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 洲 市 第 九 届
“炎帝文艺奖”评
出58件获奖作品

罗遇真

9 月 16 日，株洲市第九届“炎帝文艺

奖”评奖结果公示。经过初审、初评、复

评、终评，从申报的 81件各艺术门类作品

中评选出 58件获奖作品（其中：语言艺术

类 14 件，书画摄影类 33 件，综合艺术类

11 件），评选出一等奖 8 件，二等奖 17 件，

三等奖 33件。

万宁、刘正湘、肖文范、李晓英、江

晖、张亦刚、窦强、株洲市戏曲传承中心

等艺术家或文艺机构在此次评选中获得

一等奖。叶之臻、陈夏雨等获得二等奖。

获奖作者均为长期生活在株洲的文艺

家，他们几十年来深耕在文学艺术领域，

对创作精益求精。本次获奖作品体现了

株洲风貌、传播了本土文化、书写了动人

的株洲故事。作家们用文学艺术的方式，

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呼吸和株洲的发展。

这些作品不仅是作家、艺术家们经年累

月在艺术上结出的果实，也代表了株洲

近年来文艺创作的水平。

作为一名悬疑类影视剧的爱好者，电

影《第八个嫌疑人》上档后，我就迫不及待

地走进影院，毕竟“根据真实案件改编”，以

及“影片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

赛单元，主演大鹏斩获金爵奖最佳男主角”

两个元素，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影片改编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武装

劫钞案。1995 年 12 月 22 日，广州市番禺区

一家银行门前，5 名蒙面歹徒持枪劫走 1500

万现金，导致押运人员一死一伤。警方介入

后，5 名劫匪先后落网，侦查员何蓝（张颂

文 饰）也在抓捕过程中牺牲。但案件真正

策划者——建筑公司的老板陈信文（大鹏

饰）及其堂弟陈欣年（孙阳 饰）却始终逍遥

法外。

时间一晃 21 年，案件早已淡出大众的

视野，主要侦办人员之一王守月（林家栋

饰）也从公安局退休。然而，一条新闻视频

上一闪而过的模糊身影，却让他重燃破案

的希望。带着对破案的执念、对牺牲战友的

深厚感情，王守月只身前往边境城市，寻找

视频中那个熟悉的身影……

导演李子俊和编剧周汶儒都是祖籍广

东的香港人，影片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岭南

风土人情刻画得非常到位。但本片并不像

传统的香港犯罪题材电影，惯用追车、爆破

等大场面，在情节设置上，也称不上多么跌

宕起伏、扣人心弦，甚至有观众认为剧本过

于平铺直叙，内容也清汤寡水。或许主创人

员更想挖掘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面与命

运的浮沉感等更有层次的内容。

影片中，饰演反派的两位演员均展现

了不错的演技，确实就像导演李子俊在接

受采访时说的：“当时剧组的每一个人似乎

都憋着一口气想证明自己。”

