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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人 都 说《蒹 葭》是
《诗经》中最美的一首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美在哪儿？是美在有一

位“伊人”吗？当大家读完整
首诗，脑海中会呈现出一幅
怎样的画面呢？这位“伊人”
穿着什么颜色、什么风格的
衣服？这位“伊人”梳着什么
发型、戴着什么饰品？这位

“伊人”是面对着你、侧对着
你，还是背对着你？

诗的字里行间没有透露
出这些信息，但是读完诗我
们每个人心目中都会产生一
位“伊人”的形象。

由整首诗语境、意境的
影响和引导，我们想象的方
向会大致相同。这位“伊人”
会穿着大红色描龙画凤的衣衫吗？或者会穿着一身黑
金长袍吗？大概都不会。因为在蒹葭苍苍萋萋、白露
为霜未晞的环境之中，似乎我们的想象已经朝着一个
方向发展：整体画面色彩素淡，环境静谧安详。

虽然“伊人”的朦胧性让每个人心目中的“伊人”各
不相同，但都很美，符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审美品位。
汉代的读者，读到《蒹葭》，“伊人”会形成一个符合他们
那个时代审美的形象，也许就是赵飞燕。若在唐代，也
许“伊人”就是杨玉环。到宋元明清，再到我们今天，也
都会有不同的联想。“伊人”穿越时空的局限，成为流传
三千年依然美丽动人的“伊人”。

“伊人”还具有多义性。此“伊人”非彼“伊人”。《蒹
葭》中的“伊人”，可以是你追求的一位长发飘飘的女
子，可以是你爱慕的一位帅哥，可以是你想要实现的小
目标，可以是你正在努力追求的人生理想，可以是你心
中执着的那个梦想。也正因为诗中“伊人”的多义性，
才能让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
认知的读者产生深深的共鸣。

为了找到我们心目中的“伊人”，我们不断地溯洄
从之、溯游从之，从不放弃。

“伊人”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和你之间隔
着“水”，也是宽阔的河流、湖泊，甚至是辽阔的大海。那
该怎么办？建一座桥，直达对岸；造一艘船，渡到对岸；
还有一个办法，游到对岸。这就如同现实的生活、学习、
工作，你所追求的与当下的你之间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阻
隔，需要有健康的身体，需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本领，需要
处在对的时机，需要有坚定的意志才能成功地到达对
岸，才能拥有你所追求的那位“伊人”。如果“伊人”只此
一位，你还得抓紧时间，以防被别人抢了先。

水，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尤其在诗词中是常客，具
有丰富多样的含义。“逝者如斯夫”，形容时间如流水匆
忙，一去不返。忧愁如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剪不断也
堵不住。无情似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女子柔情似
水：贾宝玉著名的女儿论，女儿就是水做的骨肉。人间
的每滴水、每条河，都是别样的存在。

在水边，你追寻着你的“伊人”。在现实中，在自己
人生理想的道路上，谁不是孤独前行，谁不是面对重重
困难。“溯游从之”“溯洄从之”，是你在奋斗道路上走过
的弯路、走过的歧路。弯路、歧路，虽然不能直达你的
目的地，但也许会让你遇到别样的风景，拥有别样的经
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蒹葭》中的水，是环境，是道具，一方面映衬着伊
人的柔美，另一方面象征着阻隔和困难。而这水流过
了千年，流过每位读者心田，里面有着伊人的倒影，有
着你不断追求理想的涟漪。

秋，是《蒹葭》发生的时间。有没有发现在古代诗
词中，书写春和秋的诗词似乎特别多。伤春悲秋，不是
偶然，是文人情感的必然选择，是文人思想的映射。秋
的萧瑟、肃杀之气，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尤其对于生
命的进程。秋天树叶开始变黄，开始凋落，风渐冷，霜
渐浓，一切变得荒芜寒凉。

身处自然的秋天，文人想到了生命的秋天。于是，
诗词里的秋多了人的情感，多了悲凉的气息，多了孤独
的意味，大自然的秋和人生的秋合二为一。

天气寒凉，歧路重重，即便如此你却从未放弃，因为
你的目标清晰，你的那位“伊人”始终在彼岸等待着。幸
福也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诗中，虽然只选择描绘
了秋天的景象和经历，但春天的你、夏天的你、冬天的你
就停滞不前了吗？就会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了
吗？肯定不会，你一直都在努力，一直在前行。

