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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间，走遍全国 500 多个传统村落

主持人李兵用《乡关何处》留住乡愁
白衬衣，黑裤子，儒雅的眼镜，当湖南唯一的“范长江新闻奖”、“金话筒奖”双料得主李兵 3

月 5 日重新出现在荧屏上，依旧用深厚的人文情结、独到的观察眼光和真诚的主持风格，向观众
娓娓诉说乡村里的那些事儿时，距离 1995 年他在火遍三湘大地的《乡村发现》节目中第一次与观
众见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乡村发现》停播后，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兵哥”的李兵去哪儿了？又干了什么？他这次为何
再登荧屏？

比起现在明星当道的综艺节

目，当年以素人为主角的《乡村发

现》，以真实记录湖南乃至全国乡

村的变化而被人们津津乐道，成

为湖南电视业的名牌栏目。

几年前，《乡村发现》停播后，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兵哥”的李兵，

依然奔波在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

最近，他将多年的积淀化茧成蝶，

录制成三集传统村落文化与保护

主题片《乡关何处》。3月5日，《乡

关何处》在潇湘电影频道首播，

引起人们对于乡愁的巨大关注和热

议。

李兵告诉记者，《乡关何处》

的名字，来源于唐代诗人崔颢的《黄

鹤楼》。

片子开头，就是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的孩子们

用当地方言朗诵的《黄鹤楼》：“昔

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

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

上使人愁。”镜头中，孩子们稚嫩

的嗓音和方言独特的韵味让湿漉

漉的乡愁更加氤氲迷离。

李兵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他对于乡村的记忆，来自于很小的

时候回妈妈的北方老家。“我的哥

哥舅舅们，赶着马车来接我。笔

直笔直的土路上，两边都是白杨

树，阳光从树叶枝杈当中渗下来，

照射下来，我坐在马车上，暖洋洋

的，一会就睡着了。到了老家，睁

眼一看，哦，茫茫一片青纱帐，那

都是红高粱啊！那个高粱有我好几

头那么高，我们在那当中捉迷藏，

玩打仗，累了到小河里头去洗个

澡，游个泳，有的时候还跟舅舅们、

小哥哥们一起去打羊草。累了随

便在哪个树上一靠，小憩一会儿。

晚上还可以跟舅舅们一起到屋檐

底下去捉麻雀，放在小笼子里养着，

太好玩儿了！”

这段幼时的美好记忆也许是

李兵一直钟情乡村的原因之一。原

本做得风生水起的《乡村发现》停

播之后，李兵曾消沉过一段时间，

“毕竟情感上割舍不了嘛”。

2012 年，李兵开始担任湖南卫

视国际频道《世界看湖南》节目的

业务指导，“主要是反映湖南的政

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名人

名家、历史掌故等方面。更多是

做一些古村落文化的抢救性拍摄，

最终把这些绝美的历史遗存修复

性的追寻、展示出来”。

李兵发现，湖南的古村落保

护境况堪忧 :“永州市宁远县九嶷

山乡西湾村有着最美的湘南壁画。

但我们去的时候，老房子拆得差不

多了，蛮心痛的。”古村落保护必

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果这些

没有了，就等于湖南农村历史文化

活态的东西没有了。”

5 年间，李兵和他的团队走遍

全国 500 多个传统村落，采访近

万人，制作播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与发展主题纪录片近 20 部。

从之前鲜活的新闻视角到现在

思考积淀的文化视野，这种转型并

不容易。

“越到后面我越焦虑，村落的出

路到底在哪里？”李兵说，中南大学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米莉

和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黄勇军伉俪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和

启发，让他“在学术和思想上有了依

靠”。

“《乡关何处》临近成稿时，米

莉教授在田野考察途中手臂摔伤骨

折，最后的串讲词她是躺在病床上

用一只手打出来的。他们还帮我找

到傅熊教授（知名汉学家，英国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记者注），让

片子有了国际学术视野。”

三集的片子中，李兵依然保持

当年的风格——习惯有条有理地

讲故事，接一段极真挚的个人感怀，

动情处，哽咽，眼微红。

“农村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心灵

的寄托。大家都在提‘留得住青山、

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但是要

想留得住乡愁，如果留不住这些乡

土文化基因，那么乡村也就变成一

个新的东西，乡愁也就无从安放了。

我很庆幸，能为留住大伙儿的乡愁

尽一份力。”李兵说。

《乡村发现》停播后，他依旧行走在乡村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最让他魂牵梦绕的，是一个姑娘

“留不住乡土文化基因，
乡愁也就无从安放了”