起初的陈信文，是建筑公司老板，“大

背头、BB机、舞池里的 007”，面对上级，他点

头哈腰，面对员工，他善打鸡血、画大饼，聚

餐时酒管够，哪怕是打肿脸也要充胖子。在

企业遭遇困境时，这位“大佬”果断地策划

了惊天大案。

逃亡时期的陈信文，在极端恶劣的生

存环境下，能够隐藏自己、隐藏野心，内心

强大、韧性极强。为了生存，他的心狠手辣

又被激发，一个亡命之徒的形象被塑造得

非常立体。

改换身份回国后，他外形发生了极大

变化，个性内敛深沉，完全成了一个本分经

商、对家庭负责的普通市井男人。

为了诠释好这个层次丰富的角色，大

鹏极速增肥后又迅速瘦身，开机先拍“白白

胖胖”的大鹏，拍完一个月后，他开始疯狂

减肥，43 天的时间里，瘦了 30 斤。在片中饰

演堂弟的孙阳透露，拍摄采石场那场戏的

时候，大鹏因为减肥过于虚弱，搬起大石头

要砸人的时候直接虚脱昏了过去。

演员孙阳，早前凭借《孤注一掷》中打

手阿才一角被观众熟知，如今在《第八个嫌

疑人》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他在影片中饰演

的陈欣年，是陈信文的堂弟。年轻时抢出租

车的过往，成了他与堂哥一步步泥足深陷

的引子。

起初，他是堂哥的左膀右臂，堂哥说干

什么就干什么。逃到缅甸后，他内心崩溃，

对生活的绝望、对堂哥怨恨，导致他一度想

要自杀。回国后，他没有合法的身份，生活

不能自理，只能与轮椅为伴。在这种让人窒

息、绝望的日子里，他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

到，从开始犯罪那一刻起，自己就已经置身

于牢笼之中了。最终，他请求堂哥将自己闷

死以求解脱，在这场对手戏中，两人的表现

都很不错。

本片中，林家栋、张颂文的表演也都在

线，但表现空间还不够大。有些情节设置不

太合理，例如多次出现的买梨子的情节缺

乏交代和呼应，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关于

片名《第八个嫌疑人》，很有故弄玄虚“标题

党”之嫌，就靠大鹏的一句台词“可能有第

八个嫌疑人”，就像是小学生写作文到了文

末才想到要点题。片尾，两名潜逃 21年之久

的嫌疑人终于落网，王杰经典曲目《一场游

戏一场梦》旋律响起，让一些观众觉得莫名

其妙，但我想，这或许这正是导演想传递的

宿命感，陈信文走出半生，多少次午夜梦回

时，希望早年的经历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但终究是回不去了。

目前，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为 6.3分，截

至 9 月 18 日中午，5.8 万余人在豆瓣参与评

价，半数给出三星，四分之一左右的参评人

给出四星。对于影迷来说，目前正处于暑假

档已经结束，中秋国庆档还未到来的接驳

期，这部影片或许能成为生活中的小调剂。

才情高的人，多有狂放不羁傲岸不群者，

作者为人处世却很传统。他孝长爱幼，重情重

义，也从不以牛羊眼看世界。在诗作中，不论

写长写幼，还是写师写友，亦或写不认识的

人，都细微柔软，真挚动人。

“我有一千金，他乡复几春。近来学漫画，

独处写童心。”在《甚慰·寄天一》中，作者表达

了对海外求学的女儿在疫情期间不畏难、不

放弃的坚定态度的赞赏。作者有一个女儿，从

小自立能力强，凡事有自己的判断，不人云亦

云，不随波逐流。女儿寂寞时信手画了一幅青

蛙打坐祈福图，他便“甚慰甚慰”，喜不自胜。

“雨后听秋蝉，为父醉欲眠。援笔留数语，请得

语中玄。顾汝十五载，苦乐在心田……”在《示

儿》一诗中，一个慈父对女儿的百般呵护、百

般爱怜，跃然纸上。

“家翁六十五，未肯离田土。崽女好相劝，

偶尔还动怒。但言手脚全，焉能当废物。身闲