别忘了，秋天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蒹葭苍苍
的秋景是美的，那位水边的“伊人”是美的，最重要的是
不断努力奋斗去追寻的你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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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抗 美 援 朝 出 国 作 战 74 周
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不
朽丰碑，也为电影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上世纪
50 年代就有许多优秀的电影问世，如《上甘岭》《英雄儿
女》等。近几年，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崛起，抗美援朝题材
电影集中涌现，如《长津湖》《志愿军》等，这些新的电影
书写革命历史，歌颂革命英雄，散发出独特的文艺光芒
和审美趣味，展现出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维护和平的精
神意志。

共叙家国情怀

这些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都体现了志愿军不畏牺牲、
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以及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思想，
唤起人民群众强烈的情感认同。

电影《金刚川》中，士兵小胡回忆道：“那一年俺们都
才十七八岁，唯一想的，就是通过那座桥把美国人打回
去，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安宁。”人物
角色希望下一代能够生长在一个没有硝烟的年代，这道
出了志愿军战士珍视和平的强烈愿望。

《长津湖》中，当雷睢生牺牲时，指导员梅生说：“女
儿问我：为什么爸爸要去打这场仗？这场仗如果我们不
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
他们不再打仗。”正是这种爱好和平的愿望使朴素的个
人情感交汇于家国大义之中，激发每一名中国人爱国爱
家的情感共鸣，使影片凸显出饱满的爱国主义情感。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第 38 军军长梁兴初想准备
结实了打，想少牺牲，彭总说：“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
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
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影片中勇于
担当、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歌颂英雄群体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无数优秀的抗美援朝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成
的。抗美援朝电影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始终坚守中国共
产党人主流价值观，承载着对于英雄事迹的弘扬、英雄
人物的塑造和英雄精神的延续。在塑造好个体英雄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刻画英雄群像。通过群像的塑造，体
现出英雄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李默尹、李想、李晓一家，
《长津湖》中伍百里、伍千里、伍万里兄弟，《金刚川》中张
飞、关磊、刘浩组成的“刘关张”，都是英雄群体，与更多
的无名无姓的战士，共同构成高大的英雄形象。

正如《金刚川》中一战士所说：“俺们一直在关注着
对岸炮位的战友，但战场上就是这样，你也不知道他们
是谁，叫个啥，只知道他们是战友，是他们护着俺们过桥
的。”这里的“他们”就是英雄群体。

最典型的是《长津湖》里的“冰雕连”。南逃的美军
沿途看到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阵

地上，手握钢枪、手榴弹，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
姿态，仿佛是跃然而起的“冰雕”群像。影片中，美军陆
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对这一场景感到震撼：“面对有如此
决心的敌人，我们永远无法战胜他们。”

这些英雄形象既是生动鲜活、立体丰满的个体，更
是成千上万保家卫国的战士。这个群体形象就是中华
民族的形象，影片对志愿军群体的刻画凝聚着民族集体
共识。

呈现多元视角

如何用电影艺术讲好中国故事？近年的抗美援朝题
材电影在不断探索新的讲法。

不管是《长津湖》《金刚川》，还是《志愿军：雄兵出
击》《志愿军：存亡之战》，都抛弃了以往战争片单一的讲
述方式，均并置宏观、微观、他者（美军）三种叙事视角，
巧妙地将宏观历史与个体层面相结合，既有高层决策视
角，又有下层作战视角；既有内部视角，又有外部视角。
打破了固有的言说方式，使得电影体现出多元声音，让
观众能全方位认识体会战争的本质。

在这个方面，《金刚川》更具有突破性。《金刚川》由
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四个小节组成，从不同视角讲
述了同一时间线里不同空间的战役故事，形成了“复调
叙事”的非线性逻辑，刻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韧不
拔和不畏牺牲的精神。这种多视角的展现，不仅有我
方形象的清晰表达，更有美方角度的呈现。美军强大
的军事实力、将领的自信和傲慢，都从侧面衬托出中国
人民志愿军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手法与过去一
些战争影片往往将敌方符号化、矮丑化和面具化截然
不同，因为只有承认敌人的强大，才能彰显我们胜利的
来之不易。

