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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金陵十三钗》是由张艺谋导演所执导

的历史战争电影，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影

片主要讲述了战争年代南京所发生的事情。这

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女学生书娟，她以第一人称

的视角来讲述这一群风尘女人的故事。

电影从一开始就在展现妓女与学生们之

间的矛盾，但是当日本兵来临，在地窖中最后

一个妓女躲进来准备关了地窖时，玉墨阻止了

她这一行为并说“让学生们进来”，同伴听了这

句话又挣扎着想把门关上，玉墨再次重复“让

学生们进来”这句话，两次重复这一句话表明

玉墨不惜自己被发现也要等到学生们进来的

决心，这也足以体现玉墨不计前嫌、心怀大爱

的性格特点。在影片的最后一部分，玉墨得知

学生们即将奔赴一场有去无回的庆功宴时，她

主动提出用自己去代替学生们当中的一个，并

且在后面号召自己的姐妹们一起，把全部学生

换 过 来 。玉 墨 ，即 使 因 为 命 运 沦 落 风

尘，却不因此而憎恶世界，心里面始终

保持着希望与爱去对待每一个人。

战争的喧嚣、破败的南京城、逃命

的人们、疯狂的日军、奠定了这部电影

的基调，也交代了故事的背景。在这灰

色的调子里，导演设计了几个亮点，通

过电影色彩的对比运用，这几个亮点

越发美丽与闪耀，同时推动了电影故

事情节的发展。

首先，教堂的彩色玻璃。小女孩书

娟透过彩色玻璃窗看这现实的世界，

彩色玻璃窗将这原本残酷的世界装饰

得美丽且迷幻，她记住了那些美丽，记

住了那些可贵的、可歌可泣的人。这个

小女孩没有记住残酷，她记住了美丽。

其次，影片最令人迷醉的是这十多个

风尘女子的美，这美丽属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红的唇色、精细修剪的眉形、

挑起的眼角、蓬松又规整的卷发、斑斓

的丝绸旗袍……影片的最后，妓女们

身 着 女 学 生 的 衣 服 在 地 窖 里 唱 起 了

《秦淮景》，导演利用小女孩书娟的想

象，将镜头切换到十多个女子身穿艳

丽旗袍并排走着。她们一边用如黄莺

般的歌声唱着小曲，一边在流动的烛

光下摇曳生姿，像开在冬日里的花，是

残酷中的温暖和柔情。这个表现性的

镜头在一直很节制的叙事性镜头里非常突出，

烘托了电影中主角的美。前后色彩鲜明的特

点，也为后面玉墨等人与前后态度不一样作出

了铺垫。

导演通过用镜头语言将该段历史表现得淋

漓尽致，体现了女烈士的爱国情怀。玉墨拨动豆

蔻血浸的琵琶，诸钗穿着学生的棉袍唱《秦淮

景》，一首献媚客人的小曲，一身臃肿不堪的棉

袍，却唱出了奇妙的光彩，片中出现了三处唱歌

的场景，前两处都是女学生唱圣歌，其中第一处

还是围着烛火，最后的这处诸钗唱《秦淮景》，镜

头再次插入书娟坐在烛火前，从容赴死的妓女，

和唱圣歌的女学生一样神圣。其次，妓女们在木

箱上躺成一排，入殓师贝尔给她们画学生妆，开

始妓女们还嬉闹，后来都渐渐入睡，贝尔给活人

画死人妆，妆毕，妓女们雀跃如孩子，在死前，她

们仍然豁达，仿佛回到了纯真的过去。

那首透着苍凉凄美的《秦淮景》，直到现在，

仍在我心中，每每想到在一方小小的地窖里，飘

浮着多少的侠义与真情，我的眼眶就湿了。虽然

她们在他人看来只是底层的风尘女子，但她们

的内心善良高贵，她们愿意用自己的善良和勇

敢去拯救更多的人，应该获得赞美。

与乡村孩子说牛解牛
——有感于吴昕孺儿童小说《牛本纪》

谭圣林

筹备温暖工程乡村行公益活动时，我们团队为几百公里之外