寝难安，余生一何苦……”《家翁》能看到一个

孝子对父亲深沉的爱。作者的父亲在当地是

出了名的种田治家“好把式”，一辈子辛勤劳

作，年过花甲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者心

痛父亲一辈子辛辛苦苦，想父亲能放下锄犁，

不再劳碌，安享晚年，但拗不过父亲不劳作便

“寝难安”，也就只好依顺父亲了。

“人海复同行，十年恍如梦。君言我经老，

我愧君相送。”在《口占·赠阿博》中，作者表达

了对大学同窗的深情厚谊。大学毕业二十年

后，作者曾携妻女回母校，游西安，阿博一路

陪同，殷勤备至，令作者感念不已。十二年后，

彼此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了，再次西安相聚，恍

如梦境。执手相看，把酒言欢，又依依惜别，这

份情也是浓得化不开。

从作者的人生章节看，可谓顺风顺水可

圈可点：十七岁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在

大型国企工作，十年后从政，一路走来，颇得

时人称羡。但托生红尘，谁都难免失魂落魄、

锥心之痛、生离死别。

“碧空响霹雷，山川欲断魂。青春如磐石，

忽倏若飙尘。白头送黑发，高堂失哀吟。尽夜

徒枯坐，唏嘘痛乡邻。晴儿三月满，襁褓柔弱

身……放眼乾坤大，同胞兄弟亲。但各为生

计，见时少殷勤。幽冥隔天日，有梦不留痕。漫

与说来世，害我苦清樽。”此系《别离》中所写，

是作者对早逝胞弟的怀念。胞弟克权因意外

去世，时年三十一岁，作者的痛撕心裂肺，尤

其看到枯坐无语的双亲，看到才三个月大的

侄女，作者更加心如刀割。多年之后与弟在梦

中相见，作者又写下多篇作品，字里行间，思

念绵绵不绝，饱含兄弟深情。

“轰隆一声响，日没晦无光。壮汉十七条，

悉数罹祸殃。活着不露脸，死了还要藏……问

责鸡毛掸，贼子乱朝纲。保住乌纱帽，行坐复周

详。”《矿难》一诗写出了对矿工命运的深切悲

叹，也抨击了某些地方官员睁睛说瞎话、公然

昧天良的恶行，特别是“活着不露脸，死了还要

藏”，写尽了身为草根的矿工及其家属的卑微、

辛酸和无奈，读了谁不为之动容？《拾荒》写的

则是一个外省年届六旬来株洲拾荒的老人

——“冷热不由我，春秋满面灰。侧身知避让，

驼背拾卑微。生死他乡客，亲疏浊酒杯。夜深惊

犬吠，觉醒梦难追。”作者对这位素不相识的拾

荒者同样寄予深深同情。像这类关注社会和底

层的诗，作者写了不少。如《访贫》《悯农》《弃

婴》《打工》《作孽》《同窗》《老妪》《渔民》《沉船》

《性命》等，都表现出了深刻的悲悯情怀和人性

良知。

“月圆秋凉夜，清光送流水。江畔独斯人，

枯坐暗垂泪。种瓜不得瓜，但恐荒年岁。枉自

劳心血，朝夕成怨鬼。听我吐真言，谢我剖肝

肺。起身向天笑，回头复长喟……”《江畔》一

诗，看似作者与“斯人”对谈，其实应该是作者

在跟自己对话，是作者对无常人生的慨叹与

超越。

“今世结尘缘 ，还生何足惧。纵情山水

间，无意学鹏举。经年气不衰，行坐忘时序。夜

深或高咏，自觉与神遇。”在《斯人·二》中，作

者在感悟生死时空来去生灭的无常时，多了

一份坦荡，多了一份自信，多了一份欣慰。

庄子说，道即蝼蚁，道即屎溺。对待平凡

的生活，作者满怀敬畏，满心真诚。在作者眼

里，天地之间，万物平等，焉能不敬，焉得不

诚。于是，这一份敬，这一份诚，又让他心中多

了一份释然，多了一份淡定。真要归于彻底的

清静笃定，何其难，但无论悲喜苦厄，作者都

努力抵达平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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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影评

