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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拍电影：“草根阶层”的文化觉醒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宗 帅 文/图

核心提示

如今，一场风起云涌的草根电影运动正如
火如荼地在河南开展。新密农民丁永振拍摄
的《都是咱爹娘》被新密电视台一播再播，许昌
农民赵兰卿、马红旗等人拍摄的《鬼子进村》，
更是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和凤凰
卫视的《鲁豫有约》。电影艺术真的被平民化
了？农民拍电影现象到底折射了什么？为什
么会有那么多农民热衷于拍电影？这能否称
为农民的文化觉醒呢？

河南草根电影生存现状

2008 年 10 月份，新密农民丁永振拍摄的
《都是咱爹娘》在新密电视台热播，其实，在这
之前，河南人已拍摄了大量的草根电影，许昌
农民赵兰卿等人拍摄的《鬼子进村》，周口沈丘
农民韩文清拍摄的《爱情大轮回》、《悲喜亲情
泪》、《济公新传》等40多部农村题材电影，卫辉
市农民吴海利自编自拍自导的《暖春》,安阳林
州农民拍摄的方言电影《小锅盖娶亲》便是最
好的例证。

这在全国人民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
为在他们眼中，河南农民只适合做建筑工人、唱
豫剧、练功夫。但是，河南农民偏偏令他们刮目
相看了，突然间开始亲密接触电影艺术。

自《鬼子进村》一炮走红之后，引起的反响
是赵兰卿不敢想象的，该电影原班人马很快引
起了央视编导田瀛的注意。随后，他们便合作
拍摄了迎奥运数字电影《超级拉拉队》。该片
时长90分钟，投资80万元。真实再现赵兰卿、
李广等许昌农民成立超级拉拉队，喜迎奥运的
故事，该片的拍摄地点就在许昌县灵井镇兴源
铺村。

可以说，河南草根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备
受瞩目，领导的重视和媒体的关注为草根电影
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支持，网络的普及又为草
根电影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平台，这些热衷于拍

电影的农民不得不感谢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河南农民正借助自己
手中的DV，一跃跨过传统电影的专业门槛，投
身于电影拍摄、制作、传播，开始新一轮平民影
像视频娱乐的狂欢。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河南草根电影面
临的资金短缺等问题。那些原本打算添置生
产农具的农民，因为拍电影，腾不出手干农活，
直接导致了庄稼没有好的收成。

现代科技成就草根电影

自 19 世纪末诞生以来的数百年里，电影
始终被视为高雅艺术，无论是著名的电影导
演、演员，还是所谓的二流导演、三流演员，只
要是与拍电影沾上边的，常常会以艺术家自
居。他们被称为公众人物，有钱，有地位，有名
望，投资几千万拍一部电影是常有的事。可对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拍
电影，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情。

可是，当我们仔细看完近几年
的电影作品后，就不难发现，那些
所谓的艺术家宁肯编造一些无厘
头的三角爱情纠葛，也不愿意为农
民进行艺术创作。农民精神生活
单调，无处打发大量的时间，无奈
中也只能自己找乐。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一部
分农民已开始拥有自己的DV，电
脑也像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样飞入
了寻常百姓家。电影，这个自诞生
之日起就被视为阳春白雪的高雅
艺术，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神
秘，农民也开始拍电影了。

草根电影的品位之争

综观现在大部分DV电影作品，其主创人
员都是专业出身，无论是主要
的摄像机，还是定向麦克，甚至
是监视器都是一应俱全，这种
硬件上的保证使得DV的视听
品质大大提高，甚至个别 DV
已经用上了高清的DV，录音设
备动辄上万。对于农民而言，
缺少了硬件上的强有力保证，
是否就拍不出专业的DV电影
呢？

现在的 DV 电影，它的制
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千甚至几百
元。所以使用数字设备作“电
影”的人越来越多。这已经成
了继文字之后另一种表现自己
想法，对社会、对人生观点的新

