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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几个电影，都是这几个月在株洲的

影院上映的。其中，《刺猬》《姥姥的外孙》

不错，后者表演很生活化，细节把握得炉

火纯青，年轻的男主演得很自然，这部电

影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自然环境与生活场

景的营造很真实。看似流水账一样的记

录，没有大开大合跌宕起伏，仍展现了很

深刻的内涵。里面有人性的冷漠无情，困

境中的狼狈辛酸，以及必须直面的老年的

孤独，残酷的生死。从普通人的日常进入

惊心动魄的利益权衡与现实拷问。风格有

淡淡的诗意、温情。马群耀的气质太好了，

演出了松弛、冷漠与通透之间的矛盾，气

质率真自然，他最大的特点是不虚伪。

《刺猬》讲了个“不正常”的人，全片被

顾长卫把握得滴水不漏。它有些像去年的

《宇宙探索编辑部》，但那个更抽象，更有

疯狂的想象力。《刺猬》像顾长卫的《孔

雀》，用一种动物做意象，讲普通人无法圆

满的生活。葛优有随意自由又十分稳固的

内核，他演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姑父，一

个不正常的“正常人”。像片中王战团这样

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其实你很难简

单定义一个人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病，

有些人在自己在乎、珍视的事情上遭遇了

重大打击，痛苦超出负荷，精神会坠入恍

惚黑暗的深渊，变得怪异或自闭，生活中

容易被当成癔症患者、精神病、疯子、怪

物，不管怎样，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人多

少会表现得有些“毛病”。

他们需要理解、帮助和解脱，有时候

亲人为了帮助他们甚至选择了相信玄学。

但人与人之间很难真正感同身受，这也是

电影讨论的“人的孤独与苦难”与“人与人

之间的隔阂”的命题，不可谓不深刻。小说

改编电影有过很多伟大的案例，但新的作

品没有看到很好的，去年由余华小说改编

的《河边的错误》在气质上不错，但只拍出

了好的电影气质，恍惚有其神，内在无其

魂。文本的视觉化需要用某种影像之魂去

升华文字语言，这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比如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真实的日常，心