心乃清静地 自有活水来
——读刘克胤新作《自得集》有感

尹习勤

近作三首
刘克胤

白露
应小今女史白露前一日之约而作。

洞庭开视界，芦荻发青扬。

雁阵空无影，风吹野菊香。

诗心宽且壮，天地慨而慷。

勿敢忘时节，应邀书一章。

今宵露不重，久坐觉微凉。

同看月千里，可怜处处霜。

微信
癸卯秋月，是夜清凉，微信圈一诗

友步陶潜刘禹锡韵先后向我发送感时

伤世诗二首。余不便询问就里，遂拟数

韵回复。

秋来固多日，是夜风清清。

谁念孤灯下，皓首一书生。

小憩见微信，惊觉已三更。

稍解其中意，未能探实情。

素心天知几，杯酒苦难凭。

何故不相约，独醉影俜停。

沧浪
昔时尝读《渔父》，不甚了了，昨夜

梦中无故复闻渔歌在耳。

梦里听渔唱，濯足还濯缨。

醒来付一笑，何为浊与清。

天地不凝滞，万物各有灵。

经行日杲杲，豁然照昏蒙。

风彩东篱菊，万古既留名。

时年适少壮，无由复偷生。

三
人生考验不可胜数，如贫穷疾病，生离死别，失

意落魄，诋毁讥讽……顺境虽好，后面其实也张着

一个血盆大口。多少人在顺境的放逸中走向深渊，

在滑腻的赞美声中走向没落。“利、衰、毁、誉、称、

讥、苦、乐”八风狂吹，不知吹落多少人生。宋范成大

《偶箴》是云：情知万法本来空，犹复将心奉八风。在

为名忙、为利忙“伤肺伤肝伤五焦”的烈烈世风劲吹

之下，如何“得心宽，得体健，得天气灵气，得宇宙万

物，得人欲得而不得者”？《自得集》中的不少作品，

确实能给人启示。

“穿过万重岭，风月见新裁。只为看海去，不敢

停下来。”《黄河·一》表达了作者的生活哲学和人生

态度。经历关山万重、世事沧桑后，如何看淡很多事

物，诗句之间充满了思考后的通透——看淡但不看

空，放下但不放弃，“穿过万重岭”，仍觉“风月新

裁”，仍有“不敢停下来”的“看海”热情。这种赤子之

心与浪漫情怀，多么难得。

“或逢走不动，也做海之梦。冰雪冷无情，春风

复相送。”《黄河·三》更见作者精神上的超拔。这哪

里只是写黄河，分明也在写作者自己，甚至“春风”

也非自然之风，它是作者内心深处唤醒的激越之

风，不管时令节候如何，这种激越之风也能融化冰

雪，让“黄河”克服种种阻碍，奔向“大海”。

圣人说，吾一日三省吾身。我等凡夫俗子，哪有

这等境界、这般自律？恐怕三日一省、三月一省甚至

三年一省都做不到啊。偶尔想想何谓得何谓失，何

谓正何谓邪，又何谓得而不得，不得而得，无为而

为，为而不为，就很不容易了，毕竟这都是人生的大

课题。《自得集》的作者是否经常思索，终有所获，这

要从他的作品中去一探究竟。

当然，作者也有不少作品针砭时弊，评论世事，

有着讽刺与愤怒，甚至还会在诗句里表达一些批判

与惆怅，但在诗句的下半部分即转化成豁达与开

朗。比如诸多评论家谈到的《世风》一诗，作者在“茫

茫何所顾，浊气四时熏”之后，甚至写出了“敲骨当

柴火，拔毛造寿衾”这样惊世骇俗的句子，比杜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沉痛也更具视觉冲击

力，得到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词人、

评论家蔡世平先生的极力推崇。但作者在该诗的结

尾，不仅表达了“今我枉怀忧”的无奈，也热切期待

“群英”努力，“但可使清淳”。

再来读一首《高咏》吧——“荆蛮是我乡，亲亲

念何悔。山川情独深，相望即相慰。行止路悠悠，欣

欣逾百岁。膏火无复煎，四时扫尘昧。因故月西流，

岂忧天下坠。夷世多高咏，竹楼赴嘉会。”这应该是

作者经历风雨阴晴后对平凡而鲜活的人生深刻反

思和深切领悟的结果，为之“高咏”，也就自然而然

了。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李白《古朗月行》

中的诗句，读书人应该耳熟能详。作者肯定读过此

诗，并且心中始终有这个“白玉盘”。这个“白玉盘”

