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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良知的坚守 对正义的追求
——看电影《误判》有感

罗遇真

退居二线后，他收了一班“高龄”学生

袁文松在株洲画界颇有名望，受父亲影

响，他从小学习山水画，曾在艺术类顶级学府

中国美院深造，又在大企业担任过设计总监，

无论实用美术还是纯艺美术都有极高造诣。

2014 年，他急流勇退辞去工作，将精

力全部放在钟爱的绘画上来。也正是那一

年，他应邀担任了市老年大学国画班教

师。“独乐了不如众乐乐！”袁文松说，一人

搞创作不如带着一群人搞创作有意思，他

当初愿意去老年大学带班也藏了点私心，

外出写生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结伴，便

是他的“私心”。

带国画班 10 年，300 多名银发学员在

袁文松的指导下学有所成，还有不少学员

获得了省奖、市奖。

陈娅玲：老来重拾儿时梦，越活越通透

“不是一时兴起，从小我就特别喜欢

画画。”今年 63 岁的陈娅玲是袁文松最得

意的门生之一，谈及绘画，她兴致盎然。

陈娅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

生。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画家，

没能走上艺术道路，成为她的遗憾。“我父

母是‘田厂’（现中车株机）职工，为了父母

安心，我高考填报志愿时尊重了他们的意

愿。”陈娅玲说。

退休后，陈娅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市

老年大学国画班。“陈娅玲肯下苦功，为了

学好画画，她反复临摹《芥子园画谱》里的

山石、树木，笔触和构图深得其法。”袁文

松点评道。

上半年，陈娅玲在云南省自驾 50 多

天，在当地创作的写生作品《山里人家》层

次分明、笔触老辣、意境悠远，得到了导师

们的一致认可。

蔡莉娅：坚持学习，给孙辈们做榜样

蔡莉娅是机关退休干部，她调侃，两

个小外孙是她学习绘画的“引路人”。

“我退休那年，给两个外孙报了绘画

兴趣班，我自己也报名了市老年大学国画

班。”蔡莉娅说，自己从未学过绘画，之所以

报名绘画班，是为了能够陪外孙一同练习。

不得不说，蔡莉娅是一名“天赋型选

手”，在老师袁文松的悉心指导下，她画技提

升很快，其创作的山水画《太行雅韵》获得首

届湖南省地质界文化周书画作品展一等奖。

在本次市老年大学国画班年终作品展上，蔡

莉娅带来的一幅8米长的画作，惊艳全场。

对话

记者：您觉得学习绘画给学员们的老
年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袁文松：我接触过很多刚退休老人，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心浮气躁，浮躁来

源于从忙到闲生活状态的改变，来源于对未

来生活的迷茫。而绘画能陶冶情操，让他们

有一个可以寄托的新事业，另外，绘画写生

也是一种旅行，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又锻炼了

身体。我有几个学员患有轻度抑郁，这两年

跟着我四处写生，抑郁症基本被治愈。

记者：不少老年人对学习绘画感兴
趣，您有什么建议？

袁文松：画技的提升是一个阶段性的

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练习一段时间

后会出现瓶颈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多看

名家作品、多走出去写生，找到突破的契机。

山水画讲究对话大自然，要想作品有灵气，

非得亲身前往、置身其中，才能找到感觉。

“黄昏”拾“画趣”
廖智勇

2024年 12月 27日上午，神农城延年酒店 15楼 B厅会议室，市老年大学国画班学员的“年终 Party”在此举行。

本地文艺

《中国撸猫简史》
作者：侯印国/李嘉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讲述了从先秦至清代猫与中国人发生