的方式。
拍 DV 电影对于创作者的专业知识具有

一定要求，包括摄影、剪辑、编剧等基本技能。
在拍摄之前要有一个可以执行的剧本。这不
单单是指剧本的故事写得要好，还包括剧本的
可拍摄性，根本完成不了的情节和场景显然是
不合适的。除此以外，还要有一个拍摄团队，
因为“拍电影”是团体创作，它需要各个部门包
括摄像、灯光、演员、导演，化妆等等通力配合
才可以完成。

农民拍电影该不该鼓励倒是该打个问号，
由于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演员，也没
有专业的编剧，他们拍出来的电影能否登得上
大雅之堂？“草根”，也就是普通的大众人群，当
然也可以使用数字设备来拍摄自己想要拍的
东西，也许只是短短几分钟的短片，严格地讲
不能算是“电影”，毕竟电影对创作团体的专业
性要求很高，不能把拍出来的视频影像都笼统
地称为DV电影，但至少也是自己心声的表达，

感情的宣泄，如果把它剪成 15~20 分钟，有节
奏、高潮，一个小专题，打上字幕，配上音乐，也
算是一种艺术创作。DV电影其实也是电影，
跟正规电影制作的前期后期没有太多的区别，
区别只是在于你的态度。

草根电影在艰难中前行

作为新密的一名普通农民，丁永振拍出的
《都是咱爹娘》被电视台一播再播，估计这在电
影史上也是首例。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认
真地看完了这部180分钟的电影。故事讲的是
一女子任性、偏心，常让丈夫处于无奈和尴尬的
境地。而她的父母育有两子一女，家庭不和，常
吵架。一次妯娌打架，误伤母亲，其父一怒就跟
两个儿子分家。此后，老两口轮流到两个儿子
家吃住。母亲想到女儿家看看，顺便哭诉一下
受到的委屈。可当她赶到女儿家时，恰好碰到
女儿不孝敬公婆，母亲一气离开女儿家，跑到祖

坟前哭诉委屈。父亲带着众
儿女找到老伴后，在坟前历
数儿女的不孝，最后儿女接
受教育，孝敬父母，全家和
睦。先不管这部电影主题怎
么样，丁永振的勇气就足以
让河南人骄傲。

新密市广电局负责人
说，《都是咱爹娘》拍摄得比
想象中要好得多，尽管在一
些拍摄技术和表现手法上还
有一些欠缺，但一位农民，能
拍出这样的电视剧，实属不
易。电视剧在新密电视台首
次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不
久之后，新密电视台再次重
播了这部影视剧。

据了解，《都是咱爹娘》自2008年9月底开
拍，历经15天才完成拍摄，共花费六七万元，拍

摄过程很艰辛。2007 年 5 月份，他把
剧本写好后，拿到省广电部门备案，就
开始筹集资金，找演员，但是到了 10
月份，家里突然遭遇不幸，直到年底，
事情才处理完，但已错过拍摄季节，只
能暂时放下。2008 年 4 月，丁永振准
备拍摄时，发现制作许可证已过期。
所以他又重新申请了制作许可证，到
月底制作许可证申请下来后，资金、演
员等又都成了问题，丁永振一筹莫展，
只能四处找赞助。

但是，并没有人去赞助这个异想
天开的农民。“再不拍就没机会了，我
想无论如何都要拍，找不到钱，我自己
掏，我自己导演，就算全部用群众演
员，也要把它拍出来。”丁永振下定决
心后，终于开拍。

主要演员李金福说，他经常在舞
台上表演，但拍电影还是第一次。因没经验，
经常出现表情和剧目不一致，有时一个镜头要
拍摄五六次。更要命的是，演员是新密市部分
演出单位人员，为不影响他们工作，导演经常
要开着车子接演员演戏。由于经费有限，无偿
出演的村民还要在风中嚼方便面当午饭。在
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下，15天之后，电影终于
拍成。

