寻思做“山”文章。“乡亲
们听种油茶，积极性并不高。”羊宝说，村民担
心投入大、见效慢，没花头。

羊宝算了一笔账：每亩收益按 2000 元计
算，这 1200 亩油茶山，每年能给村里和农户增
加240多万元收入，只要科学管理，丰产几十年
不成问题。村民们被说动了，70多户农户手中
的 500 亩闲置荒山很快流转过来，加上村集体
的 700 亩，全部种上红花油茶。村里与农户签
订协议：农户山上的油茶由村里统一种植、管
理、销售，收益按集体与农户7：3分成。

1200 亩的基地被列入省重点扶持的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共享猪圈的粪便经过处理，成
为油茶林优质的种植肥料。油茶未到盛产时
节，上门要求签订供货订单的企业来了好几
拨。基地的活，尽量留给村民做。“我在基地务
工三四年了，每年能挣 2 万多元，山上我还有
10多亩油茶，每年分红至少6000多元，老有所
依啰！”羊耀传说，像他这样的村民还有几十个。

一亩山掘出万元钱，在天山，已不是梦。

（四）

天山的水，同样是“风景这边独好”。
村口的停车场旁，一座廊桥犹如彩虹般从

河流上跨越而过。三五成群的垂钓者目不转
睛地盯着平静的湖面。“这是这两年刚修的天
山湖。”

一个偏远高山村，底子薄弱，短短五年办
了那么多实事，哪来的实力？

羊宝道出招数：一是吃透政策，现在惠民
政策力度大；二是包清工，建筑材料货比三家，
几年下来省下几百万元。还有一条很关键，就
是开辟财源。湖一建成，每年发电收益 7 万
元，垂钓实行会员制，每年 2 万多元收入，村里
还有生态猪圈、山林、村综合楼等租金、分红收
入，再过两年油茶基地也有进账⋯⋯他刚接手
时，村里账面上负债上百万元，现在不仅还清
了债务，还投入 1000 多万元搞项目，村集体经
济存款达400多万元。

省优秀共产党员、省担当作为好支书⋯⋯
荣誉接踵而来，而羊宝依然一身工装、马不停
蹄地奔忙在天山之间。他已开始实施新的计
划：天山村联合周边的天马、天龙、青梅等村成
立党建共富联盟，推动高海拔山区农村迈向共
同富裕。共富之歌，在青山绿水间回荡。

天山村有个“阿宝书记”
陈新森

有一年夏天，爱人说要吃车厘子，去逛了超市，可惜
下架了，只买了一盒桑葚和两盒蓝莓，“卢橘梅子黄，樱
桃桑椹紫”，网上将桑葚评价为“农人之所爱”，就像农村
特有的零食。

桑葚是聚花果，一粒粒聚集在细细的花梗上，恰似
一串迷你葡萄，送入口中酸甜尽可知，再将花梗一抽，便
染红了指头，此时便读懂了“殷红莫问何因染”的韵味。

小学时，养蚕宝宝是一种男女皆宜的风尚，我也偷
偷养过。诵读课文时，用书本遮挡住老师视线，悄悄从
桌子下抽出养蚕盒，然后看上几眼蚕宝宝，为枯燥的课
业增添一丝欢愉。为养蚕，我向同学要过桑叶，却只知
桑树，不知还有桑葚。大学的好友陶工是位工程师，家
在湖州织里，他们那边每家都会种几棵桑树，每次谈起
桑葚，陶工脸上都会洋溢着迷醉的表情，转头跟我说：

“好吃！”可惜与他同窗四载及至去喝他喜酒，都未曾品
尝过他家的“农家零食”。

如今，在超市和农村，我都很少看到桑葚，家里也
从未用它来招待客人，偶尔看到街边有小贩在兜售。
不过别看桑葚在水果界“不入流”，想当年它还有“帝王
命”咯。这里讲个故事，西汉末年，刘秀兵败逃亡，躲在
破砖瓦房里，靠吃桑葚才保住了性命，后来刘秀做了汉
光武帝，下旨给桑树封王。可那时桑树果实已经摘完
了，太监错将旁边硕果累累的椿树当成桑树，宣了旨，
错封了王。