2009 年，李娟被调入娄底四

小，此前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她，被

安排任教二年级数学并担任班主

任。换科目教学困难重重，但想

到学校数学教师不足的情况，她

毅然接受了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李娟一边刻苦

学习数学课标，钻研摸索，一边

扎实上好每一堂课。下课后，学

生有作业，李娟也给自己布置了功

课：及时写好教学反思，虚心请

教其他有经验的老师。在她的精

心组织、用心管理下，所带班级班

纪、班风良好，在学校组织的各

类活动中名列前茅。

2014 年下学期，李娟开始负

责学校体艺卫工作。学校足球队

参加了娄底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联

赛。比赛时，她是后勤人员、啦啦

队员、临时医务人员。为了保障学

生安全，她每个周末负责队员接

送，将近两个月的比赛，没有一次

迟到或缺席。最终，娄底四小获得

了全市第八名，她也被评为“娄底

市优秀教练”、“娄星区 2014 年度

体艺卫工作先进个人”。

2015 年上学期，娄星区教研室

聘用她为小学数学教研员。她在

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资料，认真做

笔记，对小学数学教学有了更加

全面系统的把握。在娄星区第二届

“新华杯”小学数学教师教学竞赛

活动，她精彩、专业的点评给参

赛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潜心教书，语文老师变身“数学达人”
一直以来，李娟积极参加各

种听课评课活动，学校有外出学

习的机会她也踊跃报名，并参加

了各级各类教学比赛。2013 年，

她执教的《分数的基本性质》荣

获人教版小学数学优秀录像课

评比一等奖、湖南省年度小学数

学优化课堂教学录像课评比一等

奖；2014 年，《分数混合运算》

荣获湖南省小学数学经典示范课

例优秀录像课比赛一等奖；2015

年，《角的初步认识》荣获“一

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省级

优课；2013 年、2015 年，她两

次荣获全区小学科学实验创新

大赛特等奖。在 2011年全国中

小学班主任远程培训和 2015 年

国培计划——小学数学种子教

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培训中，她

被评为省级“优秀学员”。

李娟不拘泥于三尺讲台，努

力由“教学型”向“科研型”教

师转变。她主持了省级十二五电

教课题《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小学

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还参

加了省级十二五规划课题《快乐

飞扬——激发小学生习作兴趣

的研究》和《办好家长学校，指

导家庭教育的学习和实践》的研

究。2016 年，她配合杨城花校

长申报的湖南省十三五规划课

题《小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策略研

究》通过了娄底市教科所初评，

报送省规划办复审。

潜心钻研，课堂教学多次获省级一等奖
文 / 黄朝晖  张伊人

曾经被称为“糖
罐里长大的一代”的

“80 后”群体，早已
有不少人悄悄地成为
了各行各业的中流砥
柱。1981 年 出 生 的
李娟就是其中一位。
她现任娄底四小数学
教师、教导处副主任，
曾 多 次 荣 获 娄 星 区

“优秀共产党员”，以
及优秀教师、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语文老师，成了数学教学竞赛点评嘉宾

不仅乡村本身在变化，

乡村的人也在改变。

前两年，李兵来到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王村（芙蓉镇）拍摄。旧地

重访的李兵兴致很高，起

了个大早来到村里，准备好

好拍一下村里人的生活。谁

知，当镜头对准一名正在

摘菜的老大娘时，老大娘

把身子转了过去，再拍，老

大娘拿着手上的豆角就打了

过来：“我叫你拍！”李兵说，

村里做米豆腐的也不让拍，

“因为摄制组没给钱”。

“现在很多古村落是香

饽饽，但跟农民没关系了，

特别是很多旅游化的乡村，

商业化的味道就越重。”李

兵说，“越是偏远的地方，

人心可能越淳朴。我们去隆

回花瑶采访，瑶寨老大爷满

山满岭地帮我们挖竹笋，老

大娘执意要把家里正在下

蛋的一只老母鸡炖了给我们

吃，而且还坚决不肯收钱。”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待客之道”一直是很重要

的礼仪文化。“为什么老百

姓对我们这么好？因为款待

客人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

来的文化。我们精神世界里

的营养和根脉，很大部分

是来自这些传统文化。”李

兵认为，所谓文化自信，也

包含着对传统村落文化的

尊重和自信。“我们现在一

说到农村，就是‘三农’‘农

民工’‘留守儿童’，但农民

兄弟真的爱看那些东西吗？

我觉得未必。相反，我们

城市精英阶层乐于阅读这

样的内容，物伤其类，很容

易借此发泄。”

李兵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拍《乡关何处》的

时候，最让他魂牵梦绕的，

是一个姑娘。

“姑娘”其实年纪并不

小，是一名生活在紫鹊界

高山上的乡村嫂子，名叫祥

云。祥云告诉李兵：“梯田

就是我心中的江山，有了田，

就有了一切。”

大山交通不便，山中生

存环境并不好，但祥云她们

祖祖辈辈坚守在那里，并

把紫鹊界看作是自己的祖山

和宝山。李兵说，祥云的话

让我明白了乡村美在何处。

“ 事 实 上， 乡村 有乡

村的文化，乡村有乡村的

美——自然环境之美，村

落人居之美，村落文化之美，

血脉根源之美，劳动创造

之美……越是社会高速发

展，越应该找回文化的根。”

李兵说，他就是想通过这

部片子，找寻并留住这份乡

村文化之美。

扫一扫，看李兵到
底拍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