《都是咱爹妈》的成功，让丁永振信心倍增，
下一步，如果资金到位，他将开机拍摄8集电视
剧《当代孝子》和20集电视剧《大学生村官》。

草根电影：农民的文化觉醒？

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到电影
中的客串表演，凸现出的是农民走过的不一样
的心路历程，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一隅的
吹拉弹唱，不满足于村郊广场的秧歌舞蹈，他

们渴望走进农村文化舞台的中心，为更多的农
民带去欢乐。

专家们看到了农民们自娱自乐背后的东
西。农民开始自发地记述自己的故事，这是难
能可贵的，表现了文化的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
状态，这也是农民在温饱之后对文化的新追
求。也有些专家认为，农民拍电影说明农民的
自主意识已开始提高，更是对文化的新追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作是“一场农民的文化觉
醒”。

说实话，农民拍电影，条件落后，没有资
金，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可笑。但是，从拍摄开
始，他们就是将拍电影当作一种文化消费去干
的，而不是为了什么电影产业和赚钱。消耗一
些金钱和道具，得到的却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
和充实。

文化建设不能空白，缺乏农村文化投资的
观念往往会滋生很多社会不良因素，麻将、纸
牌多的地方，文化建设大多很落后。所以，农
民们拉起“电影招牌”绝对不是为了出名，不是
自不量力，而是情不自禁的文化冲动和文化觉
醒。这种可爱、可敬的正面示范，将为农民们
带来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更新和进步，带动更多
农民有事可做、有乐可寻。

生活应该有经济和文化两部分，作为农
民，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文化人，农村需要适
合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平民文化，需要
团结、合作和奉献的文化，歌唱生活，歌唱劳
动，虽然经济不如城里人，但生活照样有充实、
快乐和幸福。不要小瞧了文艺演出队、歌声口
号、集体秧歌这些平民文化，这里面蕴含着农
民的精神崛起。

当然，这里也不是倡导农民们都去拍电
影，毕竟这不是他们的专长。但是，作为一种
文化安慰和尝试，这种积极因素更应该是中国
农民积极健康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所以，在
理解他们的同时，还希望更多的文化从业者，
能够理解基层农民的真实声音和精神需求，从
精神上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为农民、农村、
农业问题挖掘一些时代性、快乐性文化因子，
让农民们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

农民自己当起了化妆师农民自己当起了化妆师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德感，在道德呈现危机的
社会里，坚守个人的道德底线很重要、很必要。但是，
个人一己道德不能对他人道德进行绑架，更不能把非
道德范畴内的事往道德上强拉硬拽。

本人这样说起因于此：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回
龙沟景区旁，建起了一个占地面积达到100多亩的真
人CS基地，该基地以废墟为背景，依托复杂地形，成为
一个天然的CS战场。目前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真人
CS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然而，在废墟旁建起娱乐
基地也遭到一些网友质疑，认为是对死者不敬。

死者逝矣，这是灾区灾害的惨痛事实。亡魂已然
安息，活着的人还要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打
CS，就是假扮“战士”，身披战术背心，手拿假卡宾枪、
机枪、狙击步枪、微型冲锋枪等枪械，在丛林中你藏我
打，“战斗”一番。百多亩CS基地，就是在门山镇回龙
沟景区里，也只能算是小小的一角。消息里说了，那里
并未埋死难者的遗体，因此，可以说CS基地并未对一
个死者造成事实上的惊扰。

灾区的人们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清
理废墟，重建有秩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里面，包括人
们的休闲、娱乐生活。生活要在灾后继续下去，人们的
短暂轻松，片段快乐，人们的放松身心，本身即为疗治
心理创伤的一部分。本人相信劫后的灾区，现在的灾
区，有唱歌的人，跳舞的人，亦会有饮酒作乐的人，看电
视节目娱乐的人，这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距离没被
清理好的废墟不会太远。在CS基地进行“战斗”的人
们，在舒缓个人疲劳、紧张心理的同时，实在也是做着
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

