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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都有暴雨光顾广西，每一场暴雨都能让人想
起些什么。

看过了电影《秀美人生》。

突然觉得，窗外的风雨都不算什么。

那一场下在电影里的雨。

深深地，深深地，在身体在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印
记。

《秀美人生》
不是纪录片，不是教育片，不是你们想像的没有情感

只有口号的政治片。

《秀美人生》
是故事片，是电影，是一部包括了校园、理想、爱

情、家庭的情感电影。

只有一段不到三十岁的人生故事。

却从一个人的身影看到了乡村、社会、国家的许多故
事。

看一部电影，谁都不喜欢被剧透。

而看《秀美人生》却无可奈何地已经知道了电影的结
局。

但还是喜欢。

因为除了结局，里面还有许多人与事都是既新鲜又熟
悉的。

就算到了结局，即使是已经知道、有过许多版本演绎
过的结局。

还是深深地被震撼了。

就是那一场下在电影里的雨。

雨很大，但不可怕，隐约看到直行的汽车尾灯很快地
消失。

横行的动车在高架上也同时经过，镜头一直等到了动
车的车灯消失才结束。

导演说，动车行进的方向代表了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
而黄文秀的人生就像她开车行进的方向一样与众不同。

就是这样一个镜头。

把所有的情感都带动起来了。

紧张、感动、悲伤……
随着暴雨的结束，统统化成了阳光和希望。

“你的勇气来自哪里？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
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

这是全片唯一一句“鸡汤”。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大场面大制作。

却是真正让人看得牵肠挂肚、哭得淋漓畅快的一部好
电影。

暴雨又来了。

不怕。

走进电影院看《秀美人生》。

有一场下在电影院里的大雨。

会让你有坚强的理由迎接风雨。

享受风雨后的阳光。

——— 安妮

■影评

有一场雨下在了电影院里

秀美人生：乡村开出最美的花
□王珉

《秀美人生》以新叙事呈演新时代青春楷模，秉
承脱贫攻坚的姿态，采用沉浸式记录和蹲守百坭村的
纪实拍摄手法，呈现了黄文秀众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秀场，而黄文秀的青春秀场在百坭
村。《秀美人生》聚焦于“精准扶贫”题材，讲述北
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文秀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
毅然回到家乡深入乡土村屯，带领村民集体脱贫的故
事，她在百坭村开出一朵最美的扶贫之花。

对乡村楷模的诗意眷恋

“驻村满一周年，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显示
两万五千公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心中
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大银幕上，乐观活泼
的 1989 年生人邻家女孩形象跃然眼前，她就是壮族
姑娘、驻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这样的“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这样的“时代楷模”，紧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时代主旋律，传播
把个人事业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统一起来的正能量，同
时又富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和艺术气息。

《秀美人生》用真情诠释主人公黄文秀的内心，
再苦再累她也无悔，不像从前塑造英雄模范的影视作
品，从一开场就先入为主地确定高大上的人物。该片
通过扶贫干部的人物塑造，扮演者郎月婷和黄文秀年
龄相仿，都是 1988 年、 1989 年出生的人，郎月婷
在拍戏过程中也“轻伤不下火线”，为了赶疫情拖延
的时间，她带伤演戏，以真实的人物情感投入在雨夜
泡水，演绎出非常真实可信的剧情，没有任何悬浮
感。郎月婷还重走当年黄文秀的“青春之路”，挨家
挨户探访贫困户，这样的剧情摆脱了传统的情节剧模
式，以一连串真心换真心的事件构成电影。令人扼腕
叹息的是， 2019 年 6 月 17 日黄文秀遭遇天灾山洪
因公殉职，从大学毕业的青春年华到殉职，这样一段
30 岁的人生经历，以人物为核心带动扶贫案例，呈
现女孩甘于奉献的美好人生。扶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

