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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沙湾往事》
即将株洲开演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吴君茹）
日前，记者从神农大剧院获悉，曾获得第十五届文华大

奖、“五个一工程奖”，被视为岭南文化名片，由广东歌舞

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沙湾往事》将于 7

月 23日和 24日在神农大剧院连演两场。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沙湾往事》由广东歌舞剧院倾

力打造，“舞坛双子星”周莉亚和韩真联合担任总编导，

《舞蹈风暴》第二季的明星舞者黎星、李艳超领衔主演，

并荣获第十五届“文华大奖”，是国内近年来少有的演出

九年之久、超 200场、足迹遍布 50城，仍坚持以原班人马

出演的舞剧。

这舞剧以“广东音乐之乡”番禺沙湾古镇为故事

背景进行创作，剧中，一对青年何柳年与许春伶相知

相爱，但因父亲的临终遗命，何柳年不得不与潘红英

结为夫妻，并投身于乐曲《赛龙夺锦》的创作重任，何

柳年也因思念许春伶而作成一曲《雨打芭蕉》。1938

年，日军占领广州，同胞惨死。潘红英为守护乐谱牺牲

于日寇刺刀之下，何柳年放下个人情感，投身创作，一

曲高亢激昂、饱含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赛龙夺

锦》终于奏响。

该舞剧用当代舞蹈艺术语汇演绎传奇故事，并用设

计巧妙、优美生动的舞段诠释经典音乐的鲜活内涵。深

刻的主题立意、流畅的舞蹈演绎、原味的舞美设计、动人

的经典配乐，为观众展现了一部波澜壮阔、激昂奋进的

广东音乐史诗。

除了大型原创民族舞剧《沙湾往事》，本月神农大剧

院还将推出儿童剧《十二生肖之兽首传奇》、《超级厨师 2

之爆笑厨房》、“大河之曲”西部民歌展演、儿童剧《酷虫

学校》、话剧《佳梅老师》等文艺演出。

穿越岁月的“一片冰心”
——论变与不变的爱国情

袁昊

电影因其独特的故事讲述方式、细腻的人物形象

塑造、生动的情感表达而从多种艺术类型中脱颖而出。

优秀的电影作品甚至能穿越岁月的脚步，影响一代又

一代青年人情感价值观的塑造。红色电影作为独具中

国特色的影片类型，它的发展成长史几乎与我党的发

展壮大史重合。在我党筚路蓝缕的成长路上，红色电影

一直坚定地站在我党文化宣传阵地的前线，以镜头为

纸、以情节为笔，书写出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爱国爱党的

坚定情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高昂的爱国救

亡情绪吸引了国人的目光。电影《狂流》（1933 年）作为左

翼电影运动的第一部作品，冲在了宣传进步思想的第一

线。影片主要讲述了小学教师刘铁生带领村民们智斗乡

绅、保护家园的故事，影片的情节不算复杂，但展现出来

的社会现状却令人深思。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村民像极了

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国国民，以刘铁生为代表的进步

青年，带领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这种积极守卫

家园、反抗黑暗势力的进步思想就是该年代爱国情的具

体表达。正是因为历史中那些前仆后继的革命先辈们，

我们才有今日和平安康，这些历史中的先行者值得我们

钦佩和怀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颂型喜剧《五朵金花》（1959

年），因其轻快活泼的风格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影片讲

述了建设时期，年轻人阿鹏与该时代各有所长的五朵

“金花”的故事，影片以大团圆作为结尾，生动又温暖。该

片虽然讲的是爱情故事，但是在阿鹏寻找自己真正“金

花”的过程中，人们跟随镜头一起回到那个年代——所

有人各司其职，为着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而不断奋

斗。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这样一种将自身的价值融入整

个集体的精神，就是该时代爱国情的具体表达。而影片

中所呈现出来的健康、阳光的恋爱观念，时至今日，对年

青一代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也打响了脱贫攻

坚之战，影片《十八洞村》（2017 年）艺术性地记录下了

这历史性的一役。影片主要讲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

脱贫之路，以小见大，展现出我党带领人们脱贫致富

的力度和速度。这部电影的精彩之处在于将人情和政

策交融，将真情与现实结合，人们仿佛能够通过主人

公杨英俊看到自己的身处农村的长辈，看到那些勤恳

一 生 的 劳 动 人 民 。同 时 影 片 中 所 展 现 出 来 的 湘 西 元

素，例如地道花垣方言、精致的苗绣、壮观的梯田……

这些亲切生动的文化符号也给予了观众以极强的感