湘西的一个山区教学点订购了一批鲜牛奶，为特困家庭筹集了慰

问金和慰问物资。

总感觉到缺少点彰显主题的亮点元素。于是打电话与教学点

校长沟通，断断续续从方言中获悉，那个位于乡村一隅的教学点，

5 个教学班 30 名在校学生，全部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生

计，节省来往车费，常年奔波他乡工地或厂矿，孩子们跟着老人相

依为命，不少还是单亲家庭。放学回家，面对毫无表情的大山，以

及老人间歇不断的咳嗽声，孤独的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一本书，激

活那山泉的波纹那天空的回音那心灵的震颤。

其时，本土著名诗人、作家吴昕孺先生创作的儿童小说《牛本

纪》由湖南少儿出版社推出，在一次聚会上昕孺先生还欣然赠我

一本，他在扉页题写的“圣境皆奇绝，林泉遍阳春”，句首明藏我寸

名，潜藏其孺子牛强劲。乍一看书，那桃花绽放惊艳骑牛牧童的封

面，以及粘贴泥土清香的文字，“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

是我同伴”的歌声，以及“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画面，恍若

跃然眼前。喜读之余，我毫不犹豫地给孩子们每人带上一本。

活动现场，孩子们领到鲜牛奶，放置在课桌边，却争先恐后

分享《牛本纪》的“鲜”味。

“这头公牛高大威猛，是个大皇帝嘞，太牛了！不过也有点凶，

我怕它。”

“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家里不再种田，那头大黄牛卖掉了，

真可惜，要不然现在也是我家里的牛皇后了。”

“我看过水牛反刍，它趴在牛栏里休息时，一把把稻草从喉

咙里鼓囊囊地吐出来，再细嚼慢咽吞下去，食道练成了可顺流也

可倒流的水渠，好有味的。”

“我家里也没牛了，下次我来写篇《猫本纪》和《狗本纪》。”

是的，正如作者昕孺先生所言，现在的都市缺失了大自然的

影子。随着城乡人口单边流动性强，牛行乡村的诗意越来越遥

远。我们不能让孩子失去牛角挂书、小试牛刀的自然沉浸。

孩子们一边翻书，一边说牛解牛，也触发了我儿时穿梭于乡

村的牛本纪。十来岁时，我也像书中的小五，放牛，护牛，逗牛，对

牛吹奏竹笛。当民办教师出身的父亲也像小五的父亲一样，宽容

甚至放任儿子的牛脾气，引导儿子以《新华字典》为本源，融入大

自然的字典里查找“大牛市”，去发现牛腿一样的柱子和牛身一

样的穹顶。

记得有一回，家里的老水牛顶翻了邻居家的竹篱笆，在菜园

里美滋滋地打牙祭。嫩白菜让老牛拱了，这还了得。邻居操起棍子

赶过来，准备教训老水牛一顿。我闻讯飞奔过去，使出牛劲扯起牛

鼻绳，逃也似的连牛带人躲进了后山坳。第二天，父亲领着我，砍

了一把小竹子和三根木桩，把邻居家的篱笆修复成“防牛墙”。尔

后父亲又在集市上买一板车白菜拖回来，交给邻居作为赔偿。

垂暮之年的老水牛最终在一个寒冬的傍晚跌倒水坑，奄奄

一息，村里的屠夫提出杀牛卖钱。那时家里穷，每天一顿稀饭一

餐红薯。我没有任何底气和力气，像小五一样叛逆地阻止老水牛

的最后归宿。父亲透析我的心思，用一条白毛巾蒙住牛头，让这

尊曾经披荆斩棘的拓荒牛安息谢幕……从那一刻起，牛不再只

是牛，它与童心同频，与乡愁同根。牛是山水之间移动的影子，是

农人躬耕不辍的图腾。

分享完乡村牛事牛情，我对孩子们说，读《牛本纪》，品鲜牛

奶，做小牛人，铭记书中主人公小五父亲的教诲，“没有书可以穷

尽一切，书是最好的向导，它能引导你走向远方。”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鼓掌欢呼，手中挥动着散发牛气的《牛本