映照出天地万物，四时变化，也映照出尘世悲欢，人

间大道。这让作者灵感不绝，触手成春。《自得集》中

近五百首诗，或大气磅礴，或欢快怡人，或意蕴深

邃，或妙语连珠……从这里，一个自由、旷达、慈悲、

丰盈的灵魂，映光生光，光彩照人。

人生如梦，刹那永恒。作者自有他不同寻常的

梦——《春梦》：“壶中春昼一杯尽，月下平流梦自

闲。舟子醒来天已亮，人间才过五千年。”他高唱《楚

歌》：“悠悠日月转双轮，芳草还生春复春。天许风流

谁有幸，楚山楚水楚中人”，低吟《得幸》：“寻常生死

天无意，过往烟云各苦心。犹记山中能煮酒，春秋不

使俗尘侵”，在空前喧嚣繁华的尘世里，作者观察

着，思索着，探究着。他经常说，天地万物，不出一

心，自得与否，全在一心——心清静，心光明，自有

活水涌现华枝春满。以我之见，这种领悟，颇有阳明

心法之意味。

大鹏，平淡剧情中的小惊喜
观电影《第八个嫌疑人》

奔小卷

一

翻开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刘克胤的新

著《自得集》，一首《望月》是这样写的：“幽居

生寂寞，独处远是非。宇内谁知己，对饮酒千

杯。年年只相似，兀自发清辉。”不好臆断作者

到底在表达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情感，我

只知道，我读到这首诗时，内心陡增一份清

凉，灵魂找到了安放之处。

其实，细细品味，望月又何尝不是望自

己？或者，那一轮寂寞独处之月，又何尝不是

作者自己？人生难得一知己。自己至少应该成

为自己的知己吧，这样，灵与肉才能相互依

存、和谐共处啊！

再来看《留念》：“青山照碧影，白鹭栖林

梢。一子复呆坐，二人打水漂。”诗中有情有

景，有静有动，虽句句白描，读来却有活泼生

动的画面感，那个“呆坐”在绿水青山中的人，

何其安静，何其令人羡慕。

“豆角挂树上，小葱聚墙边。苦瓜一身坨，

丝瓜爱光鲜。芫荽刚破土，白薯犹贪眠。子姜

妄言辣，青椒笑翻天……”《园中》红红绿绿的

蔬菜瓜果，都成了顽皮呆萌的孩童。这一方无

语的世界，在作者笔下竟是如此妙趣横生。

诗集名《自得集》，自有作者的深意。在这

本诗集的序言《自得赋》中作者写道：自得乃

自然所得，非强装所得，亦非施舍所得、谄媚

所得，更无欺诈所得、虏掠所得。自得者，能自

尊，能自知，能自足，能自娱。

接着读一读“四时不相扰，天与说寂寞”

“不问风去来，但留云一坐”，这首《野塘》不是

很有一种天然自在之气吗？

“一路花无主，半山云有根。久睽清净地，

终是陌生人。笑我非同类，为何远俗尘。但言

天欲暮，不觉入林深。”《答僧》一诗，当然也应

该更能读出一种远离尘俗的清幽。

“怀璧原无罪，开襟不染尘。天心怜赤子，

铁血铸青春。夜入柔肠断，诗从曙色新。一生

聊自得，谁复听风云。”这首名为《自得》的诗

还有一个小序，序中写道：吾入公职三十多

年，闲暇时特立独行于山水之间，犹爱夜间沉

吟……这就让读者更能理解作者为何自得以

及何以自得了。

融入山水，坐看云起，这是人生的大快

乐。当身心与大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之时，便已

忘却营营苟苟，忘却尘世烦恼了——尽管在

芸芸众生看来，这是一种很难抵达的境界。

作者经常写乡村乡情，写自然风光，常常

由情入境，有感而发。《知了》一诗颇有代表

性：“天资难比鸟，犹自争乖巧。吟月少清音，

追风多滥调。林荫云莫测，世事谁通晓。唱尽

繁华后，一生知草草。”在莫测风云的天地之

间，在匆匆来去的生死场中，生命何其渺小，

不过草草一生，懂得自在方是大智慧。

作者努力接近自然，发现清静中隐藏的

秘密与永恒。“清寂竹山坳，鸟鸣出翠霞。芳菲

无觅处，幸有栀子花。”《竹山坳·一》这首诗中

有一种由内在与外界共同营造的清凉。作者

还写了很多远离喧嚣和纷争的作品，无论涉

及人、景、事、物，都写出了不为俗世牵动的淡

然。

“山翠水澄碧，白墙青瓦连。家家乐耕牧，

鸡犬各相安。”《远村》一诗描绘的，既是远处

的现实，也应该是作者的一种理想吧。随着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这种越来越稀罕

的田园牧歌式的清静与和谐，于作者和读者

都是一丝抚慰。

现在这个时代，技术进步了，物质丰富

了，信息发达了，何以到处飘荡着浮躁之气，

甚至戾气？人何以多如热锅上的蚂蚁，心不

静，神不安？这难道是人类自古至今的通病？

果真这样，千百年来，写清幽之境的诗那么令

人称道，令人欢喜，也就不难理解了。以此而

论，诗人心灵世界的宁静，诗人笔端流淌出的

清新之作，说是时代的清凉剂，应该一点也不

为过。

二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