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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如果知道十八岁便是终点，
你还会为了这卷丹青，燃尽生命吗？”

走出影院好几天，电影《只此青绿》
带给我的震撼，还久久停留在眼前和
心间。

这是一部没有台词的影片，由同名
舞剧的原班阵容创作、主演。院线或许
是考虑此片表达方式比较独特、风格相
对文艺，题材与演员也没有流量等因
素，排片少之又少，感谢朋友的分享与
推荐，让我与它相遇，从一场视觉盛宴
带来的震撼缓缓沉淀到对传世名画、对
少年画师的探寻，再到对文物保护工作
与中华文化的再思考、再认识，真是幸
福的过程。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
山河无垠。”

影片以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即
将展出为由头说开去，现代文物研究员
潜心钻研着关于这幅传世神作的点点
滴 滴 。在 红 墙 青 瓦 的 故 宫 内 ，这 幅 长
11.91 米的画卷沉睡在历史长河中已经
900 多年，有据可查的展出也不过寥寥
数次，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此画卷的作
者北宋少年希孟，在画作完成后，便再
无音信，只留下他人所题的寥寥几笔
——“希孟年十八”……

画卷描绘了连绵起伏的群山和烟
波浩渺的江河，点缀渔村野市、水榭亭
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景观，穿插捕
鱼、驶船、游览等动景，动静结合得恰到
好处，景观与人物刻画更是精细入微。
青绿是这幅画卷的主色，作者希孟在创
作时使用了珍贵的矿物质原料，这也是
画卷能历经近千年，依然绚丽如新的
密码。

可是，在没有工业化的北宋，这矿
石是如何在崇山峻岭中开采而来，一块
块顽石又是如何研磨成粉制成颜料的？
画卷中描摹的鄱阳湖、庐山，距离北宋
皇都开封有七八百公里，希孟真的到访
过吗，旅途中邂逅了谁，发生了些什么
有趣的故事呢？

电影《只此青绿》包含问篆、初见、
唱丝、听雨、寻石、习笔、青绿、淬墨、苦
思、入画十个章节，从现代回望北宋，两
个时空双线并行，细腻呈现了展卷人挑
灯伏案探寻钻研，希孟与劳动者深入互
动、在名山大川中游历，以及他逐步构
思《千里江山图》的细致图景。通过篆刻
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的
视角，引领观众一点点走进天才画家希
孟的内心世界。

18岁少年的千里江山

他本是个意气风发的俊朗少年，天
生巧手，热爱绘画，或许生于贵族之家，
所以束发之年便进入了皇家画院学习
技艺。当时的最高权力者是宋徽宗赵
佶，他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是兵临城
下时匆忙让位的昏君，靖康之耻中被金
人俘虏的软蛋，却也是在书法绘画领域
成就非凡的天才。

电影《只此青绿》考据严谨，生动
复刻了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习笔”
一章，15 岁的希孟和画院学子们（都是
男性）不但穿粉色衣衫，还簪花，用现
代眼光看来很是滑稽的妆造，却是北
宋时期的“顶流”，甚至发展成一种官
场礼仪制度。群舞场面中，意气风发的
少年气息扑面而来，那时的希孟多么

快乐呀。
可毕竟高处不胜寒，结合《千里江

山图》题跋部分所言的“数以画献，未甚
工”合理想象，希孟曾多次向皇帝献画，
他曾一次次跪倒在台阶上，双手捧着画
卷，举过头顶，只求得到一次认可，或许
是技艺尚未达到十分精湛的水平，他的
画作被一次次丢在地上。这个被后世仰
慕的天才，曾经也是个被狠狠否定又无
力还手的孩子。