桑葚每年四到六月份成熟采摘，那时味道更津
甜，而我在春风二月就吃到了，按时下网络语说：“我
可能吃到的是假桑葚。”桑葚成熟的季节也是情怀烂
漫的时候，乡人陆放翁“湖塘夜归”时写下“郁郁林间
桑椹紫，芒芒水面稻苗青”；李石在《左右生题名》写
道“泮林春风桑椹熟，集鼓坎坎闻晨挝”；王迈写有

“桑椹熟时鸠唤雨，麦花黄后燕翻风”。白居易、柳宗
元、欧阳修、范成大等亦留有诗词作品，可谓“桑果铺
成满地诗”。桑葚当以紫黑色的为佳，诗有云“桑椹
熟以紫”“止醉桑葚黑”。东汉蔡顺遇饥荒拾桑葚充
饥，一天碰到赤眉军问他为什么将黑色和红色的桑
葚放置在不同的篓子里，蔡顺说黑色的甜留给母亲，
红色的酸自己吃。赤眉军被他的孝心感动，送了白
米牛蹄给他。

一颗桑葚，勾起往事典故；一颗桑葚，引得众多文
人骚客赋诗填词。感怀之余，心痒也写了一首《桑葚》：
阅尽湖光丝绸府，遍寻织里蚕树镇。恰是春风二月时，
犹记陶友说桑葚。聚花密果似葡串，清甜舌尖染指
红。救驾光武错封王，午月熟时满地诗。

话桑葚
陈泽民

俯拍空镜中运河玉带般迤逦，古镇、里
弄、石板桥与烟火人家，柔美舒缓的音乐令人
心怡⋯⋯电视剧《运河边的人们》有水乡温婉
的韵致，更富含时代激荡壮阔的气息。围绕
运河治理，全剧构织起交织错综的矛盾冲突，
也贯穿着情、义、理、法的多方较量。在丰富
的人物形象塑造中，作品散发出浓郁的地域
风情，蕴涵着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美丽中
国的生机活力。

探寻运河治理的发展路径
《运河边的人们》围绕东江市大运河治理

与保护这一核心事件展开，以点带线、以线带
面生动书写了一个新时代的运河故事，其中
巧妙贯穿了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生态保护的
新思路与民生建设的新议题，涉及绿色低碳
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历史古迹的保护、失业
人群再就业、运河旅游开发、城乡共同富裕等
丰富内容。

剧中，创作者通过诸多散点事件来深入
呈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角力冲突，如大
运河周边企业的搬迁直接导致企业经营成本
提升、工人失业风险增加等问题，企业资方与

工人、企业与环保部门等多方矛盾一触即发；
在运河的“亮灯工程”中，领导李静山的“拉斯
韦加斯”方案和下属路长河的“水墨丹青”方
案展开正面角逐，本在市办公会获得压倒性
支持的李静山并没有动用权力就此拍板，而
是拿出小样交给群众去评判，“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道出了时
代心声，他们的分歧不在于个人水平高下的
较量，而是对生态保护与运河治理最优路径
的探寻与思考。

张力冲突中的人物群像
如该剧的编剧马继红老师所说：“好剧的

生命力始终在人的鲜活。”该剧塑造了多位个
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男主路长河个性耿直、
棱角分明，路长河的执拗看似不通人情，却是
最可贵的精神亮色，他对原则的执着坚守正
是对国民性中的模棱两可、和稀泥、“会做人”
等陋习最强劲的对抗力量。剧中，他与违规
运载化学品的货船死磕到底，他会为捍卫来
之不易的治理成果三番五次找偷排污水的国
有大厂讨说法，更会在得知北京来的童部长
要视察收到环保局高额罚单的企业后“不合
时宜”地出现⋯⋯大运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
卫士，才能重新焕发生机，也才谈得上生态文
明与美丽中国的建设。

男二号周海涛与路长河不同，他精明圆
滑，经常使用“小手段”与政府讨价还价，但作
品并没有采取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来把握这
个人物，而是凸显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
守底线，又挖掘了他在人性与情感上的复杂
性，揭示出人物在利益、地位与情感之间的纠
结与选择。

与男性角色命运的起伏变化相比，出场
时安稳贤淑的女主梁子言的经历更加跌宕坎
坷，也最出人意料。从出身优渥、岁月静好，
到被陷害锒铛入狱，经受母女疏离、出国深
造，再到付出艰辛代价的成长蜕变，她的人生
给人以启示，也令人唏嘘省思。