的诸多故事，介绍了其对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产生的

深刻影响，梳理了猫是怎样从野外进入到人类社会，

进而成为受人喜爱的宠物的历程。本书生动有趣受众

明确，有插图百余幅，是一本轻松的科普类图书。猫作

为宠物在当今社会享有崇高地位，养猫人也经常以

“猫奴”“铲屎官”自称。本书详细讲述了从先秦至清代

猫与中国人发生的诸多故事，介绍了其对民间信仰、

中国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梳理了猫是怎样从野外进

入到人类社会，进而成为受人喜爱的宠物的历程。本

书生动有趣，受众明确，有插图百余幅，是一本轻松的

科普类图书。

《西游记》中的
诗词
高国靖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

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这是《红楼梦》中最经典的一首诗，可

以说很多人耳熟能详。原因是一方面它讲

了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则是它

通俗易懂，即使不识字的人听了也能记住

一两句。除了这首《好了歌》，《红楼梦》中

还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如《葬花吟》

《枉凝眉》等，这些诗词不仅流传广泛，也

是这部伟大名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

比，《西游记》中的诗词就没有那么多人熟

悉了。

《西游记》开篇即言道：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

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

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

寥寥几句，把中国人的世界与历史

总结了，且一笔把人带进了佛教的世界

中。相比《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这首诗

算是有些雅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大

众化倾向。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

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

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这几句诗简直就像是《好了歌》的翻

版，用不同的比喻讲述了老百姓对人生的

朴素认识，平实通俗，上口易懂。这样的诗

词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其中勾勒景色

的诗词很多，但不能算是标准的绝句、律

诗。如描写师徒过了黑水河，迎风冒雪，作

者写道：“但见三阳转运，万物生辉。三阳

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

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片云……

道旁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把西

行路上的河西走廊形容得非常美丽。再比

如描写花果山的诗词：“石座石床真可爱，

石盆石碗更堪夸。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

三点五点梅花。几树青松常带雨，浑然像

个人家。”把花果山形容得格外可爱。

明清时期，里巷中到处有勾栏瓦舍，

“说书”和“看戏”是普通老百姓最喜闻乐

见的娱乐形式。这便需要艺人用半文半

白、似诗似话的语言，讲述老百姓听得懂

的故事。于是促成了文学的大众化转向。

但是，诗词这种雅文学仍然是庙堂文学，

仍然是评价一部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所

以，说书人便在非情节部分适当运用诗词

来渲染气氛，一方面为“说书”这项艺术提

供了别样的仪式感，另一方面也体现说书

人的艺术才能。他们创作的诗词大多雅俗

共赏。这正是《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小说

中存在大量诗词的原因。这些诗词除了烘

托气氛外，对于人物塑造、场景构成等，也

具有重要影响，堪称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

一大特色。

和很多同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一样，

《西游记》在内容上已具备独立的审美价

值，但在形式上，依然沿用了“说书”的模

式，在故事中夹杂一些诗词。这也是我国

古典小说所保留的“话本”的痕迹。这些负

责烘托气氛的诗词被大量运用，促进了文

本的流传。总体来讲，《西游记》里的对白

描写，多是纯正地道的明朝市井语言，生

动活泼，趣味横生。其中还有不少对白具

有元杂剧的风格，十分俏皮跳脱。这样活

泼而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如果要配上诗

词，就不能太雅，这也是《西游记》中的诗

词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

《西游记》中很多打斗场面的诗词，类

似快板，通俗而让人印象深刻。如“一个是

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正元

龙”，可以想象，在彼时喧闹的街头或宾客

往来的酒肆之中，说书人正襟危坐，左手

握扇，右手提檀板，情绪高亢唾沫横飞地

讲述这些对仗并不工整但朗朗上口的诗

词。精彩之处获得满堂喝彩，别有一番风

味。如：“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

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

“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

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

似明星，两耳过肩查又硬。挺挺身才变化

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龇牙弼马温，心

高要做齐天圣。”把孙悟空的形象描绘得

格外生动。再如孙悟空与黑熊精对峙时，

说了一大段词，将自己的本领告知对方，

不无得意：“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

孙腰。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你去

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

这段说辞其实也颇具元杂剧文本的烙印，

孙悟空想通过自己的言语吓退妖怪，没想

到黑熊精听罢回了一句：“你原来是那闹

天宫的弼马温么？”令人啼笑皆非。

通观《西游记》全书文字，“话本”和诗

词的大众化特征，是今天人们阅读这部小

说时仍感到魅力的原因之一。这启示我

们，大众化仍然是长篇小说、影视创作最

重要的美学方向之一。一方面，老百姓的

日常用语可以进入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

中，让人民的语言真正成为艺术语言的重

要源泉。另一方面，影视创作的大众化、娱

乐化，传播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也将让文

学语言可以进一步融入人民大众的语言

之中。

《了不起的敦煌》
作者: 巫鸿 等
出版社：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十位敦煌研究的一线学者，巫鸿、荣新江、顾春