闭上眼，细细揣摩少年希孟创作
《千里江山图》时的心境。喷薄而出的创
作欲望，18 岁少年最炽热的生命力，对
大好河山的挚爱，对织绢人、磨石人、制
笔人、制墨人等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
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我想应该还夹杂着
一些对最高权力知遇之恩的感激，对自
身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几分如履薄冰
的忐忑。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
河。少一步，无千年之石，多一杵，无千
年之色。希孟见了青山妩媚，见了四季
流转，见了自己、天地与众生，历尽千
辛，终于绘就了这幅神作。《只此青绿》
的编剧徐珺蕊提到，《千里江山图》的价
值就在于它与我们相隔 900 多年，经历
了无数的偶然，才成就了相遇这一刻的
必然。在影片末尾的“入画”一篇，画师、
工匠、文博专家、编导、演员、幕后工作
者，和每一个银幕前的观众共同成为青
绿千载的见证，正应了片中所言：此画，
与天地众人共绘。

《千里江山图》震撼了世人、惊艳了
岁月，可希孟究竟去了哪里？是因为创
作日夜赶工，耗尽心力油尽灯枯而亡，
还是研制颜料过程中重金属中毒而死，
又或是陷入波谲云诡的宫闱斗争。也罢
也罢，待到靖康之变金兵来袭，覆巢之
下焉有完卵。即便侥幸生存下来，看千
里江山被铁骑踏破，看徽宗、钦宗父子
被俘，他又该如何自处。

成全时空的联结

海棠无香，鲥鱼多刺，红楼未完，世
间憾事十之八九，还好有历代文物保护
人员，在与文物的对话中小心翼翼地守
护着历史，成全了时空的联结。正如影
片中字幕所言“我知道终有一天，每一
幅画，每一件文物，也会与他相遇过的
人们一样，随时光远去。但有我辈守护
一日，这一天便将晚来一日。”

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
者、继承者。如片中的篆刻人、织绢人、
磨石人、制笔人、制墨人这些不曾被记
住姓名的平凡匠人。还有极具信念感的
艺术家、电影人，为我们带来了超高艺
术水平的舞蹈与电影。不难想象那些殚
精竭虑的日日夜夜，他们用最严谨的态
度、最诚挚的心意，一步步地走进历史，
走进人物内心，精益求精地打磨着作
品。“它诗意而震撼的音、画、景、舞、情
令所有人动容”“被中式美学硬控了”

“美得惊心动魄，后劲太大了”……观众
们发自肺腑的赞美，何尝不是观众与主
创人员之间的惺惺相惜。

更有观众洞悉了此片的社会意义
——戏剧电影推动了高雅艺术的普及，

“让动辄三位数票价、只能在一二线城
市大型剧院看到的艺术形式，以两位数
的价格飞入寻常百姓家”。

期待《只此青绿》被更多观众知晓，
也期待能有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将中国
传统文化传递得更远。

文学名家株洲采风
郭 亮

10 月 24 日-25 日，由湖南省小说学会主办，株洲市文联与
湖南工业大学联合承办的文艺骨干培训暨文学名家工业采风活
动在我市开展。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课堂培训与实地采风，进一步提升株洲
市文艺骨干的创作水平，推动文学与工业题材的深度融合，展现
株洲作为工业重镇的独特文化魅力。省市 50 余名文学名家、文
艺骨干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课堂培训，二是文学采
风。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水运宪为学员们带来了《我
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主题讲座，详细讲解了工业题材的创作理
念与实践经验。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省小说学会会长阎真教
授以《长篇小说的艺术》为主题，深入探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技
巧和艺术表达。两位文学大咖的精彩授课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
宝贵的写作经验，也为大家打开了新的创作视野。

在文学采风环节中，学员们先后走进中车株机、山河通航等
株洲核心工业企业，实地感受株洲工业的辉煌。大家还在北斗展
厅内切身感受到北斗技术从科研到实际应用的巨大进步，尤其
是其在交通、农业、城市管理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学员们
纷纷表示，这不仅展示了株洲在科技创新上的强大实力，也为文
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与灵感。