纪》，就像挥洒着一个个五彩斑斓的乡村童年。

看足球，品人生
易伟仁

去年 12 月 19 日凌晨 5 点，万众瞩目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比

赛结束了，“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在巨星梅西的带领下，一路过

关斩将，杀入决赛，最终通过点球战胜了上届冠军法国队，如愿

以偿地捧起了大力神杯。

关掉电视机，我却没有一点睡意了。回忆起观看历届世界杯

的历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我和世界杯的

渊源，可以追溯到 1986 年。那一年我高中毕业，正在备战高考，5

月份参加预考，顺利通过，接下来复习功课，全力准备参加 7 月

份举行的正式考试。这时恰逢第十三届足球世界杯在墨西哥举

行，当时心里痒痒的，真想好好欣赏每一场比赛。看球，读书，成

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算了，好好学习，好好考试，球赛以后有

的是机会看，我把自己的头淹没在书海中。

在学校，我听到一个同学在评论世界杯的比赛，说马拉多纳

一人带球过五关斩六将，将球送入空门；普拉蒂尼零度角打入一

粒技惊四座的世界波；济科、法尔考、苏格拉底罚丢点球，三冠王

巴西队黯然出局，说得绘声绘色，听得津津有味，仿佛把我们带

到了遥远的墨西哥赛场。球赛真是太有诱惑力了，我壮起胆子来

到父母身边，说想看足球比赛。我的母亲听说我要看球，没有明确

表示反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崽嘢，你是乡里伢子，要

想跳农门，就靠这一下了，紧要时期，你要争气啊！”话不多，但是

我明白其中的分量。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没有读过几天书，一辈

子都在农村生活，深深懂得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她对我的期望

值是很高的。看到我木讷而又尴尬地站在那里，父亲掐灭了手里

的烟头，发话了：“想看球可以，选几场有分量的比赛看，但是不能

耽误学习，家务事也做好。”听到父亲这么说，我大喜过望，连忙答

应：“好好好，保证不影响学习，不耽误家里的事情！”

有了父亲的允许，我终于可以快乐看球了。放学回家，挑水、

浇菜、田间除草，干得飞快。吃完晚饭，认真复习功课。夜深人静，

家里人都睡觉了，世界杯时间开启，我悄悄地打开那台 12 英寸

的黑白电视机，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观看世界杯比赛的历程，现在

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无比。最难忘的一场比赛自然是决赛

了。1986 年 6 月 29 日，在马拉多纳的带领下，阿根廷队以 32 战

胜了联邦德国队，夺得大力神杯。见证了阿根廷人的成功，见证

了马拉多纳的“封王”，激起我对人生无限的遐想，也给了我无穷

的动力，那一年高考我如愿以偿，上线、录取、迁户口、农转非，终

于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1986 年阿根廷夺得了冠军，2022 年阿根廷再次捧得金杯，36

年，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轮回。而我，也经历了一个轮回，从一个

懵懂的少年，成功升级为外公。人生真的很短，看完几场球，我们

就老了。现在，家里早已购置了 54 寸的彩色电视机，我可以大大

方方地看球了，可是父母却已经不在人世了。人生啊，就像足球

场，总是没有圆满的。

今年，我的外孙 1 岁了，再过四年，下一届世界杯，也许我可

以抱着外孙一起看球，给他讲讲，他外公当年看球的故事。

渔鼓调：
炎陵人乡愁中的
特色曲艺

黄春平

悦读

杂评

战火中高贵的灵魂
——评影片《金陵十三钗》

韩笑

《悠悠岁月》

作者：安妮·埃尔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吴岳添
出版年：2021-6
图书简介：

《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

的“杜拉斯文学大奖”。采用“无人称自传”的

方式，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

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

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大到靠前

风云，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

私，无不简洁生动。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

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了集体的记忆。小说的

时间跨度有六十年，因此无论什么年龄段的

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很熟悉的内容和很

清晰的记忆。

《叫魂》

作者：孔飞力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4-6
图书简介：
本书虚构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