灵深处的呈现……

《一雪前耻》也不错，有东北人的粗犷

幽默，风格悬疑荒诞，节奏也紧凑流畅，乔

杉演得很不错，他跟马丽搭档特别和谐。

乔杉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搞怪油滑的混不

吝，但这回他饰演一位正直有担当的人，

还演得很娴熟。好的演员肯定不只能演喜

剧，更能演悲剧，引人发笑需要一种智慧，

让人思考则更需要，他还得有一种很自然

的严肃。《一雪前耻》是环环相扣的，一串

串搞笑的意外连续发生，不断引出下一个

令人好奇的场景，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滑

稽，我觉得看起来很轻松，很快乐。

《非礼勿言》感觉像惊悚片，我吓得拔

腿想跑，查了剧情说是心理惊悚片，不恐

怖，就坐下来继续看，买它是因为主演是

我喜欢的演员詹姆斯·麦克沃伊，我永远

忘不了他年轻时在《赎罪》中那双淡蓝色

深情的眼睛，太动人了。但这部电影剧情

太狗血，好在演员不错。让我意外的是片

中男主角在餐桌上对客人说的几段话，如

果我没有记错，有几句很像是吉尔伯特的

诗，我极少能记住诗，诗句大概意思是：一

些人不配为人父母，他们自私、不负责任、

没有爱心，会让孩子吃苦受罪。男主角说

他爹妈是混蛋，他从小在极其糟糕的家庭

中成长，经常被打骂虐待，从他说出的这

几句话，看得出对双亲的怨恨与恐惧，童

年的伤害导致他性格扭曲内心暴力，最终

杀人放火做出疯狂违法的事情。

这部爆米花电影主题是深刻的，但剧

情极其平庸。另外，我还在思考，我会如何

在突发的危险中克服恐惧突破重围，战胜

可怕的威胁呢？也许大多人很难做到镇

静，而这恰恰是我们要学习的。电影中另

一位男主在面对危险时表现出的镇定稳

重太让我喜欢了，他不帅，但他有一种智

慧与宽厚的气质，而且正直善良有担当，

是我所认为的那种“文明程度进化得很

高”的那类人，这种男人太有魅力了。

由株洲市总工会、株洲市诗词协

会精心编著的《谁持彩练当空舞——

诗诵株洲劳模工匠》诗词集问世，无

疑 ，这 对 于 株 洲 这 座 传 统 工 业 城 市

的 前 世 今 生 ，作 了 殊 为 难 得 的 文 化

注解。

此 辑 诗 词 集 由 活 跃 在 本 土 文 艺

创 作 第 一 线 的 百 余 位 诗 人 吟 家 ，对

株 洲 这 片 热 土 涌 现 的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大 国 工 匠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湖 南 省 劳 动 模 范 、湖 南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湖 湘 工 匠 和 株 洲 劳 模 工 匠 进

行 集 中 歌 颂 ，用 诗 词 吟 咏 他 们 的 事

迹和奋斗风采。

480 余首诗词，每一个字句都凝聚

着诗人的智慧和情感，每一篇作品都

是时代的缩影和心灵的折射。在《赞大

国工匠易冉》诗中，诗人贺夏盛以平实

的诗句，赞颂大国工匠易冉“有心练就

高超艺，无意竟成工匠王”，是“中国电

焊花木兰”；而诗人孙晓廷眼中的全国

劳模黄小玲“惊鸿湘水携清韵，照影花

魂沁黛香，五彩烧瓷萦绮梦，非遗窑艺

永留芳”，诗人用盎然的诗意笔触，诠

释了作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的创造之

美。对《焊接专家许贤杰》，诗人康春花

油然而生了“田间走出状元郎，而立翻

新焊接章。盛京赛事威名震，毫米钢丝

风采扬”的喝彩。

作者们深入生活，力求去体悟、创

作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词精品，积

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也让我们看到古典诗词在当今时代的

活力。如诗人熊志民在《鹧鸪天·咏胡

天辉总工程师》表达的“新产业，大文

章。万斤重担一肩扛”，诗人曹延厚表

达的“终朝思学当能悟，最重孜孜要力

行”等等，诗人们把涵养身心作为诗词

传承的旨归，无不浓郁地寄托株洲的

精神追求，承载起时代的诗情诗心，其

诗词唱和与地理、历史、人文等相互激

发、相互融合，也让诗词文化更直观可

感，更接地气。

由此，我在想 ：在推动中华诗词

“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过程中，诗词

中勃发出的浩然长存的民族正气、家

国情怀，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是诗词

传播与传承的重心所在。在当下的创

作中，应如《谁持彩练当空舞——诗诵

株洲劳模工匠》诗词集的取材那样，忠

于生活、讴歌时代，为今人提供取之不

竭的精神滋养，这是诗词文化承载的

根基所在，这也是株洲地域下的新人

文、文化力量所在。

大幕拉开，好戏连台，好评连篇。日前，由我市知

名文艺评论家张湘彦著的《大幕拉开——张湘彦舞

台艺术评论集》出版发行。

该书共收录张湘彦舞台艺术评论文章 39 篇，书

分为六辑。每辑收录 5 到 8 篇相关舞台艺术评论文

章，不仅有《英·雄》《书记背娃》等株洲乃至湖南本土

舞台艺术评论，有《白鹿原》《阿依达》等全国优秀舞

台剧的评论文章，也有她对戏剧艺术的思考。

《大幕拉开》一书凝聚了近些年张湘彦对舞台艺

术的感悟与沉淀。张湘彦说，每一部舞台艺术作品都

闪耀着艺术家的生命热情和经验智慧，是一份珍贵

的艺术档案，更是自我内心的一次发酵、一段诉说、

一种碰撞。《大幕拉开》通过对这些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的赏析和评论，与读者共同开启艺术之门、走上艺

