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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考》的前半段讲述
的是几位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与家
庭碰撞后造成的误解和困惑，那么
本剧的后半段，显然是在展示一系
列矛盾和冲突是怎样被解决的。

周博文家不争气的老父亲周
美仁，总算是醒悟过来了。在外出
卖瓜子补贴家用的过程中，他第一
次尝到了现实生活的苦涩滋味，也
终于明白了妻子一直以来给了自
己多少关爱和庇护。这位曾经沉
迷于游戏的中年男人，意识到自己
应该肩负的责任，于是主动到学校
食堂帮忙，做起了好事。和儿子的
一番恳谈后，两人之间的芥蒂也渐
渐消除，晚上一同夜跑的身影，预
示着父子关系的好转。

吴家俊家里的“虎妈”董碧华
也想开了。这位为了照顾儿子放
弃工作，秉持“母子之间没有隐私”
的理念的母亲固然是伟大的，但也
让吴家俊喘不过气来。更重要的
是，后者执着想参加艺考的理想始
终得不到母亲的理解，让整个家庭
关系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好在，
吴家俊为了满足家长的期望而闷
闷不乐的样子让她领悟到：孩子的
人生之路，终究要靠自己去走。不
管是考公务员还是做艺术生，不管
追求的是理想还是前程，孩子能够
生活得快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同意吴家俊填报想填报的志愿，也
意味着一场家庭风波的偃旗息鼓。

田雯雯家疏于关心女儿的父
母，也在高考前懂得了女儿内心的
脆弱和痛苦。他们最后没有卖掉
祖屋，还因为田雯雯和周博文之间
莫须有的“早恋风波”主动找上周
美仁。虽然一场误会多少让田雯
雯有点不愉快，却也从侧面说明，
父母终究是关心女儿的，只要把话
说开了，很多事也就不是事了。

经历了疫情波折的金和县学
子，又在高考当天遇到了暴雨和洪
水的考验。最终，在各方的援助

下，这群可爱可敬的年轻人经受住
了考验，在这场青春的“大考”里交
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几
位主人公的成长经历里，我们也不
难看出本剧的两大特色——敏锐
的时代叙事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对时代的敏锐观察，不仅体现
在对几位主人公家庭状况的生动
展示，还有本剧作为文艺作品勇敢
介入社会议题的姿态。高铭宇上
台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讲，被上传
到网络后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
有人被他的上进、努力的精神所感
染，但也有人认为这位尖子生的理
想太过功利化。显然，这是本剧把
之前的网络热点事件化用到了文
艺作品里，足见本剧的与时俱进、
犀利眼光。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对于现实
生活中的素材，本剧并非原封不动
地照搬，而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展
现了对于高铭宇事件的深度思考
和再认识。网友只能通过网络观
看这场演讲，但并不了解高铭宇为
何会说出那些偏激言语的原因
——爷爷卧病在床，家里没有其他
依靠，如果高铭宇不能够依靠自己
的努力走出山村，又如何能支撑起
这个家？

这也正是本剧的高明之处
——并没有通过枯燥乏味的说理
来“教育”观众，而是通过一个个生
动、真实的镜头把事件的全貌告诉
大家。而且，本剧也没有为高铭宇
的理想和观念下一个定论。在王
本中和史爱华两位校长的对谈里，
既肯定了高铭宇一心要出人头地
的坚定信念，也指出教育的根本目
的不只在于“成功”，这无疑提升了
整部剧的思想境界——我们到底
应该如何看待教育的导向，看到高
考对于年轻人的意义，这些问题不
会有一个标准答案，而需要我们不
断跟随时代的步伐深入思考，不断
去探究每一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

家是最小的国。《大考》讲的虽
然只是金河县几个普通小家庭的
故事，折射出的却是宏大的时代精
神和家国情怀。王本中之妻在
2003年的“非典”抗疫中牺牲，这也
成了王本中和史爱华内心永远的

“痛”，但他们没有沉浸在过去，而
是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崇高的教
育事业中去。家与国、一代人与一
代人之间的交融，就是个人命运和
历史趋势之间高度的辩证统一。

正因为有无数个受到抗疫精神感
召的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忘
我投入，才能让周博文、吴家俊、田
雯雯们心无旁骛、轻松自信地应对
高考，才能让更多年轻人在今后的
生活中为家，为国作出更多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功在
“大考”里得到好成绩的不仅是剧
中的学子，更是为中国现实主义文
艺创作再添浓墨重彩一笔的本剧
主创。 据澎湃新闻

《《大考大考》：》：
敏锐的时代叙事 浓厚的家国情怀

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
诺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人文
社副总编辑肖丽媛11日晚透露，诺
奖消息一经公布，《悠悠岁月》在多
个平台上很快销售一空，人文社已
紧急加印。

埃尔诺的代表作《悠悠岁月》曾
获得由人文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联合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
小说”奖项，2010 年首次在中国出
版发行。该奖设立于2001年，迄今
为止，已有98位外国作家的最新作
品在第一时间被介绍、引进至中国
翻译出版，其中不乏名家名作。为

了庆祝该奖设立 20 周年，2021 年，
人文社优中选优，决定从已出版的
获奖图书中挑选七部精品续约再
版，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正是
其中之一。

《悠悠岁月》讲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世界进程和时代变迁，
翻译家吴岳添当年是“21世纪年度
最佳外国小说”法国文学评委会主
任，也是《悠悠岁月》的翻译。吴岳
添介绍：“这本书翻译的难度并不在
于语言本身，埃尔诺的语言是很简
单清晰的，翻译不是很困难。难度
在于大量的细节，书中提到的人和

事物都是作者仔细挑选的，能够使
读者马上回想到那个年代。很多细
节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体会，
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为此，翻
译过程中，吴岳添不仅查阅了大量
资料，还向法国人一一请教困惑之
处，最终呈现出一部尽可能再现原
作的译本，使读者在第一时间领略
诺奖作品风采。

《悠悠岁月》从 1941 年讲起直
到2006年左右。在作家李洱看来，
书中提到的重要作品，包括文学作
品、电影、歌曲等，中国读者也都有
所了解。他认为，埃尔诺的写作首

先是有明显的自传性，其次是与法
国的文学传统甚至整个艺术传统，
比如印象派和立体主义，以及法国
新小说派联系紧密，且结合得非常
好，是比较耐读的小说。从创作手
法上讲，《悠悠岁月》有很强的艺术
实验性，也带有元小说的性质，且处
理得非常平实，细微展现了20世纪
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是如何“随风潜
入夜”地产生影响，在平实的事物中
潜藏着幽深的部分。

据了解，诺奖消息一经公布，《悠
悠岁月》在多个平台上很快销售一
空，人文社已紧急加印。人文社副总
编辑肖丽媛表示：“不是所有诺奖得
主的书都卖得好，但我坚信埃尔诺
将拥有广阔的中国读者市场。她的
书应该属于长销书，具有旺盛且持久
的生命力……” 据北京青年报

新科诺奖得主作品《悠悠岁月》热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