注重细节描绘

注重细节表达可以增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作品的
细节通常指的是创作者对于每一个微小元素的关注和
处理。正是这些细节，使得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变得生动
和耐人寻味。

比如《长津湖》里连长伍百里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
记录着连队每位战士的姓名、出生年月，战士牺牲后，他
就在姓名上画一个框。这个小本子既是英雄册，又是具
有丰富内涵的象征。再比如《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志
愿军战士余从戎，将被子盖在受伤被俘美军士兵身上的
细节，展现了残酷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在《狙击手》中，
美军士兵约翰兜里一直揣着印有狙击五班全体战士合
影照片的报纸，他已经研究五班班长刘文武四个月了，
但最后还是被志愿军战士击毙。这些细节侧面展现志
愿军战士的精神面貌，让人物闪闪发光。

近些年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呈现波澜壮阔的多彩画
卷，不仅是历史的生动再现，更有艺术再创造的想象空
间，为主旋律电影增添了更加深刻丰富的精神内涵。

创新英雄叙事的表达
——抗美援朝题材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艺术特征

韩惊鸣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为新时代文艺指明
了前进方向。今天，重温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以 下 简 称《讲 话》）
仍然令人心潮澎湃，深受
启迪。

回 顾 十 年 来 的 太 原
文艺舞台，广大文艺工作
者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谆谆教导，以奋发有为的
精神和饱满高昂的状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导向，贡献出一大批优
秀 文 艺 作 品 ，如 晋 剧《于
成龙》《上马街》《起凤街》

《迎新街》《关公》《高君宇
与 石 评 梅》《续 范 亭》《圪
梁 梁 上》《守 护 夕 阳》《永
祚 霞 光》、话 剧《晋 文 公》

《谍杀》《北魏风飏》、舞剧
《雁丘词》《家书》、儿童剧
《博物馆奇妙之旅》、歌舞
杂技剧《换了人间》、太原
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
家》等 ，其 中 不 乏 挖 掘 太
原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
展现当代太原发展变化、
展现太原风情、讲好太原
故 事 的 创 作 表 达 。 值 得
一提的是，描写唐代大诗
人 李 白 游 历 太 原 与 太 原
籍 名 将 郭 子 仪 相 遇 、相
知、相识、相救的晋剧《大
唐 明 月》，深 挖 太 原 历 史
文 化 内 涵 ，擦 亮“ 唐 风 晋
韵·锦绣太原”文旅名片，
将 于 年 底 搬 上 舞 台 与 观
众见面。十年间，细数这
些 作 品 的 涌 现 ，深 感《讲
话》如 同 春 风 化 雨 ，太 原
文艺舞台气象一新。

今年以来，太原迎泽
大 街 维 修 改 造 工 程 竣 工
通车，太原马拉松赛跑过
第 15 个年头，地铁 1 号线
通 车 进 入 倒 计 时 ，“ 跟 着
悟空游太原”活动精彩纷
呈，国庆假期“中国红”点
亮 全 城 …… 太 原 的 人 气
热 度 再 次 攀 升 。 太 原 文
艺工作者以敏锐的眼光，
迅 速 捕 捉 社 会 热 点 带 来

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了一系列短小精悍的优秀作
品在网络传播，掀起聚焦太原、歌唱太原、赞美太
原的创作高潮。如歌曲《太原》《锦绣太原颂》《唱
给太原》《太原故事》《穿越千年来爱你》、太原莲
花落《一条大街一座城》等，这些适应互联网和新
媒体传播方式的网络文艺作品，通过新技术和新
手段极大释放了文艺创造力，在太原巨变的当下
激起了艺术的浪花，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和时代
特征，为不断增强太原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美誉
度作出积极有力的文艺贡献。

《讲话》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
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
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
优秀作品。十年间，太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为
文艺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与丰厚的素材。围绕
太原市发展大局，文艺工作者要坚决扛起新时代
新征程赋予的使命任务，在时代的声音中激发艺
术的回响，热情书写太原发展建设的时代巨变，展
示出太原人民在新时代奋进拼搏的精神气象，回
应时代关切，把握人民需求，不断创作出无愧于伟
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无愧于伟大民族的优秀
作品，全力铸就新时代文艺工作新的辉煌。