“北斗研学”主题歌曲
《北斗，北斗》发布

温琳 唐诗美 郭艺婷

伴随着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开幕，一首欢快活泼
的少儿歌曲《北斗，北斗》作为“北斗研学”主题歌曲正式发布推出。

歌曲《北斗，北斗》由老高、李金莹作词，江晖和黄晶作曲。作
品巧妙地将北斗星与北斗卫星导航融于歌词中，展现了中国少
年胸怀天下，闪耀于星海的远大抱负和梦想。曲调旋律简单，易
记易唱。节奏动感欢快，充满科技感。

《北斗，北斗》创作历时整整一年，2023年 10月，创作团队到
访第二届北斗峰会展馆，深切感受到孩子们对北斗高科技的向
往和热爱，由此萌发了创作这首少儿歌曲的想法。经过多次打磨
修改定稿后，邀请尚格小学“三独”比赛一等奖小歌手蔡松桦参
与录唱和拍摄 MV。巧合的是，“小科技迷”蔡松桦去年也曾流连
忘返于第二届北斗峰会展馆，特别渴望用歌声表达株洲少年儿
童对北斗峰会的期待，对北斗事业的赞美。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邓永旺还专门撰文从词曲编排创作、社会意义等方面评析《北
斗，北斗》的艺术特点。他认为，《北斗，北斗》不仅是一首成功的
少儿歌曲，更是科技与艺术、教育与未来深度融合的文艺作品。
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魅力与价值，
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科技、学习科技的平台和机会。

作 为 世 界 茶 树 的 核 心 原 产
地，云南是当之无愧的古茶树王
国，而正因有了云南古茶树的“根
脉”，才造就了茶叶在全球范围内
的“郁郁葱葱”。诗人、散文家雷平
阳在其非虚构作品集《茶山》中，
用脚步丈量一座座宛若世外桃源
的茶山，展开对易武、倚邦、习崆、
布朗、南糯、曼糯和大雪山等云南
古茶山的探访记录与文化论证，
以诗意灵动的笔触、朴实素净的
语言，呈现出普洱茶的精神档案、
茶文化生态学的本色以及神秘而
古老的茶山画卷。

踏足茶山 20 多年，雷平阳集
文学创作与茶文化生态学研究于
一身。在《大雪山上的茶祖》里，他
随着队伍一直往密林深处走，通
向科考委员会命名的 1 号、2 号、3
号、4号野生古茶树，“涧中过来一
缕清风，只想吹动一张绿叶，茶祖
手上所有的绿叶都微微动了起
来。”是谁驯化了它们？是在哪一
座山上驯化的？也许真的是炎帝
神农？一个诗人的猜谜——多少
有些显得荒诞，尤其是在科学面
前。所以，在离开“茶祖”，向着海
拔 2700 米的方向攀登时，他发誓
要把来自科学的论断和自己满脑
子的疑问一并清理干净。抚摸着
古茶树，作者一遍遍仰视、体察、
思索，自然的文化生态与幻想梦
境的思绪相融，交织成一个个真
实而又不乏深意的片段。

该书既具有茶文化研究的严
谨性，又饱含田野考察的丰富细
节，描写了诸多常被忽视的事物，
譬如向导、茶人、村寨等。在《倚
邦、易武记》里，作者不由感慨：

“与茶树的消失相比，人和寨子的
消失更令人捶胸顿足。如果说习
崆老寨的消失，尚有搬迁之因，那
么，架布老寨的消失，则是因为发
生在道光年间或民国初年的‘大
瘟’……铁木也已被雨水一再地
剥洗，像我在新疆沙漠上看见的

那些胡杨木的骨头。”作者关注人
与茶的命运以及一个地方的岁月
变迁，将历史和现实糅合起来，呈
现出对茶山和茶文化生动而深刻
的立体叙述。

而在《巨石上的曼糯山》一文
中，作者则深情地写道：“其风云
际会的画卷之上，那明灭不休的
人影，无论是走夷方的、戍边的，
还是逃亡的、贩茶的、原生的，他
们的身上无一不携带着茶叶，无
一不飘荡着茶香。”在作者看来，
诗词与文人的骨头筑堂，古树茶
与布朗人的神魂建坊，这本无品
质参差，在不同的甚至是两个平
行的空间之内，它们分别成为各
自的峰巅。

