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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阅读

央视播出的 36集电视连续剧《一个都不能少》，是一

部贴近我国农村实际，富有现代气息和时代脉搏的主旋

律正能量精品力作。剧中精心打造的富裕村丹霞村和贫

困村焉支村，赋有鲜明的西部地域特色和资源秉赋差异，

是造成贫富悬殊的自然条件和客观因素；焉支村由于封

闭落后，人们思想观念陈旧和道德文化素质差距悬殊，等

靠要行为和懒汉懦夫思想作祟，才是致贫的真正根源。

剧中围绕两种观念、两种势力、两种爱情婚姻矛盾纠

葛斗争，全力塑造的丹霞村党支部书记赵百川，是一个胸

怀大局、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的村党支部组织的领头雁形

象，而焉支村党支部书记夏宝生，与赵百川不论在思想观

念，还是在领导水平方面相比较都略显不足，但两村合

并，不断磨合，两位老干部都体现出应有的高尚情操和可

贵品质。大学生村主任付鹏和刘东桥、村委会负责人丁

香和回乡创业大学生夏雪等人，都表现出了年轻一代有

知识有思想有抱负、敢想敢干的蓬勃生机；以崔爷爷为代

表的老农民因循守旧，遵从祖训故土难离，但他们勤劳质

朴、爱家爱村，朴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剧中艺术

化地表现出来，赋予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而姜大

嗓、李金财、三不沾、狗娃等，才是需要改造教育团结帮扶

的落后代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

《一个都不能少》的镜头也是唯美的，电视画面展现

了张掖七彩丹霞、冰沟丹霞、平山湖大峡谷、扁都口、甘州

府城等景区景点，在平山湖村、速展村、梨园新村等地还

原生产生活场景，突出了张掖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丰富

多彩的历史文化、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和浓郁淳朴的乡

村气息；讴歌了张掖干部群众持之以恒推进扶贫搬迁生

态移民、实施有机蔬菜种植无害制种产业化经营、发展生

态旅游开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功绩。

该剧每一集都有亮点，每一个人物都变得如此鲜活，

生活的艰苦需要政策的扶持，也需要村民自身的改变。

村干部大公无私，一心为民，村民们大胆尝试，吐故纳新，

一个个农村难题的迎刃而解，全靠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县镇村领导的忘我工作，以及村民的积极配合。在疫情

防控期间，《一个都不能少》成了追剧的首选对象。“看了

还想看，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如此接地气的电视剧佳作！”

笔者的邻居张阿姨高兴地说。

《一个都不能少》俨然已成为当下的热门“网红剧”之

一。作为国务院扶贫办重点推荐、国家广电总局脱贫攻

坚重点剧目，它成为人民日报、新华社、新京报等主流媒

体重点推荐电视，还有徐峥、王宝强、黄晓明、张嘉译、斯

琴高娃、朱亚文、佟大为等近百名明星力荐，真正成为了

弘扬主旋律的爆款大剧。

缙云 施星

■ 视听阅读

鲜活的农村大戏
《一个都不能少》观后感

对于劳动的认识，《平凡的世界》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精神

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

度。”这绝对是一条精辟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书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孙少平。这是一位对苦难有着深切的

认识，对生活有着深邃的理解，对精神世界有着深刻追求的人，

他有铮铮铁骨，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巨大的勇气。从学生时

代的“非洲人”到成年时代的“揽工汉”，他经历的是艰苦卓绝的

人生奋斗，然而在痛苦与磨砺中，他形成了一种对苦难的骄傲

感、崇高感。我欣赏他的苦难的哲学，钦佩他对劳动的认识，羡

慕他对生活的理解。他在煤矿上没有忘记学习，他仍然坚信学

习使人进步。

关于苦难的哲学，书中这样表达“……是的，他是在社会的

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

看作是谋生、活命。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

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

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这是一种什么

样的认识啊？每到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许这种困

难与挫折只有孙少平所遭受的苦难的百万分之—，我们可曾有

过这样的认识？只要你读了《平凡的世界》，读懂了“苦难的哲

学”，那么就算是今后遭受再多的苦难，你也不会怨天尤人。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

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

的。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

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

放。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

会到人生的意义。

这是一种共鸣，我在孙少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

满怀抱负与雄心，顽强独立，坚毅且富有知识分子情怀，自己的

心情也常随着他的命运而起伏变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

民子弟，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无时无刻不在追寻着自己

的精神世界。无处安放的肉体，澎湃热烈的灵魂，他的理想与

精神世界，可与谁人说呢？他努力在现实世界里建筑着一个高

尚而伟大的精神世界，在这里，他才能找到灵魂的归宿，人生的

意义。现实让他失去了田晓霞（为救落水学生牺牲），生活让他

留在了煤矿。悲哀的是他的肉体，断然不是他的灵魂。

多年前是一个物资贫乏的年代，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却是

一个物资丰富、竞争激烈、人心浮躁的年代。不同的时代有着

近乎相同的喜悦与苦恼，面对生活的无常与艰辛，我们的理想

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孙少平的烦恼，也是我们的困

惑。路遥先生的伟大在于，他告诉我们：不管实际结果如何，我

们也应该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做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

的指望，也要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像孙少平一样的普通人的奋斗史。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

和艰难中，人才能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

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

那么怎样奋斗呢？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

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

带来崇高感。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

持下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痛苦难道会是白受的吗？

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其次是思想上不甘于平庸，生活上不安于现状，且有目

标。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奋斗者。毕竟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

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奋斗！我们奋斗了，朴素的花朵才会默

默地开放，绚丽的生命才能阳光灿烂！

莲都 吕云兰

■ 读后有感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奋斗
——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路
遥 1991年完成的一部百
万字长篇巨著。这部小
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为背景，全景式地表现
了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
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
变迁，劳动与爱情、挫折
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
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
纷繁地交织在一起。路
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
奖。

■ 新书速递

《做人》
如何在工作中获得幸福？如何找到内心真正

的热爱？如何拥有不焦虑的人生？日常生活中，我

们往往身陷于各种各样的苦恼中，往往在世俗标准

和内心追求中左右摇摆。而在圣人王阳明看来，解

决一切生活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做人”这颗种子

——做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著名文化学者费勇

教授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解读为五个生活法

则：种子法则、心灵法则、纯粹法则、担当法则、行动

法则，通过这五项生活法则，将王阳明的理论实践

与现代生活相联系，指导读者从内心根源出发，从

如何“做人”入手，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惑，从

而拥有根脉清晰、枝繁叶茂的人生。

《反脆弱》
脆弱的事物，例如大银行和股市，在压力下会崩

溃。但是，塔勒布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类事物，它们不

仅能对抗压力，而且能从不可预测的和不受欢迎的刺

激因素中获得成长、坚强和获利。塔勒布在书中定义

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

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

物的特性。《反脆弱》这本充满了激进思想的书着实能

让我们大吃一惊，这本书中的启发性观点多到可能超

过我们读过的任何一本非虚构类书籍。一些阅读这本

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塔勒布过于自以为是，有一些读

者则会认为书中的观点充满魅力。但是无论如何，任

何一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