在花果飘香、色彩斑斓的金秋时节，我们重
温《讲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讲话》强调，要
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
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
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有
了真正的文艺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
好。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
翼，彼此借力，相互砥砺。今后，我们还需进一步
加强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镜鉴”“良药”作用，
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助推文艺创作。要在
总结太原文艺创作成就的同时，探寻找准太原文
艺创作存在的症候和短板，构建形成太原文艺创
作 经 验 方 略 的 理 论 参 照 ，把 好 文 艺 评 论 的 方 向
盘，促进艺术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不负时代召
唤，不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
合力推动新时代太原文艺创作出新出彩。

推
动
太
原
文
艺
创
作
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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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王

嘉

10 月 19 日，由太原市文联、太原文学院、太原市作
家协会举办的 2024 年“名刊名家对话太原作家”座谈
会在迎泽区邮电大厦举行。

活动中，《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常务
理事宋嵩和河南文学院副院长、《散文选刊》主编陈宏
伟，与 40 多位太原基层作家围绕文学阅读、赏析、创
作、发表等话题开展互动交流，给出指导和建议。

陈宏伟分析了结构对于小说故事表现的重要性，
举例说明韩东《见过鲁迅的人》、戴维·伽特森《雪落香
杉树》等国内外优秀小说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精彩
之处。他认为要摆脱小说创作同质化的困境，作家们
应该善于思考和创新，通过结构的巧妙设计使小说变
得生动和深刻，以此来吸引读者、感染读者。一些基
层作家针对散文的虚构、如何突破自我经验的书写等
当下创作的困惑提出问题。陈宏伟表示，散文是文学
艺术作品，是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但散文的情感是
不 能 虚 构 的 ，也 是 无 法 虚 构 的 。 突 破 自 我 经 验 的 书
写，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思考的习惯，不能等到写作
时才思考。 肖静娴

太原作家与名刊主编对话

①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剧照

②电影《长津湖》剧照

③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剧照

④电影《金刚川》剧照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三晋文化辉煌灿烂、源远流长，孕育了众多璀璨夺目的

文化名人。为深入挖掘和传承山西丰富的历史文化，展现山

西文化名人的风采与成就，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将

编撰出版《山西文化名人》系列丛书，现面向全社会发起“山

西文化名人画像”画稿征集活动。

一、征集对象
广大艺术家、美术爱好者及历史文化爱好者。

二、征集内容
本次活动征集五位山西文化名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白居

易、元好问的画像，要求精准捕捉人物特点，体现其精神风貌。

三、征集用途
本次活动最终选用的作品，将供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

文化名人》系列丛书使用。

四、征集细则
1.作品规格：请创作者提供画作的电子文件，文件尺寸为

210 毫米×297 毫米 (2480 像素×3508 像素),文件格式为

JPEG或 TIFF,分辨率为 300像素/英寸。

2.作品类别：中国画，线描、工笔、写意等均可。

3.征集要求：创作者可单幅作品（一位名人画像），也可一

组作品（五位名人画像）参加征集。若为一组作品，需注意创

作风格统一。

4.作品权属：所有报送作品须为原创，且有独立版权。征

集单位对最终选用作品拥有使用权 (出版及其他相关活动)。

5.报送要求：请将作品电子版发送至 shchjf204@163.

com。邮件标题命名为“山西文化名人画像+作者姓名”，作

品电子版命名为“名人画像-作者姓名”（如：白居易画像-李

华），邮件正文注明作者姓名、职业、单位/学校、职称、联系地

址、联系方式。

6.截稿日期：2024年 11月 20日。

五、征集奖励
1.选用奖励：共 5幅，每位文化名人 1幅，每幅奖励 1万元。

2.入围奖励：共 25 幅，每位文化名人 5 幅，每幅奖励

2000元。

3.鼓励奖励：共 50幅，每幅奖励《山西文化名人》系列丛

书一套。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征集机构。

征集联系人：张老师0351-4729530
许老师 0351-4729735

山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10月 22日

画稿征集│读山西，爱山西，画山西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