寻踪茶马古道，方能读懂茶文
化史。在《布朗山记》里，作者非常
赞同美国汉学家艾梅霞《茶叶之
路》一书的观点，茶叶源起于云南
的澜沧江流域，且在 2000 多年前
就已传播到中国各地。当时，这一
区域的人民已将紧压茶，沿青藏高
原边沿，直抵河西走廊，运至了中
亚地区，亦运至了西藏。这条茶路，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茶叶
贸易之路，因路形像弓，也称“茶文
化之弓”。书中提到的“德昂族之
歌”，说的是人生于茶，茶树是人的
祖先；佤族人认为茶叶通灵，饮其
水，就可以看见祖先；布朗族则强
调茶生于始祖。三者都把茶和祖先
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不具备文献价
值，却足以说明其种茶饮茶的历史
悠久，且对茶无限尊崇，茶情之深，
等同于祖先。

茶，不仅是有着独特香气的
神奇叶子，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与历史沉淀。循着雷平阳在

《茶山》中蹚出的路径出发，我们
会发现，大山深处，茶香盈野，在
这里，人与茶、与山水、与森林亲
密接触、交流，能感受到生于斯，
长 于 斯 的 深 厚 而 质 朴 的 茶 人
情怀。

《暗夜与黎明》作为一部谍战剧，为观
众呈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反特故事，有亮
点，亦有不足。

从剧情上看，该剧节奏紧凑、情节跌
宕。故事背景设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
一独特视角让观众看到了当时的公安人
员与国民党特务的激烈斗争，新鲜感十
足。剧中的案件一个接一个，线索层层交
织，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不断升级，时刻
紧抓观众的心。例如对特务组织的暗中活
动、关键情报的传递与拦截等情节的刻
画，营造出了强烈的紧张感和悬疑氛围，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暗流涌动的时代。

演员阵容方面，老戏骨们的表现堪称
精彩绝伦。王志文将反派的阴险狡诈演绎
得入木三分，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
词都充满了张力，让人不寒而栗；王劲松
气场强大，一出场便能镇住全场，展现出
了角色的威严与智慧；温峥嵘的女大佬形
象也十分亮眼，霸气与柔情兼具。然而，青
年演员的表现则有些参差不齐。主角陈哲
远在剧中有一定的成长和突破，从上海小
开到公安特工的转变过程有一定的呈现，

但在一些关键情节上，演技仍稍显稚嫩，
表情和动作的处理还不够细腻。邢菲的表
现相对平淡，角色的情感表达不够丰富，
缺乏足够的感染力。

主题上，该剧深刻地展现了对信仰与
正义的坚守。主角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始
终坚定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斗，这
种精神令人敬佩。同时，剧中的人物形象
丰富多样，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
复杂，有的人在黑暗中迷失，有的人则在
黑暗中坚守，引发了观众对人性的思考。

不过，该剧也存在一些瑕疵。部分剧情
的逻辑不够严密，一些情节的转折过于仓
促，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例如在对某些特
务的追踪和抓捕过程中，主角团队的决策
和行动有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铺垫。

此外，过于追求快节奏，导致一些案
件的讲述不够细致，让观众在观看时有些
意犹未尽。

《暗夜与黎明》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
失为一部值得一看的谍战剧。它以精彩的
剧情、出色的演员表演和深刻的主题，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走进历史深处
寻找天才少年

李奔奔

本地资讯

书评

山深处，茶香盈野
——读雷平阳的《茶山》

任蓉华

剧评

《暗夜与黎明》：谍战风云中的明暗较量
李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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