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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叙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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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小麦进城》讲述了一个农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其叙事张力来

自王小麦(乡村)与林家人(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及相通与相融中，剧

作的叙事伦理即隐含在这一系列冲突之中。这就是：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乡野尊严与城市偏

见、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

后的胜利。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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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西安曲江影视联

合出品的电视剧《小麦进城》在全国多家省级卫

视相继热播，收视率一直稳居本年度各台榜首，并

荣获第18届“白玉兰奖”艺术贡献奖及最佳编剧

奖提名。11月30日，“《小麦进城》暨现实主义

题材电视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办；《现代传播》

编辑部约请部分专家分别撰文，从多个方面肯定

了这部电视剧的成就，包括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深

度、冲突的设置等多方面。

从题材来看，《小麦进城》无疑是属于近年来

蔚为大观的“乡下人进城”叙事，讲述的是一个农

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此类叙事的核心冲突

是城乡冲突，因为“二元体制分割的城乡矛盾，因

乡下人进城而变成了同一空间内人的矛盾，乡下人

与城里人的矛盾演绎成形形色色的生存冲突。”【11

在《小麦进城》中，这场生存冲突的核心是王小麦

如何在城市生存下去，如何被林家接纳，它也是剧

情发展的动力。而如何设置和解决这样的冲突则

取决于作家(编剧)遵循什么样的叙事伦理。

按照刘小枫的解释，所谓“伦理”是指以某种

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伦理是关于生命感

觉的知识，它探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伦

理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而现代性伦理又可

分为理性的伦理和叙事的伦理。所谓“叙事”指

对人类生活真实境遇的改造，它不只讲述曾经发

生过的生活，还讲述未曾经历过的想象性生活，一

种叙事就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

理构想怛"一。谢有顺认为：“叙事伦理也是一种

生存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

破碎的声音，它以个人的生活际遇，关怀人类的基

本处境。这一叙事伦理的指向，完全建基于作家

对生命、人性的感悟，它拒绝以现实、人伦的尺度

来制定精神规则，也不愿停留在人间的道德、是非

之中，它用灵魂说话，用生命发言。”【3
J

与一般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作品不同，《小麦

进城》并未预设一种是非分明、优劣立判的城乡

冲突，更没有将城市看成是乡村的引领者、拯救

者，而是按生活本身的逻辑，紧扣“个人深渊般的

命运”展开叙事与一系列矛盾冲突。在笔者看

来，该剧的叙事张力来自小麦(乡村)与林家人

(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

及相通与相融中，剧作的叙事伦理也就隐含在这

一系列冲突之中。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

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拿下”了林家，“拿下”了北京。但细思之，剧作

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

一、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

王小麦要能在北京留下来，最关键的是要

“拿下林木”。这在小西沟本不是问题，她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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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四里八乡一枝花”，但在北京她的竞争对手