芳、郑炳林、杭侃、张先堂、何鄂、陈菊霞、张元林、马振

颖，带领读者从“远眺”到“细读”，从历史地理、物质生

活、艺术文化、美学鉴赏、文物保护等多个角度，全方

位走近敦煌，介绍有关敦煌最基础、最全面也最新鲜

的一手知识。

《有为有守》
作者：许纪霖/瞿骏/宋宏/王晓渔
王儒年/唐小兵/储德天/郑志峰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 1895—1949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

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

系，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本书以丰

富的史料，生动的笔墨介绍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著

名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亲疏聚分。当科举和门第嬗变

为学校和文凭，以儒家文化为共同价值观的思想框架

逐渐解体。从朦胧且短暂的新文化联盟，到各种各样的

主义与流派，聚散分群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近

代中国耀眼的知识光谱。在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知识

分子身处都市并接受了新式教育，作为思想文化的主

体，他们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他们

自身又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怎样的转型？

悦读
主编锐评

最近还是有佳片好剧的，仅《破·地

狱》一片就夺得口碑与票房的双赢，我看

完感想良多，但不知从何说起。其他一众

五花八门的电影中，港片《误判》给我的感

觉很好。这部电影主线和副线都非常明

确，情节发展紧凑，人物性格也相对立体，

相比《破·地狱》对生死的隐喻性探讨，《误

判》的表达更简单直接。另外，虽是法律题

材的电影，但穿插了主演甄子丹很多扎扎

实实拳拳到肉的打戏，动作行云流水，招

式干净利索，不愧是顶级动作明星。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贫苦青

年马家杰（冯皓扬 饰）为了得到一点钱给

家人治病而向人借出家中住址，导致误收

毒品包裹被警察抓获。随后在两位无良

律师的诱骗误导下承认贩毒控罪（替人

顶罪），告诉他认罪能获得减刑，无权无

势无依无靠的马家杰信以为真，结果被

判要坐近 30 年的牢。孩子的爷爷忧心忡

忡，曾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甄子丹

饰）凭其警察的直觉与判断，认为案件存

在疑点，为了不误判一桩案件，不让一个

无辜的人被冤枉，他决心追查这件事情，

让真相浮出水面。霍子豪在当警察时就业

务强悍，身手了得，后来年纪大了，觉得每

天累死累活破案追凶实在有点累，便加入

了律师团队，他是那种遇到有问题的案子

一定不会放过的人。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他

对真相锲而不舍的追查，他内心始终有对

正义的追求，对良知的坚守，可谓热血沸

腾，信念坚定。

追溯真相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抽丝

剥茧，顺藤摸瓜，每一步都牵连很多人，牵

扯到很多事情，将大量事实串联起来，才

得到越来越清晰的真相。霍子豪顶住来自

上头的压力，不惜一切展开调查，以欧柏

文（张智霖 饰）为首的黑恶势力在暗处重

重阻挠，但霍子豪从未放弃。整部剧有一

种紧张的气氛，在追查的过程中充满了艰

辛与危险，无良律师和那帮黑社会的人为

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杀人灭口销毁证据，种种暴力行径让人看

到黑社会的残暴和亡命之徒的邪恶丑陋，

看得人心惊胆战。最后，马家杰的爷爷也

被黑社会残忍杀害，虽然霍子豪律师想尽

办法保护他，还是苦于寡不敌众。

在霍子豪对正义的坚持下，犯罪分子

逐渐露出马脚，同事们也加入了他的队

伍，大家一切勇破难关，成功还原真相并

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

如果没有霍子豪律师的强力扭转，一

次严重的误判就无法改变了，一个无辜青

年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从此类事件中你

能看到贫穷与无助之人在不公平不健全

的审判过程中遭遇的巨大伤害。如果不赖

于某些崇高人格的正义选择，不幸的事情

就会不了了之。邪恶会再次故伎重演，无

辜的人会再次进入圈套。

本片除了还原真实案件的事实，也

在很多场景中展现了人性的丑陋和自