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

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

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

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

妖术搅得天昏地暗。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

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

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

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

动。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

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

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

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

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世界神奇动物》

作者：雷切尔·威廉 / 艾米丽·霍金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18-1
图书简介：

《世界神奇动物》不只是一本有关动物的

百科，还是探索七大洲特色神奇动物的知识

画卷。书中用地图的形式带领读者饱览动物

世界的迷人风采，探索七大洲 31 个目的地，

以对开大图的方式与 31 种精彩纷呈的动物

种群一起狂欢，一共探秘了 107 种动物的栖

息地，呈现了 31 种神奇动物的真实生活场

景，展示了 282条动物意想不到的本领。

渔鼓又称道筒、竹琴，是一种流行于湖南、湖

北、山东、广西等地区的汉族乐器，常用于戏曲表

演。宋代已出现。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载：“渔鼓，

裁竹为筩，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皮用猪膋

上之最薄者，用两指击之。又有简子，以

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

之，其末俱略外反。歌时用二

片合击之以和者也”。

外地民间艺人
传入炎陵

一般认为，湖南渔鼓的

历史源头可上溯至唐宋

时期的“道情”，明清时期

最终形成为湖南地方性的

独立曲艺形式。清末民初，湖南

各地涌现出很多职业性艺人。经

资深音乐人尹秉华根据资料和

寻访老艺人考证，炎陵渔鼓艺

术系外地人传入。其形成和发

展原因有二：

其一，民国年间，因抗战

和自然灾害，邵东、邵阳、衡

阳等地来炎陵看相、算命者

众，看相叫唱，其腔调与渔

鼓相似；也有身背渔鼓来炎

陵的乞食者，边表演渔鼓边

乞食 。相传，衡阳有个姓曾

的渔鼓老人经常来炎陵卖唱，演唱的曲目有《二度

梅》《梁祝姻缘》《鸡爪山》等，从此渔鼓、渔鼓调在炎

陵民间传播。

其二，郴州桂东、资兴方向来炎陵做小买卖的

商人，必经炎陵中村龙潭蚁公坳并在此歇脚或吃

住，客人晚上无聊常用渔鼓取乐。一店主的小孙子

罗 介 藩

（ —1953 年 ）

深受他们的影响，

好 学 爱 唱 渔 鼓 。罗 长

大 后 参 加 炎 陵 地 下 武 工

队，在当地常用渔鼓宣传革命

思想，其演唱的代表曲目是《彭玉

林私访广东》。因之，渔鼓开始在炎陵中

村等地传演。

2014 年，《湖南渔鼓》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核心分布区包括怀化、娄底、郴

州、益阳 4市，以及炎陵等 10个县（市、区）。

兴起于政治宣传需要
炎陵有组织的渔鼓艺术和演出兴起于解放之

后。1950 年，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炎陵县政府文

教科科长欧孝信（地下武工队队员，中村龙潭人）

牵头，由罗介藩负责与城关艺人李子才等人组成

渔鼓队和幻灯队下乡宣传土地改革，演唱的曲目

有《控 诉 罗 国 干 罪 行》。从 此 ，渔 鼓 艺 术 得 以 在 全

县 普 及 流 传 。1951 年 炎 陵 县 成 立 文 化 馆 ，由 唐 丰

华牵头成立幻灯队继续用渔鼓宣传政策，到 1958

年全县渔鼓表演组达 75 个。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1959—1961 年），渔鼓表演渐渐降温。