是有文化的城市女性。王小麦无疑是普通民众眼

中的贤妻良母，她勤劳、朴实、能干、大度，操持家

务，服侍丈夫、公公，处理家中难题，无怨无悔。她

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从一个“三无”(无户

口、无工作、无文化)人员成为服装厂的老板“王

总”，“拿下”了林家，“拿下”了北京。但在剧情

进行中，她与林木之间的文化差异(农民与大学

生、大学教师)始终令观众为她担心。剧中也设

置了林木在感情上曾两度出轨的情节。先是政府

官员的女儿、温柔美丽的黄鹂，她钦佩林木的才

华，主动示爱。林木自己也感觉到“我跟小麦之

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

少，这样的婚姻早晚都会结束。”加上母亲杨文采

的坚决支持他们离婚，林木与王小麦的离婚几成

定局!当王小麦的事业越来越红火、顺当时，又杀

出一个才貌双全的马红梅，她与林木青梅竹马，门

当户对。她考上研究生后，主动向林木投怀送抱，

以帮助他评上副教授为诱饵，诱使林木与王小麦

离婚。

以现代爱情的标准来看，王小麦与林木确实

不般配，正如杨文采说的：小西沟和北京不般配，

王家和林家不般配，王小麦和林木不般配，两个人

是天壤之别!“你们俩，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大学

生，今后这日子能长久吗?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

在趁早了断。”当然，王小麦与林木的婚姻是有爱

情基础的，正如王小麦所说：“我们两个人是因为

你爱我才娶的我，我爱你才嫁给你。”但这种爱情

仍属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是“公子落难，佳

人搭救”式的婚姻。因为那时林木下放农村，对

回城根本不抱希望，他与王小麦结婚确实过了几

年滋润日子。而林木与黄鹂、与马红梅之间都是

现代意义上的浪漫、理想爱情，无论是身份、才华、

地位上，他们都是天造地设的!但是，“浪漫主义

爱情的理想有悖于一种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建立

在对恋爱对象的良好和并不那么良好的品质的充

分了解基础上。”【4”b这种“浪漫主义爱情所携带

的是终生处于稳定状态的承诺思想，但是，在一个

离婚和再婚率很高的社会中，人人都对此采取怀

疑态度。”【4¨20无论是黄鹂，还是马红梅，她们与林

木之间的爱情仅仅停留于浪漫之爱，远未达到

“充分了解”的“亲密关系”程度。爱意味着包容

对方的一切，可黄鹂与马红梅爱的只是林木的才

华，对他的缺点又了解多少呢?编剧倪学礼是怀

着批判态度塑造林木的，他说：“他徒有知识分子

的傲气，却没长传统文人的傲骨，一碰到挫折就垂

头丧气。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嫁祸小麦，

之后自暴自弃、酗酒打人，这些都表明他人格上的

缺陷：那就是心理上不豁达，大事小事无担当，逆

境顺境无胸襟。”M1如果黄鹂与马红梅知悉林木

的这些缺陷，她们还会爱他吗?

是什么原因促使林木最终回头?他既放弃了

温柔美丽的黄鹂，又拒绝了才貌双全的马红梅。

当然首先是他的本性善良。考上大学后，面对母

亲坚决要他离婚的压力，他说：“我宁可不上大

学，也不会抛下小麦。”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

王小麦的自立自尊、妥善处置、宽容大度。面对丈

夫的情感出轨，王小麦并没有像一般农村女性那

样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坚信：“他心里要是

有我跟丫、r的话，迟早会回来的。”

王小麦先是机智地在林木的同学中亮出自己

的身份，后又去找黄鹂，真诚地对黄鹂说：“我这

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林木，我知道他对我好，

他爱我，所以我也不会放弃他，要不然我就不是王

小麦了。”她情深意重地对林木说：“只要你跟我

一心一意，就是再苦再难，我的心是甜的。”“只要

你对我好，就是喝西北风，就是穿破衣服，住马架

子，我不后悔。”当林木亲口对她说出离婚的意思

后，她悲从中来，但绝不乞求：“是，我不是城里

人，我也不是大学生，我不会写诗，但我是一个堂

堂正正的人!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有手有脚，我

能养活我们娘俩。”在林木与马红梅相会被捉奸

时，她机智地说马红梅是她请来的客人，从而保住

了林木与马红梅的脸面。她洞悉林木的心思，意

味深长地对林木说：“林木，不管什么时候，你做

错了什么，我都可以原谅你，⋯⋯我们两个人是因

为你爱我才娶的我，我爱你才嫁给你，所以就为了

这个咱们付出什么都值得⋯⋯”正是王小麦的不

亢不卑、妥善处置、隐忍宽容，才使林木悬崖勒马!

黄鹂在告别林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小麦

离不开你，是你离不开她。”通过剧情，我们相信

大部分观众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王小麦

的血性、野性、韧性，拯救了林木那知识分子的孱

弱灵魂!

二、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

王小麦要拿下北京，最大阻力是婆婆杨文采。

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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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城乡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文化的差别：

“在我们的视角内，乡村和城市之间最后的也是

最为根本的区别，是乡村人和城市人迥然不同的

价值观念。是这种潜在的观念体系才使人们分成

‘乡村人’和‘城市人’。这就是说，乡村人和城市

人的区别不是纯粹地域意义的，而更是文化意义

的。我们时常会发现居住在城市中的‘乡村人’