剧中，大运河是母亲河和生命之河，她既
是背景，更是全剧潜隐的中心，围绕着保护她
还是破坏她，政、商、学、工等不同行业、各色
人等因缘际会，营构出错综复杂的人情、义利
与法理冲突，为人物群像的丰富性提供了可
能的背景，也表现出创作者对中国人情社会
的深厚洞察力。

地域风情与文化的丰富表达
剧中路长河有句话说得好：“一个没有

个性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看得见山，
看得见水，能记得起乡愁。”剧中人如在画
中，水中倒影、粉墙黛瓦、旧式民居、延伸至

河水中的石阶、精巧的石板桥、或直或曲的
老弄堂⋯⋯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水乡风情，也
浸染了钟灵毓秀的运河文化。剧中，大运河
是母亲河，也是生命之河，承载着丰富的运
河文化：民俗、饮食、服饰、建筑、漕运、现代
科技以及生态文明错综交织，共同丰富着、
建构起运河文化，地域风情与运河文化为故
事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隽永氤氲的艺
术风姿。

运河文化更映射出时代社会变迁与百姓
的生活图景，随着剧情推进，运河边的人们在
运河沿岸治理、企业转型提升与大运河遗产
保护过程中也面临着工作转型、生活转变以
及心理不适应等诸多问题，透视出传统伦理
和现代发展理念的碰撞，经历了转型阵痛的
沿岸人民最终选择与孕育滋养他们的运河母
亲同呼吸、共进退，昭示出中华儿女重大局、
知变通、看长远的生存智慧，也与良性循环、
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现代生态文明蕴涵形
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该剧的某些段落对情感戏的把握有些生
硬，如路长河和乔雨不打不相识，在剧中渲染
得有些过度；路长河与乔雨、周海涛对梁子言
四个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有些段落给人以硬性
拉扯之感。（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教授，中宣部文艺局阅评员）

一脉长河水 悠悠赤子情
——简析电视剧《运河边的人们》

戴 清

钱塘艺评

2022年8月2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陆遥 联系电话：0571-85311378 邮箱：youfenglai2014@sina.com 钱塘江 3

炎炎夏日，酷暑难当。“蝉喘雷干冰井融，些子清风
有何益？”许多人选择用一场午睡来聊度夏日。我没有
午睡的习惯，便随手拿了本书，将里面的唐诗宋词略翻
了翻，忽然发现古诗里的夏日也是别有味道。

一说起夏天，人们最先想到的三样事物是蛙鸣、蝉
噪与荷塘。从“青草池塘处处蛙”到“流响出疏桐”，再
到“照水红蕖细细香”，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这些景致
和物语里度过。夏日的蛙鸣和蝉噪极是烦人，有词为
证：“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蛙鸣和蝉噪落入人耳中，让炎热的夏
天变得愈发热了。

夏日荷花美丽，且南北方各有不同。“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说的是杭州西湖的荷花，北方的荷花则要清瘦许多，

“ 乱 蝉 衰 草 小 池 塘 ”“ 微 雨 过 ，小 荷 翻 。 榴 花 开 欲
燃”。隐然间，地面上的热气似乎退去了一些，但似
乎又没有。

古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避暑自然不是一
件容易事。百姓只能因地制宜，有选择登楼的，也有
选择进山的。唐代裴度有一首《夏日对雨》，诗云：

“登楼逃盛夏，万象正埃尘。对面雷嗔树，当街雨趁
人。檐疏蛛网重，地湿燕泥新。吟罢清风起，荷香满
四邻。”若按照现在的科学常识来讲，雷雨来时躲在
亭子里纳凉是很危险的，容易遭雷劈，但古人或许不
知。诗人高骈则选了一个避暑的佳处，提到夏天，他
的《山亭夏日》被今人引用的次数最多：“绿树阴浓夏
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
一院香。”有树荫，有池水，有微风，有花香，在此处避
暑当可令人心旷神怡。不过，最洒脱不羁的还是非
李白莫属，他的《夏日山中》着实有些魏晋风流的意
思：“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
松风。”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
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几只萤火虫飞过，仿佛几颗星
子洒落，变成了一地的诗，随微风将诗意飘散。

诗中夏日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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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踩着风
林海欢呼逐浪波
你伴着雨
沙丘连绵万里河
你带着云
山崖起舞多婀娜
我望着星
夜空升腾烟花火
我牵着你
万紫千红花一朵
我和你
一路风雨一路歌

一路风雨一路歌
竺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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