1965年，该县电影部门以陈冬耕牵头成立“三镜

头”渔鼓幻灯队下乡放映演出，乡镇文化站也配备幻

灯放映设施并由上级文化部门统一配片。是时，县

“三镜头”渔鼓幻灯队由陈冬耕任队长，田仁光任制

片兼伴奏，陈云梅为演唱兼放映、操作，编唱的渔鼓

说唱片内容有抗美援越、学习毛主席著作、新人新

事、推广农业科技等，其腔调既有本县传统的渔鼓

调，也有外地的渔鼓腔，渔鼓表演一时蔚然成风，

广为传唱。1980 年代，渔鼓说唱再度降温。

2006 年，由尹秉华编著、中国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炎陵飞歌》，收集整理了部分在炎陵流行的渔

鼓调词曲，其中有《渔鼓打来两头空》《合作社里订

计划》《太阳出来照四方》《山区人民架金桥》《天上

星星亮晶晶》等。该书的出版发行和对渔鼓调词曲

的收集整理，对挽救、传承濒临失传的炎陵渔鼓调

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植于地方语言环境之中
炎陵南竹资源特别丰富，制作渔鼓一般使用竹

筒，炎陵即可就地取材。尹秉华介绍，渔鼓材料

应选取径围大的南竹，按约两尺五寸长度裁取竹

筒，之后用蛇皮（或猪皮）紧蒙一端即成渔鼓筒。渔

鼓分坐式表演和立式表演两种，一般不加过多动

作，但要求吐词清楚，声情并茂。表演时，由一人手

持渔鼓敲板演唱、一人伴奏，也可击鼓敲板与演唱

分开，用多种乐器伴奏。

渔鼓曲本体裁为散韵相间的叙事文体，叙述为

主，代言为辅，唱词工整，平仄协调，以唱为主，多为

七字句。其唱腔独特而丰富，博采众家之长，曲调变

化多端，节奏抑扬顿挫可快可慢。演唱者可以根据

情节变化念唱结合，说唱相间，自由处理；其音乐都

是微调式，唱腔四句一段连续反复，也可以在段落

之间插白叙事，行腔有时比较自由，但要与渔鼓板

声协调。

炎陵渔鼓以方音为基础，融地方剧种与民间

小调，深植于地方语言环境之中，唱词选调亦与地

方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丹桂飘来金菊妍，秋风

送爽喜连天，重阳佳节祭始祖，炎帝陵前唱丰收。

洣河滔滔绕山前，灌溉两岸万坂田，年年五谷庆丰

收，处处粮食夺高产。罗霄巍巍山连山，树满山岗

果满园，松杉樟梓出好材，桃李柑柚香脆田……三

阳 开 泰 四 时 妍 ，炎 帝 精 神 映 河 山 ，丰 收 不 忘 神 农

祖 ，九 州 百 姓 颂 万 年 ”这 是 由 李 宗 盛 填 词 的 渔 鼓

《炎帝陵前唱丰收》，共 7 节 28 句，既颂扬了炎帝的

丰功伟绩，也展现了圣地炎陵农业的丰收景象。

随着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渔鼓作为炎陵曾经流

行的曲艺项目、文艺形式，其影响面、观众群乃至知

晓率日渐式微，渔鼓艺术的抢救、传承与保护迫在

眉睫。

曲调曲目保留许多原生态
从渔鼓曲词、表现形式来看，由于炎陵地处偏

僻、信息闭塞，它的曲调、曲目保留了很多地方原

生态东西，是研究地域音乐文化史、社会发展史、

思想道德史最好的史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作为典型的山区地域环境，一种文化艺术形式

的存在必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接受、喜爱的

基础上得以传承的。渔鼓这一艺术形式能在炎陵落

地生根和存留发展，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呵护培植，

它的表现形式与艺术价值凝聚了一方人民的思想、

智慧。

渔鼓进入炎陵后虽然加入了炎陵民歌、小调等

形式多样的唱腔、唱词，丰富发展了渔鼓艺术，但他

的宣讲主题依然不变。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没有一种

思想使其凝聚，必定会导致众多社会问题，渔鼓恰

恰起到了这种纽带作用。

用友软件
特惠活动

湖南友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用友株洲唯
一代理商，年底客户感恩特惠活动，超低折扣，
大礼相送，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唐辉13917462555
18373366333

地址：天元区幸福大厦91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