官感受。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在疫情背景之下，于 2020 年

的国庆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灯光暗下，悠扬的音乐响起，原本躁动的观

众们逐渐安静下来，伴随着耳熟能详的音乐，大荧幕呈

现出一片片葱翠的麦田，追随镜头，人们的视线和思想

仿佛一起走进了祖国那气势壮阔的大好山河，穿越千山

万水，走回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土。在这部影片中，人们

的爱国情已经不再是固化统一的，里面的出租车司机、

支教教师、村书记……都以自己的方式向祖国和家乡表

达自己的热忱。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中国电影发展也已有百余年，

每个时期对于爱国情的表达都有所不同，革命时期高亢

的救亡情绪、建设时期团结的进取气质、强国路上坚韧

的奋斗精神、新时代下将自我梦想融入中国梦的追梦情

怀。但无论是哪个时间的爱国表达，不变的都是那个年

代的人们对国家的“一片冰心”，这些在各个时期都让人

感动的爱国情感，穿过岁月的尘封，在中国发展史上熠

熠闪烁。优秀的红色电影绝不止这些，在全国上下深入

学习党史、体悟百年砥砺征程的集体场域中，红色电影

应当被充分挖掘其自身价值，为爱国主义情感解读、为

党史讲解方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读《诗经动植物图说》
甘武进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里的这一句，已成为千载吟咏

爱情的经典。然而，“鸠”究竟是何物？除《周南·关雎》外，《召南·鹊

巢》《卫风·氓》《小雅·曹风》等里都有关于“鸠”的诗句。如“维鹊有

巢，维鸠居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历代

注家对《诗经》中的“鸠”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鸟，常常有不同的看

法。在《诗经动植物图说》中，作者在尊重古代知识的基础上认为，

以“红脚隼”解释《召南·鹊巢》中的“鸠”更为合适。

用现代动物学知识与文献梳理结合的方法，考订名物，简明

扼要，也令人信服。如“鸠”的解释，仅为《诗经动植物图说》辨析多

种“鸟兽草木”的一例。此书详细介绍了《诗经》中的 114 种动物和

137 种植物，作者从训诂学入手，借助现代生物学知识，对每种生

物精心考订，力求做到名称的古今沟通、中外沟通，以真实可靠的

图像展现风采，并介绍了相关的人文趣事，使读者既能理解欣赏

诗的优美，又能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诗经》中的动植物：草木有

情，生灵可亲。

《诗经》中的动植物充满了象征蕴意，它们是诗的一部分，其

象征意义、比兴效果，使诗意大增、意境丰满。如果没有这些生灵，

没有感知的对象，就缺乏灵感，就难以产生诗歌。早在孔子的时

代，人们读诗就很重视藉此认识其中写到的鸟兽草木，历代学者

对《诗经》的注解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

虫鱼疏》、王应麟《诗草木鸟兽虫鱼广疏》等皆是其中翘楚。不过，

毕竟时代久远，今人读《诗经》，遍布其中的动植物名仍然构成阅

读障碍。

为帮助现代人更加确切直观认知《诗经》名物，作者为《诗经》

里的动植物绘制的每幅制图都栩栩如生。《小雅·采芑》中的“芑”，

即现在的苦卖菜；《邶风·谷风》中的“荼”与“荠”是指苦苣菜与荠

菜，古代常将它们混称苦菜，造成一定的混乱，因此才会有“谁谓

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为此，作者依据实物将它们详细画出来。

苦卖菜茎生叶多数，长圆形；苦菜茎直立，叶互生；荠菜主根瘦小，

基生叶丛生等……如此清晰又准确的精心之作，给人带来一种扑

面而来的直观感受。

当然，文献考释，并非此书的最终目的，融入更多古今知识，

启迪后人，才是绘著图谱的原因。《周颂·思文》中“来”“牟”是何

物？大家会被名字所迷惑。其实它们是古代对小麦和大麦的称呼。

考古学研究表明，小麦是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其祖先植物进行驯化

的产物，其栽培历史已有万年以上。而我国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

中心之一。大麦我国古代已广泛种植，是重要的饲料作物和酿造

原料，少量用作粮食。作者说，幼年时老人将大麦磨成粗粉粒，称

为大麦糁子，用来制作大麦粥饭，吃起来滑润、有麦香。

这段文字与其说是在图说植物，不如说是对我国古代农业文

明的说明，并且还谈到了现代人对食物的朴素情感，引起我们的

怀念与共鸣。如《周颂·丰年》《王风·黍离》《小雅·黄鸟》等中的稌、

菽、黍、粟几种粮食作物，也就是现代的稻、大豆、稷、粱，只是古代

的称谓与现在有所差别罢了。类似这些“沟通古今，融汇中外”的

注解，让大家深刻理解到动植物《诗经》中的情感力量。总之，此书

是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好书，适合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