是改变人的工作，电影主题非常接地气，以小见
大，体现了全国基层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助力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时代担当，用美好青春诠释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动人故
事。电影没有英雄式的惊心动魄，却有着每个人岁
月流逝最动人的模样。黄文秀的团队名为“脱贫攻
坚最强战队”，让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
的美好未来。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都市代替乡村
成为银幕电影的“主角”。农村题材电影市场风险
大，大多只能选择央视电影频道作为播放平台。
《秀美人生》却在院线出现，弥补了这一缺憾。影
片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展现了当代乡村风貌，具
有乐业县百坭村的生活质感。带货当地特产：沙糖
桔、蜂蜜、粽子、当地农作物等，既让年长的观众
感受到久违的乡村气息，带有浓厚的怀旧色彩，又
让缺乏农村生活历练的新生代观众看到当下最真实
的乡村景象。

对楷模和村民的精准把握

在黄文秀牺牲后，昔日好友壮族女孩韦晴晴用
黄文秀的《驻村日记》谱写一首感人的歌，导演苗
月从中听出那种诗意背后流淌出来的情感暖流，这
是最打动观众的地方。这样的主题曲 MV 避免了
“套路”化的表达，对人性的挖掘真实而准确，对
于黄文秀这位年轻时代楷模人物塑造十分成功。
“春天里的夜，总是下着雨”，像极了文艺青年成
长史。黄大贵找回桂芳和女儿，那些黄文秀帮忙村
民的日常琐事，汇成了人物人心动力的表述，包括
跟村民的关系，跟土地基因的关系，诉说着农业时
代传统乡村特有的淳朴和美丽，极富有视觉观赏
性。欣赏完电影，观众认为她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十
分可信，给英模表达凸显出扶贫攻坚艰难的非凡意
义，更凸显出主人公的价值。李贺回家拉来行李，

村民行走在芭蕉之间，可谓动静相宜、天人合一。
“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
做……”片中诸多场景，黄文秀陪着老人吃饭，都
拍得极其唯美温馨，是难得的田园牧歌胜景。黄文
秀不只是简单地解决村里人的经济问题，而是鼓励
他们转变思想和作风，激起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从而找到脱贫之路。

关于脱贫问题的解决，黄文秀将它落实在每个
村民身上，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黄文
秀虽身为驻百坭村第一书记，但她放低姿态，和村
民打成一片，这是扶贫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她亲近
土地，请人用钻井机打井；她开车陪老爷爷和两个
孩子，以及后备厢的一群鸭子到远处；她不空谈，
深入实地和基层，注意团结村民，依靠村民。她一
家家走访，一户户调研，带着自己的团队穿着红马
甲，到其他地方推销百坭村的红薯，用头脑和方法
让老百姓信服。她帮村民背一筐筐的橘子，在布柳
河帮村民洗菜，这种亲民的工作作风正是毛主席关
于“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可贵精神的回归。黄
文秀的成功，意味着尊重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作
风永远都在中国。

《秀美人生》对于传统乡村有着深深的眷恋，
阿布快开着皮卡来到百坭村教村民预防果树病虫
害，黄文秀戴着眼镜的微笑和手心常握的花，这些
诗意的画面，不仅体现在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
上，还体现在对于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上。如此中
国主旋律的影片创作在近年来收获颇多关注，无论
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攀登者》，都把主旋律
和类型片嫁接。《秀美人生》更尊重生活实际和人
物心理，“百坭村脱贫攻坚作战图”真正做到与村
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心灵交流。这也是农村电影的
精华所在，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青春片，更
是这样一群中国年轻人用润物无声感化村民的可贵
精神去度过自己的青春。黄文秀的乡情、亲情、爱
情，以及家国情怀的“秀美人生”，在百坭村开出
一朵最美的扶贫青春之花。

剧情简介

影片以黄文秀为人物原型，讲述了黄文秀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

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的故事。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 年她从北京师范

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百色工作。2018 年 3 月，黄文秀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

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

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20% 以上。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

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 岁的宝贵生命。

（本文配图均为网络图片）

《秀美人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