本土很多人身上，道德基因非常丰富，嘴巴一张，
键盘一敲，各类道德就会脱口而出，滔滔不绝。有一点
是极为清楚的，那就是道德为个人性的奢侈，按康德的
话说“道德首先被要求的是支配自己”。一个人身上道
德多，于个人而言是件好事。只要能做到言行合一，道
德有效支配一个人的心理时，这个人就会按他个人的
道德标准行事。假如这道德不是恶德而是美德，它或
许就会恩惠社会，恩惠他人。道德纯粹是个人的礼品，
自己赠送自己的礼品。自己建立一套道德准则，应用
于自律，而不是他律。一个人有道德，就不会拿个人的
道德礼品胡乱送人，随意送人。强制性地把他人的道
德纳入自己的道德范围，应该说是一种功利行为，一种
不道德的行为，一种不尊重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人
家自己掏钱，在CS基地里面打打CS，这是很私人化的
行为，并不干扰死者，也不影响他人的生活，有人把此
种行为上纲上线到“对死者不敬”的程度，这疑似强硬
地赠送个人的可疑道德礼品，疑似道德绑架。这样的
礼品，在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社会里，还是不送为好。
就是送了，别人也不会接受。 今语

公务员社会保障不应另搞一套
历时1个半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征求意见日前结束。

《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务
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
加基本养老金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这就是说公务员或机关不参加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国务院将为他
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

公务员社会保险另立标准，无非
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公务员劳动
的性质、特点与事业、企业人员不同，
因而放在一起不合适，会影响社会保
险制度的规范和实施。二是公务员是
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它有自己特别
的利益需要保护，如果与事业、企业人
员放在一起，由同一个社会保险法规
范、调整，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甚
至受到损害。

从第一种情况看，公务员与事业、
企业人员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点。共
同点是指他们都是社会生产者，因而可
以建立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保险制度。
当然，公务员与企业的职工在劳动性质
和特点上是有不同特点的，但这不妨碍
公务员参加这一保险制度。事业单位

职工与企业职工也有许多不同特点，但
事业单位职工不是参加了这一全国性
的社会保险制度吗？其实公务员与事
业单位职工有许多共同之点，在历史上
也一直把两者放在一起，称“机关、事业
单位”。现在既然把事业与企业放在一
起，那就没有什么理由把机关单独出
来，另搞一个只适应于公务员的社会保
险制度了。

从第二种情况看，公务员是社会
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群体，他不是特殊
公民，如果要讲“特殊”，那是说他们与
别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职工相比，他
们是有“官职”的，他们是有权力的，但
不论其官职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
给他们的，而且只能为人民服务，这就
是说“特殊”在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从哪个方面
考虑，于情于理，都不宜让公务员从

《草案》单独出来，另外制定一个社会
保险制度。

当然，肯定公务员是“彻底地为
人民利益工作的”，并不否认，公务员
这个群体本身的利益。公务员作为人
民公仆，他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社
会权力的中枢，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

任。要承担责任，自然要保证其正当的
经济利益。在社会保险方面，公务员与
事业、企业的职工一样，就应一视同仁，
按同一个《草案》规定的原则、方针缴纳
保险费，按统一的原则形成养老金，按
统一的计发办法，领取养老金。

为保证公务员正当的合法权益，
在公务员与事业、企业职工一起参加

《草案》规定的社会保险的前提下，按
照《公务员法》，制定相对独立的包括
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也是可以
的、必要的。同样，事业单位，如教师
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特点的群体，他们
也可以根据《教师法》，制定相对独立
的包括可操作的社会保险“规定”。其
他企业、农民等其他行业，也可以根据
各自的特点，保持某种程度相对的独
立性，制定具体的一些补充的“规定”、