情歌是所有歌曲里最普遍最动人的一种歌，因为它

表达了人类情感中最主要的一种感情：爱情。爱情是一

件美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曾向往爱情，大多人经历过美

好的爱情，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或几首最经典最好

听的情歌，会在高兴或忧伤时自吟自唱，或去 KTV 与朋

友放声高歌。

近日我打开手机，想要找几首好听的歌听一听，突

然响起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是张国荣的《倩女幽魂》，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因为小时候听得太多了，很多

年没听，再听还是觉得心潮汹涌，整个人都进入了这首

歌的氛围。之后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听一听那些老

情歌，旋律动人，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我记得儿时有许多经典的武侠剧传奇剧历史剧，每

个剧至少有三五支好听的歌曲，而且大多是爱情的主

题，情意绵绵缠绵悱恻，几乎成为几代人的回忆。那时网

络信息还不发达，我们用录音机收音机听歌，大街小巷

上到处能买到歌手的磁带，悠扬的情歌到处飘扬。大一

些的学长学姐是从磁带里学歌，我们则跟着他们学，小

小年纪就会唱情歌了。

那时有很多情歌家喻户晓，比如《甜蜜蜜》《红豆》《小

芳》《单身情歌》《爱我别走》《忘情水》《风中有朵雨做的

云》《伤心太平洋》《吻别》《今夜你会不会来》《月亮代表我

的心》《盛夏的果实》……到现在还深受人们的喜欢。那些

歌之所以得到大家的喜爱，不仅因为旋律动听，还因为歌

词朴实隽永，情感真挚真诚，不故作高深，也不虚情假意，

更不在歌唱技巧上玩弄什么花样，而是深情款款或情真

意切地表达，仿佛一位与你相似的友人在向你倾诉。大多

的歌听起来很好理解，唱起来也不难，所以传唱度很高，

我记得小时候很多情歌我几乎听几遍就会唱了。

除此以外，更离不开那时候歌星们扎实的唱功，那

时的歌手到现在仍被我们喜爱，个个都是歌坛的实力

派，有些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比如邓丽君、刘德华、

陈百强、陈慧琳、王杰、张惠妹、张国荣、许冠杰、张学友、

罗大佑、周华健、谭咏麟、李宗盛、达明一派、张信哲、韩

红……那时我们还小，虽然还没有真正经历爱情，不懂

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我们身边也有动人或伤心的

爱情故事，听着他们唱那些情歌，渐渐地我们也明白了

歌词中的意思，加深了对爱情懵懂的认知和向往，这几

乎是一种启蒙了。

后来，我们又听周杰伦、林俊杰、SHE、王心

凌、蔡依林、潘玮柏、陶喆……他们的情歌相

比前十几年的歌手，更显得青春，自由，个

性鲜明，他们创作了许多好听的歌，有一

些几乎家喻户晓，大人孩子都会唱。

后来我长大了，因为工作繁忙，

听歌更少，对情歌的接触尤其少，

偶尔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听到一些简单的背景音乐，觉

得还行，但不是特别好听，觉得不如过去那些歌那样感情

浓烈厚重。在那之后，我对情歌知之甚少，跟朋友一起去

唱歌，唱的还是小时候学会的那些经典老情歌。我问他

们，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情歌吗？很多人跟我一样，不知道，

回答不上来。也许我们落后了，听着那些小孩子唱着现在

的流行音乐和情歌，觉得差了点什么。

现在娱乐项目太多，短视频和电影电视节目太多，

看起来更是方便，听歌的时间和精力也少了，这些年来，

能让我记住的情歌越来越少，这是我自己的原因，但也

有别的原因，听了一些近年来大热剧集的歌曲，也大多

是情歌，但听来大不如从前了，有没有一些妇孺皆知传

唱度非常高又好听的情歌呢？拿一些大热经典剧集来

说，《甄嬛传》的主题曲和插曲不错，有几首是刘欢演唱，

他唱功和嗓音了得，情感拿捏也十分精准传神，歌曲中

的内涵与深度与剧集中揭示的复杂爱情十分相恰，所以

听来非常深入人心。

除了这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情歌，我因为年岁渐

长，工作之余也没有更多时间去听歌了，新的偶像歌

手，我都不怎么熟悉。未来，也许因时代或生活的各种

原因，音乐进入我们生命的方式会越来越不一样，就

像我如今仍然在听几十年前的情歌，却不怎么了解新

的情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去多聆听，一方面，有些音

乐作者仿佛失去了真诚和真挚，只注重唱腔和技巧，