和居住在乡村的‘城市人’这种人和环境的错位。

乡村人格和城市人格的最实质的区别就是文化的

区别。””¨2可这种差别并不是《小麦进城》关注的

重点，我们在剧中也看不到多少这方面的冲突，杨

文采要赶走王小麦，更多考虑的是林木的前途、林

家的荣誉。杨文采虽然是大学教师，但只是顶着

一个知识分子的帽子而已，为人处世与一般市民

无异，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她认为自己“盼星

星盼月亮，我就盼着这个家有点起色，我好不容易

把你盼到上了大学，我觉得我们家可以扬眉吐气

了。”她觉得林木不能“为了一个农村老娘们，连

前途都不要了”，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小麦拖累林

木后半生的幸福。因此她要求林木“和小西沟彻

底决裂”。她甚至冒名为林木写“离婚申请书”。

王小麦到林家后，她先是隐瞒王小麦的身份，谎称

她是林木插队地的社员，来城里看病的。当林木

公开了Ill,麦的身份后，她仍不承认，对林木说：

我永远都不会承认她是我的儿媳妇!在她看来，

王小麦“一没户13，二没工作，三没住处”，只能靠

别人养活。她不断挑动林木和小麦离婚，她还直

接对小麦说：“你和林木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们

两个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活得挺苦的，是悲剧，

你离开他吧⋯⋯”平时对小麦更是百般挑剔、刁

难。她从不叫小麦的名字，总是叫她“农村老娘

们儿”、“那个女人”、“泥腿子”，使小麦在林家

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更谈不上尊严。

面对婆婆的歧视、刁难，小麦先是隐忍退让，

但在关键时刻她据理力争，毫不妥协。当杨文采

以为离婚大局已定，买了件衣服补偿小麦，小麦忍

无可忍，质问道：“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就可以

当陈世美吗?就可以抛弃老婆孩子吗?”驳得杨

文采哑口无言。“我承认，我是农村人，我是农

民，那又怎么样了!农村人不比别人笨!农村人，

农村人也一样可以学知识，有文化!要是有机会

的话，我还要考大学呢!还有，林木真找我离婚的

话，让他亲自来跟我说，犯不着你找我!”接着她

脱下刚穿上的新衣服扔给了杨文采，严肃地对杨

文采说：“我郑重地警告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

‘那个农村老娘们儿’、不要叫我‘那个女人’，不

要叫我‘那个谁’，更不要叫我‘泥腿子’。我告诉

你，我有名字，我叫王小麦!”这掷地有声的语言，

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维护了农民的尊严!

当然，尊严的取得与维护最根本的还要靠才能与

本领，当王小麦成功地开设了服装公司、专卖店，

解决了家中的一个个难题，并且再次怀孕，有可能

给林家生个孙子时，杨文采才最终接受了小麦。

她不得不承认：“人家王小麦是个顶门立户的人，

人家是个正JL)k经过日子的人⋯⋯你爸说咱们家

离不开王小麦。”

在笔者看来，杨文采与王小麦之间的矛盾并

非那种抽象的“文化的区别”，因而她们最后的融

洽也谈不上是文化上的相通，而仅仅是(从杨文

采角度)实际利益的考量!如果说泥腿子王小麦

配不上大学生林木，配不上知识分子林家，那么如

今事业有成的“王总”还配不上吗?对此，蒋东升

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城里人那股臭劲头，那就是

在乡下人面前耍出来的。你只要有钱，你过得好，

谁也不会小瞧你的。”

三、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

人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事业都得到

延续并更好地发展，这就是“生存智慧”。劳动人

民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生存智慧，可分为庙堂与民间的。民间的生存智

慧是朴素的、现实的，成为人们在种种艰难困苦中

的精神支柱，其集大成者可说是《菜根谭》，其“嚼

得菜根，百事可做”的见解引起千百年来人们的

共鸣。中国农民是最处于最低层，也最缺少爱和

保护的一个阶层，他们的一切难题只能自己解决，

而这所谓“自救”其实是出于无奈。因而农民也

成了一个最能吃苦、也最能忍受的群体，他们的生

存哲学也最朴素、直观、顶用。

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小西沟的农民们形成了朴

素的生存哲学。王小麦父亲认为，人两手空空而

来，又两手空空而去，啥也带不走。所以不能自己

不高兴，要高高兴兴活着，要活得硬气，有尊严。

他与林原平一见如故，他们一同喝酒、谈论人生，

并认为林原平“活得仗义，活得硬气”。他的看法

被林原平称为“草根哲学”。当他看出小麦与林

木之间出了问题时，说：“人总有糊涂的时候，这

两El子要想过一辈子，就得要有一个能忍着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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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人。要不然这El子没法过下去。”他鼓励小

麦：“当初既然你下了决心要来这，从今以后，不

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咬着牙在这城里扎下根

儿。”

王小麦继承了父亲的生存哲学，并将之发扬

光大。林木因拉肚子想放弃考大学，小麦激励他

说：“人这辈子总得有个生活目标。”不同于一般

的农民的主动进城打工，寻求致富门路，王小麦进

城的直接动机是因为林木的一张离婚申请书(实

为林木母亲所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和家

庭，为了“一家三口人能在一起”。因而她的进城

带了些悲壮的意味，只不过由于人物性格的原因

减少了悲情色彩。而她扎根城市的压力也就比一

般人大得多，只能胜不能败，背水一战。当家人与

朋友都为她进城后的生活担心，反对她进城，她却

信心十足地说：“我能拿下林木，就能拿下北京!”

并满怀激情地连声大喊：“拿下北京!拿下北京!