“办法”都是必要的。
总之，公务员或机关与事业、企业

职工一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制度，有利于国家立法的统一和社
会的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和人才的流
动，有利于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
避免腐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
谐社会的建设。 王克忠

问政于网
未必专设网民代表
据报道，近日，4位网友以网民的身份当选洛阳市

人大代表和被推荐成为市政协委员。毫无疑问，洛阳人
大、政协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大胆创新的做法是值得肯定
的。但我们也注意到，此事同时也引来不少质疑之声。

其一，是对网友当选人大代表合法性的质疑。报
道说，“作为洛阳网民界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老牛’，
在洛阳市西工区召开的人大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洛
阳市人大代表”。从上述报道措辞看，为选举网民代
表，洛阳市西工区还专门辟出“网民界”。可是，稍微了
解人大代表选举法的都知道，这一做法并无法律依
据。一般而言，人大代表都由所在选区的选民直接或
间接选举产生。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属什么区？怎
么操作选举？均无定数。就算人为地辟出“网民界”，
也因缺少法律依据而使得程序大谬，程序不合法则其
实体结果不合法，“老牛”作为网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
自然经不起推敲。

其二，退一步，就算“老牛”以网民人大代表的身份
出席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他能够代表谁的利益？有
人说，当然是代表网民的利益。那么，网民的利益又是
哪些人的、什么样的利益？中国网民已突破3亿，且还
在以每月800万～900万的速度增长。网民数量巨大，
其组成也非常之复杂。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百
姓乃至中小学生，或者从富庶如身价千百万的实业家，
到身无长物的农民工以至在家“啃老”的愤青，都可能
是网民。单从组成看，谁敢说，自己能够代表这样一个
身份各异、利益差别巨大的庞大人群的利益诉求呢？
因此，代表网民利益的说法只能是一厢情愿。

当然，也有人说，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创新往往
意味着要突破现有条条框框，法律条款与现实需要的
差别完全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取得一致。比如说，选举
法中有“全国及各级人大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
女代表”这样的特别条款。那么将来会不会有类似的
规定，要求人大代表中应有适当数量的网友代表呢？
笔者看来，即便是未来，这样规定也不大可能。其根本
原因在于，网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本身不是一个独立
的社会阶层（界别）。而身为网友的人们在现实中已经
属于各自的选区或界别，其利益诉求已经可以通过现
有的渠道得以反映，如再设网友代表，只能导致议事机
构人力资源的浪费。

网络是表达意见的一个新生而鲜活的渠道，当前
我们之所以重视网络声音，并非因为这些声音代表了
自己的独特利益，而是这些无拘无束的见解给人以更
坦率、更真实、更犀利的感觉，能够对执政者有所启
发。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问政于网络。作
为一个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我们把网络本身维
护好、管理好，真正创造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网
络舆论环境，这才是对网友参政最大的支持。王文琦

漫画：欢迎考察团
据报道：为迎接一个考察团到镇上考察，重庆

市忠县马灌镇政府下令让镇中心小学派出六年级
三个班、百余名小学生，放弃上课时间，到街上打
扫卫生。

这些事，已不是某个地方某级政府的特产，而
为多个地方所共有。重庆这所小学的100名学生，
这次充当环卫工，已属“湿湿碎”小菜一碟了。

不过，在不少学校，老师上课迟到或提前落
课、拖堂三分钟都算是教学事故，教师在课堂上接
听、拨打手机或者收发短消息，可算是重大教学事
故处理。这次，政府让三个班的小学生放弃上课，
上街打扫卫生，应算哪个级别的教学事故？

难道有权者可以随意打乱学校的教育秩序
吗 ？ 学 生 停 课 扫 街 ，官 员 应 该 停 课 反 省 。

文/丫丫 图/春 鸣

《鬼子进村》拍摄现场剧照《鬼子进村》拍摄现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