术之径，寻幽探胜，实现同向奔赴，共同成长。

近日，第六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颁奖典礼

暨创作研讨会在苏州市甪直镇举行。株洲作家

张雄文的散文集《白帝，赤帝》获奖。

评委会给《白帝，赤帝》颁奖词是：这部散

文集具有文化散文的鲜明特征，反映出作者所

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或追寻历史，感喟江山，

探幽访古；或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沉吟美景，

抒情写意；或探索创新，艺术化地表现生活的

多姿多彩。文笔或婉约细腻，或汪洋恣肆，情景

识交融，真善美兼顾，叙事精准，语言老到，在

平实中见精巧，在变化中见生动，能够给读者

以深沉睿智的思考。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叶圣陶教

师文学奖，是全国唯一一个教师文学类奖项。

《白帝，赤帝》一书作者张雄文系中国作协会

员、株洲市文联副主席（兼）、市作协主席。出版

《名将粟裕珍闻录》《潮卷南海》《燕啄红土地》

《白帝，赤帝》等书四百余万字。曾获冰心散文

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散文奖、湘江散

文奖等多种奖项。

近日，在株洲神农大剧院上演了一场优美

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

丽叶》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经典作品。本次被改

编的芭蕾舞剧浪漫、凄美，爱情故事加上绝美

舞蹈，配合缠绵悱恻的背景音乐，创造了一部

了不起的舞台经典。

舞剧讲述了意大利贵族青年罗密欧与朱

丽叶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剧情围绕蒙太古家

族和凯普莱特家族的世仇展开，两家的儿女罗

密欧与朱丽叶在禁锢的爱情中挣扎，最终以悲

剧收场。

能看到莎翁经典的作品在本市上演，特别

惊喜。从舒缓的旁白开始这段旷世爱情，再跟

随优美的音乐进入那艺术性的世界，整部作品

用柔美之舞娓娓道来那凄美之爱。在这部芭蕾

舞剧中，你随便截取任何一段舞曲都很难知道

它在具体表达什么，而将它们连在一块，却能

感受到那种连绵起伏充满感情的变化，看到这

段爱情的来龙去脉。它是缓慢的，耐心的，温柔

的。那里有爱情的氛围，有悲壮与崇高的坚贞

与真挚。

艺术很提倡用抽象的思考去连接情感与

想象力，连接观众的审美与共鸣，也许我们更

希望看一场情感浓烈跌宕起伏技艺卓越美轮

美奂的史诗般的演出，而它比较温和平静，各

方面的呈现并不是那样大气磅礴，好在它的

音乐是很棒的，音乐让这种表达流动起来，萦

绕在观众的想象与回忆中。演员也是在倾尽

全力投入他们的情感，他们优美的肢体语言，

饱满的情感和虔诚的眼神让人动容，让我看

到了艺术表演者对一部伟大作品的敬畏。虽

然舞美效果看似较为简陋，但他们在努力地

传达作品的深刻内涵，我很感激能够看到这

场演出，从他们的深情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

这部伟大作品的魅力，期待在我市看到更好

的演出。

近日，株洲作家晏建怀新作《宋朝文人的朋友

圈》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

继今年 1 月《北宋群星闪耀时》之后，晏建怀出版的

又一部历史文化随笔集。

《宋朝文人的朋友圈》是一部风趣盎然的宋代名

人小传，这里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将帅，机关算尽的权

臣谋士，冠盖千古的才子佳人。作者以真实的历史事

件和人物命运为线索，在人物性格与他们的命运轨

迹中窥探内忧与外患，道出了宋朝繁华的外表和背

后的暗涌。本书文笔流畅，情节丰富，读来不仅颇有

意趣，还能学到不少文学知识。

宋朝皇帝，无不重文，大兴科举，开创了一个繁

花似锦的文治局面，成就了一个“满朝朱紫贵，尽是

读书人”的文治时代。而南宋文坛展现出来的则是一

种故国之思、亡国之恨，那悲怆的低吟或怒吼，每每

让人潸然泪下。这些丰神俊逸的文人们，或为师生，

或为良朋，或为盟友，或为宿敌，无论立场如何，关系

如何，皆能以学问相师，以道义相尚。

作者晏建怀是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创作并出版

了历史文化随笔集《帝国的脸谱》《大宋美袍上的虱