私。比如见风使舵的大法官，张嘴闭嘴是

精明世故厚黑学，拿着昂贵的红酒让大

家品尝，趾高气昂地教霍子昂律师“做

人”，他口中的“会做人”就是圆滑、自保、

狡猾。按他的逻辑与三观，真相是不重要

的，把事了结最重要。法官在审判案件

时，哪怕知道一个人身上有“屎”（做了坏

事），但是没有证据，也不判他。哪怕知道

一个人身上干净，但如果有证据，也要判

他。至于什么冤假错案个中波折，全不关

他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真理，他的生存法

则，他对被冤枉的人是没有丝毫同情的，

对人的性命与尊严也没有尊重，他头头

是道，仿佛世界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就

是法律界的“老油条”。面对这种无耻下

作的嘴脸，霍子豪律师也有自己的风格

和骨气，他深知跟这类虚伪无耻的人不

是一路的，轻轻把红酒放在一边，没喝，

走人。

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那些蛀虫渣滓，

有那些丑陋邪恶的败类，才存在安全的隐

患，才会有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才有人

被冤枉。他们没有把人当人看，没有把法

律和道德放在眼里，将他们打击和捣毁是

正义必然的选择。如果没有那些保持善

良，追求真相和正义的人，将会诞生更多

的悲剧，出现更多的恶性事件，会有更多

作恶的人狼狈为奸逍遥法外。

不久前看的刑侦剧《我是刑警》也是

一部类似的优秀影视作品，剧中的警察们

始终坚守良知，几十年如一日地扫黑除

恶，毕生都在追求真相与正义的道路上，

甚至为查案牺牲了健康与生命。在他们心

中，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人的清白是重要

的，法律的底线是要坚守的。他们身上有

着对人类苦难的极强同情心，他们的良知

无法让他们做出任何昧着良心的事情，他

们的信念要他们对一切的真相负责任，这

些人质朴、善良、正直、坚韧，他们是我们

这个社会的良心。

文人轶事

刘半农一文改命运
刘建东

1917 年，是刘半农命运大转折的一

年，细细探究起来，几乎就是靠着一篇文

章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912 年 3 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到

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1913年春，

转 职 在 中 华 书 局 任 编 译 员 。1912 年 到

1916 年，刘半农除了做编辑，另外写了多

篇言情小说，给当时的出版物投稿，赚取

稿费过日子。但 1916 年寒冬来临之际，报

社停业整顿，剧社因故停业，刘半农的编

辑工作也走到了尽头，兄弟二人在最困难

时，一件棉袍轮流穿着外出，蹒跚在寒冬

里。无奈之下，刘半农带着弟弟、妻子和出

生不久的女儿落魄地回到江阴老家，生活

非常拮据，只能靠变卖家什和借贷度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段时间，常州

当地豆业老板、开明人士刘润赓在位于焦

溪南街 70 号的刘氏宗祠，创办了新文化

实业学校（又称“焦溪西校”），传授西方科

学技术和新式知识。经常州府中学堂（今

江苏省常州中学前身）屠元博校长向刘润

赓推荐，刘半农兄弟于 1917 年春节后，即

赴焦溪西校任教，刘半农讲习新文学，刘

天华讲习国乐。

在焦溪西校教书的那段时间，是刘半

农人生最为低潮困苦时期。也就是在任教

的 3 个月后，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了一

篇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被时任北京大

学校长蔡元培慧眼发现，便破格聘用仅初

中学历的刘半农来北大做预科国文教授。

1917 年的 7 月，既是学校放暑假，又

是一学年的结束，刘半农辞退了焦溪西校

的教书工作，找到了蔡元培，从此改写了

人生的命运。同样是在 1917 年冬，他试探

着在文章中用“她”字，在北京的两家小报

上发表，窥探当时人们的反映。1918 年 1

月，刘半农又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成

为了《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之一。1920

年，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初入英国伦敦大

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

这么看来，刘半农命运的改变，就缘

于一篇文章的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