拿下北京!⋯⋯”她最初在林家的遭遇，连林木

都劝她回小西沟，她却说：“既然我来了，就不走

了。”“就是吃野菜，穿树皮，我都可以。”“我能养

活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养活自己。”

在林家，对王小麦不存偏见，不歧视，第一个

接纳她的是公公林原平。这颇有些出人意料，但

细究之又在情理之中，其原因在于两人有共同的

或相近的人生哲学，两人之间有着较多的思想交

流。林原平是大学教授，是一个正直的、有傲气的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因替学生说公道话被打成右

派遭批斗，被造反派妻子给剃了阴阳头。他忍受

不了侮辱跳楼自尽，落得个双腿残疾。但他为人

正直，文革中的经历又使他看透了世道人心，洞悉

了林家的一切，每个人的性格缺陷。他看到了杨

文采的偏狭专横、林木的懦弱、林丛的玩世不恭、

林小溪的自私。他看不惯妻子杨文采“成天耍心

眼”，他批评林木：“我们林家不需要那种只长脑

子不长德行的人。”他发现：“小麦身上有一股子

愣劲儿，一股子闯劲儿⋯⋯这正是咱们老林家所

有人身上缺乏的东西。”他对杨文采说：“咱们林

家就得有小麦这种敢说敢干的人当媳妇儿。”他

称赞小麦：“在学校我是教授。过日子，你才是真

正的老师。”小麦向他请教夫妻相处之道，他开导

小麦：“其实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一种

东西要活在你的心里，有了它你才能够勇敢地走

完这一辈子。”王小麦对林原平的评价是：“他的

心是堂堂正正的，他的骨头是硬气的。”

但是，林原平空有一腔傲气，双腿残疾，失去

了行动的能力，因而算不上一个健全的城市知识

分子。小麦的到来似乎带来一股乡野的清风，

“我是王小麦”，“活得比谁都硬气”，这响当当的

话语令许多城市人相形见绌。她的憨厚质朴、热

情大方、自立自强、助人为乐等精神品质与林原平

的人格追求颇相一致。王小麦不仅自食其力，从

三无人员成为王总，她还帮助林家解决了一个个

难题：以力制服了楼上的胖大嫂，摆平了女方对林

丛设下的婚姻骗局，使林小溪夫妇重归于好，制服

了蛮横的妯娌刘雅致。诚如小说原著所隐喻的那

样：“没念过书的人，看起来像一本深奥的书；念

过书的人，看起来像一张浅薄的纸”。林原平的

目标只能在小麦身上实现，他最终得出结论：林家

不能没有小麦!这是否意味着城市市民野性、血

性的丧失，需要外来文化的刺激，才能焕发生命力?

四、矛盾与偏颇

可以说，《小麦进城》是近几年同类题材电视

剧中的少有的优秀剧作之一，叙事自然，风格朴

实，人情事理表现到位。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

理还是存在矛盾与偏颇。

一是小麦对爱情婚姻把控的不确定性。这个

主动权其实操在林木手中，假如林木一时糊涂竞

与她离婚呢?林木最终考虑与黄鹂、马红梅分手，

不与小麦离婚的原因，剧中均表现得不够充分，只

是用不同人物形象不断在林木脑海中闪回的镜头

来表现他的内心冲突；剧作更没有提供足够的理

由使人们相信：小麦就一定能永远保住与林木的

爱情与婚姻!

二是杨文采最终接纳小麦，根本原因是她又

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男孩。这一偶然性的事件成

为杨文采对小麦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她本是来

向小麦兴师问罪的)。人们不禁要问：假如小麦

响应计划生育政策不再生育呢?杨文采还能接受

她吗?剧作此前所展现的王小麦的诸多奋斗成绩

反而比不上为林家传宗接代的功劳?

三是剧作虽没有刻意设置城乡二元对立的格

局，但在作者的伦理天平上，却是褒乡抑城的，在

剧中，作为城市人林家竞找不出一个能与小麦相

匹敌的人格健全的正常人!

作者倪学礼自己总结说：“《小麦进城》写了

一个农村女人和北京男人(知青)20多年的情感

经历。小麦从没有文化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到最

万方数据



·56·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后成为大专生、还开办了自己的工厂；从没有住处

到有了自己的小房子；从丈夫全家起初排斥她，最

后离不开她，以至于她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从丈

夫多次精神出轨，到最后死心塌地回家。它讲述

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和励志故事，小麦通过

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付出和自己的奋斗，获取了幸

福、自尊和自由。这部剧告诉我们，脚踏实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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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Y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e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TV series Xiaomai^n Cheng in 2012 teUs a story of farmer’S survw‘m‘g i‘n ci‘ty．The narrative tension of the story

originates from the conflicts and compatibility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value concept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between Xiaomai

(country)and the Lings(city)．The narrative ethics ofthe stroy is implied in the above conflicts，that is，the perfect wife and

mother VS romantic love；farmer’s dignity VS urban prejudice；grassroots philosophy VS professor’S wisdom．Wang Xiaomai wins

at last because of his simple understanding to life，his insistent persistence and his tenacious struggle．But there are stin contra-

dictions and biased about the narrative ethics of the drama after a deep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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