子》《南宋不忍细看》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史实

为基础，通过梳理三十多位宋朝政治文化精英的命

运交织与利益纠葛，细致刻画宋朝文人的高级社交、

业余爱好与时尚生活，串联起宋朝从开创到灭亡的

跌宕历史，带领读者游历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之世，重

温如星河般璀璨的文化光辉，品读历史细节，透过诗

词、文章与史料，读懂一个文化盛世的全景与角落。

影评

书评

书讯

戏剧评论

动态

正初将他最新出版的《浏阳风物志》快递

给我，我迫不及待地翻了一遍。文章为分“古县

访古”“先贤足迹”“时代风华”等 7个部分。囊括

了浏阳的古迹、先贤、民俗、美食以及时代风

貌。正如谭仲池主席在序文中所说：“作者是在

用自己的情、志、意和心，写故土的乡愁、梦中

的乡愁、心中的乡愁，抑或也是浏阳人共同的

乡愁。”走进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风物集市，

琳琅满目，浏阳的厚重底蕴与民情民俗在书里

散发着久远的清香。

读罢全书，浏阳这个岁月烟云中的老地名

以其新貌沾着青苔的样子朝我走来：我第一次

看见千年古镇枨冲，杜甫衣袂飘飘踽踽独行的

身影，谭嗣同赴京城变法维新，从这里乘船经

过，仗剑天涯的意气风发。第一次听到大围山

下水故事，古老的跳石桥下，易涨易落的山溪

水，桥边村落上方炊烟袅袅，重复着岁月长河

简单朴素的乡村生活；鸳鸯圳年轻的夫妇泪水

化作清泉，源源不断地流向久旱的稻田。第一

次了解麻石古街，门对门人伸手可握，店铺相

望，一家辣椒呛满街人……一帧帧，就像电影

的画面，相继呈现出来。

尤其是读到《大围山高高几许》，让我倍感

亲切。2022 年 6 月，我应邀来到此地，正初在

“围山记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茂密的

树林里穿行，与一块块又大又圆布满青苔的沧

桑石头相遇，与穿过满山在我们面前飘舞的雾

纱相遇，攀上七星峰，与浏阳河源头祷泉湖相

遇，与一路的鸟语花香相遇。大围山远离城市，

负氧离子丰厚，树木呼吸着新鲜空气，永远鲜

活嫩绿，过着它们远离烟尘的美好时光。

我觉得正初是属于浏阳的，也是属于大围

山的。在这本书里，他有一段话写得很入心：

“这应该是老朋友之间的一次的拜访吧。熟识

的石头路，用鞋底与它碎碎地交谈，一起爬到

那白云生成的地方；熟识的清风，在每一个该

出现的地方等着我的到来，与我亲热地拥抱；

熟识的流水，一路上在我的耳边唠唠叨叨，述

说着别后的思念；还有漫山遍野的绿，用一种

沉醉的无声的笑，用那种富有的负氧离子欢迎

着我的到来。”大围山以其独特的山水地貌和

物种，围来了一片静好的安宁岁月，来到这里

的人们，谁不喜欢呢？

如果说大围山是一幅画，那么浏阳蒸菜则是

一道具有浓郁乡土味的美食。走在某地的某条街

上，或许一抬头，就能与“浏阳蒸菜”迎目相遇。在

大围山，浏阳蒸菜与我的胃口极其友好地相遇

了，浏阳蒸菜删繁就简，回归本真，名不虚传，正

初一篇《蒸香》看得我口齿生香，回味无穷。

《儿行千里思“茴香”》这篇文章给了茴香另

一层含义：回乡。茴香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茴香，

即八角，一种是小茴香，能去腥臭，添加香气，所

以称为“茴香”。对于八角，我素来不喜它的味道，

而文中的生动描述让我对“茴香”念念不忘，如果

以后再去浏阳，一定要尝尝茴香泡茶的滋味。

《浏阳风物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我

在《秋收季节读浏阳》，听着《春天的花鼓》，感

受《浏 阳 河 畔 竹 马 欢》，想 着《老 家 的 油 茶

树》……作者不断渲染的文字背后，是对这片

土地无法割舍的热爱。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这

里的人、事、物便刻在了自己的心里，融入了自

己的血脉，有的人变成挂在嘴边的常用语，有

的人变成笔下的生香文字，无论是哪种，都指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乡愁。

思念如水，长流不息，喝着家乡水，见着家乡

人，想着家乡的一草一木，如同老酒，越陈越香。

共看明月，莼鲈之思如水而来，读着这本书，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家乡的炽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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