或依赖电子声乐的配合，让歌曲少了些真挚，歌词方

面，有些太生涩，有些太搞怪，有些又太肤浅。当然，每

个时代都有肤浅的东西，我对现今流行音乐的感觉并

不十分亲切，但我仍然热爱听歌，会去努力寻找更多

好 听 的 歌 曲 ，在 这 个 好 的 情 歌 越 来 越 少 的

感 受 中 ，我 希 望 能 再 次 感 受 到 十

年 前 在 路 上 大 唱 情 歌 的

感觉。

从清明节的定档又临时撤档，到 6 月 19、23

日的点映，再到 6 月 24 日正式全国上映，《人生

大事》的上映可谓一波三折。好在，最后的结果

是好的——目前票房已破 10 亿元，位列今年电

影票房总榜第 4 位，更让人开心的是，看到了朱

一龙的转型和耀眼的新星——杨恩又。

坦白说，这部片子就是冲着朱一龙去看的。

毕竟首支预告片放出来后，就让人十分惊喜，圆

寸头、大金链、夹板拖、花衬衫、胡子拉碴，之前

从未与朱一龙联系在一起过。在我印象中，他就

是斯文、儒雅、腼腆的代名词，外形的 180 度大转

变，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吸引力一样强。

影片以殡葬为主题，不得不说，这是个非常

小众的话题。在国人眼中，死亡从来都是一件让

人避讳的事情，与之相关的内容，哪怕稍有提

及，都会让人觉得晦气、不吉利。就像片中邻居

所说：“你一个搞丧葬的，把车子停在我婚庆店

门口，我们还怎么做生意？”也正是因为大家都

对死亡一事讳莫如深，才让“小文”在外婆死后，

执著于追着莫三妹问：“你把我外婆送哪里去

了？”对于孩子来说，她无从了解死亡，自然无法

理解人死后将何去何从，只知道外婆被莫三妹

放到了一个大盒子里抬走了，并由此引出了这

个关于死亡与治愈的故事。

主人公莫三妹是个彻底的 loser，爸爸不疼，

姐姐不爱。别看名字取得女人味十足，行事做派

一点婉约都没有，衣、食、住、行，通通不讲究。三

十好几，无正经工作，只能接下家里的丧葬用品

店，和好哥们一起在店里混日子。虽然“子承父

业”，但父亲始终看不上这不成器的儿子，连小

店的房本都始终揣在手里，不信任写在脸上。女

友，给他戴了顶超大绿帽子，他捉奸反被男“小

三”摁在床上动弹不得。

但是这样一个“烂人”，在遇到逝者遗孤小

文后，他从最开始的厌烦，到慢慢接受，再到关

心、喜爱，如同片中老爷子说的那样，“终于有

个事情让他上心了。”一开始，小文像极了他生

活里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麻烦，只会

让他的生活鸡飞狗跳，上下一团糟。他疲于应

对，急于摆脱。但相处久了，人与人的情感，就

在一次次的麻烦中建立起来了。两人的相遇起

源于葬礼，关系的拐点，也从揭露死亡的真相

开始。因为小文的哭闹纠缠，莫三妹气急败坏

下，直白地告诉小文：外婆被烧了，飘到天上去

了，消失了。

将死亡的真相毫无遮掩地告诉幼童，看似

残忍。但小文在哭完后，似猛然间开了窍，开始

尝试理解“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死亡就是

——变成烟，飞走了，不会回来了，但人死后会

变成星星，陪伴自己爱的人。接受了人是会死

的，外婆不会回来了这个结果后，对于小文来

说，真正的死亡教育也就开始了。

反过头来看莫三妹对小文的情感也会发

现，莫三妹对小文的付出，不是单方面的，而是

一场相互治愈。外婆去世后，小文无家可归，是

莫三妹收留了她，给了所能给予的全部关爱和

温暖。看到孤苦无依的小文，就像看到童年的自

己。因此，他给予小文关爱的同时，也疗愈了童

年不快乐的自己。而小文，也没有一味地从莫三

妹的身上索取。她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安慰

着、也感动着莫三妹。

影片最大的惊喜也来自小文。女主角小文

的扮演者杨恩又拍摄时仅有 8 岁，不仅被戏称和

当年的爆剧《隐秘的角落》里的普普“共用一张

脸”，而且演技也绝对让人赞叹。有人评价影片

让人看得又哭又笑，但无论是泪点还是笑点，其

实都来自于小文。可以说，没有她，这部影片不

会这么成功。

从开场不久，躲在柜子里用警惕的大眼盯

着莫三妹处理外婆遗体，到得知外婆不会再回

来后的号啕大哭，再到不愿和亲生母亲一起生

活，独自出门寻找莫三妹，却被焦急的莫三妹大

声批评后，泪眼说出“我的爸爸叫莫三妹，我家

住在延江市雨花区槐安路七十三号上天堂，我

不会丢”，杨恩又演绎的小文，每一个眼神，每一

个表情，每一次哭泣都是那么精准抓住了我的

心。都在说如今的流量花们演技无法直视，既然

如此，不如就“埋了”吧，把希望寄托在这些“10

后”身上，不是更好？

用温情来讲述死亡这件事
——观《人生大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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