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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息

儿童电影《老子城》筹备在周拍摄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日前，以

老子文化为底蕴的儿童电影《老子
城 》剧本 ，已经通过国家电影局立
项公示 ，获得拍摄许可 ，相关团队
正筹备在周口拍摄。

据介绍，儿童电影《老子城》以
老子文化为底蕴，通过一群少年英
雄帮助外星来客完成特殊使命，呼
吁世界响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倡导和谐共生自然理念，促进
人类和平 。 影片将对老子文化传
播 、青少年思想教育 ，以及宣传周
口等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据了解，在家乡周口拍摄一部
精彩的儿童电影，是《老子城》导演
赵一清多年的心愿。 早在 2012 年，
他的电影处女作 《男人背后的女
人》获得发行许可时，就完成了《老

子城》剧本初稿。 为充分了解儿童
电影拍摄难度、积累儿童电影拍摄
经验， 他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
尝试拍摄了儿童微电影《钓鱼岛之
爱》和《高贵的童心》，广受好评。

“从我拍摄的三部电影长片均
通过审查获得发行来看，我是个能
拍出影视合格品的导演，但我绝不
满足于此，我希望与社会各界广泛
开展合作， 提升项目制作规格，将
《老子城》 拍摄成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电影精品。 ”赵一清恳切地说。

据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
息接收方式的转变，影视正逐渐成
为文化娱乐的主流形式，但是儿童
电影非常稀缺。 优秀的儿童电影具
有良好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存在广
阔的市场空间。

心灵的契合
———评《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

周引莉

2022 年 1 月，老同学张君民兄
的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生平
游记 》由大有书局出版 ，这于个人
于朋友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几
个月前我已拜读完毕，但迟迟未能
动笔。一来实在懒惰，一拖再拖；二
来才情禀赋不够 ， 了解苏东坡有
限，怕隔靴搔痒，有负友情。

提起苏东坡，先回顾一下一代
文豪对我的影响。小学阶段印象最
深的是《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大概是
我最早从文学角度接受的哲学教
育。 初中阶段，看香港电视连续剧
《萍踪侠影》，至今记忆犹新的情节
就是张丹枫吟诵的 《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 张丹枫因苏东坡更具
才情， 苏东坡也借张丹枫还魂了。
高中时，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
叹为千古绝唱，再一次被豪情万丈
又略带感伤的苏东坡震撼了。大学
时，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
记梦 》，又被 “十年生死两茫茫 ”的
真情感动，感慨那个豪放的文人心
中其实也不乏婉约之情。 慢慢地，
一个充满哲思 、豪迈洒脱 、情感细
腻的苏轼在我心中不断丰富起来。
工作之后， 偶尔接触苏轼的材料，
基本还是早年对苏轼印象的补充。
而今看张君民兄的《一蓑烟雨任平
生：苏东坡生平游记》，又让我对苏
轼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和新的认
识。试从以下几点谈谈我对这部著
作的浅陋之见。

首先，此著角度新颖。 从游记
的角度写人物的生平经历 ， 这对
一般文人可能不适合 ， 但对苏轼
却戳中痛点。 作者从郏县写起，到
常州终篇，让我们清晰看到了苏东
坡一生的足迹 。 在交通不发达的
北宋年间 ， 苏轼历经几十次的车
马奔波 、 周折劳顿 ， 从家乡到京
都 ，从京都到多地 ，不是奔波于各
个上任地 、贬谪地 ，就是奔波于上
任或贬谪的途中。 于今想来，这对
苏东坡对后人 ， 不知是幸还是不
幸。 多年辗转的经历，成就了后人
眼中鲜活无比灿烂异常的苏东坡：
一个涉足半个中国的坎坷文人，一
个把岗位职责做到极致的士大夫，
一个诗词文书法绘画俱佳的多面
手 ， 一个善于钻研享受日常的美

食家，一个不断远离政治中心的边
缘人，一个身处艰难却能够超脱从
容的乐天派 。 总之 ，“心似已灰之
木 ， 身如不系之舟 。 问汝平生功
业 ，黄州惠州儋州 。 ”苏轼的自画
像诗歌就是一部简洁生动的心灵
史和高度浓缩的游记。

其次 ，此著线索清晰 ，结构合
理，便于阅读。 著作中的每篇文章
都采用正副标题结合的形式，正标
题主虚点题，大多取自苏轼本人的
诗词文 ，副标题主实勾线 ，概括了
苏轼涉足的主要区域 ， 尤其是开
封，八进八出，反差巨大。每篇文章
既有游记 ，又涉史实 ，也写人生感
悟。书中各篇自成一体、相对独立，
篇与篇之间又前后连贯 、 相互关
联。 可以从任一篇读起，也可以一
气呵成。 随便翻到一篇，甚至某一
篇中的某一部分，你都能对不同时
段的苏东坡有某些层面的了解。比
如 ，《沃野便到桑麻川———出守密
州》这一篇既写了苏东坡在密州的
政绩（救灾抗旱、发展生产、教化百
姓），又写了苏东坡的成熟思想（随
遇而安 、关注现实 、超越现实 ），还
写了苏东坡两方面的文学风格（升
华“婉约宋词”、创制“豪放宋词”）。
即使你用碎片时间，也能透过一件
事 、一首诗词或一篇文章 ，解读或
熟悉或陌生的苏东坡，并思考作者
对苏东坡的分析与评价是否与自
己的认识相同。这部著作结构上既
有一脉相承、 贯通一致的整齐感，
又有灵活多变 、 挥洒自如的精巧
美，可谓匠心独具。

第三 ，此著语言精炼 ，重视技
巧 ，描述语言 、评述语言与苏东坡
的诗词文相伴相生， 相得益彰，有
一定的节奏感与内在的韵律美 。
我们读此书时 ， 既有身临其境的
即视感， 又可聆听苏东坡的心声，
也可与解读者（作者）达成某种程
度的共鸣 。 著者用语的精炼主要
体现在常用三字、四字短语。 如写
苏东坡的行程“出高邮，过扬州，到
仪真”，评米芾“能诗文，精鉴别，擅
书画”，简洁生动，节奏明快。 著者
尤其善用四字短语，如描写三苏墓
园 “庭院深深 ，柏木森森 ，葱茏苍
翠，遮天蔽日 ”，写玉女泉 “泉水如
注 ，取水沏茶 ，茶香四溢 ，甘洌爽
口 ”，写云龙山 “山分九节 ，蜿蜒起

伏，状似神龙 ”，写放鹤亭 “飞檐丹
楹 ，宽敞明亮 ，前有平台 ，周环游
廊， 十分优雅”， 写湖州 “湖州城
南 ，四大溪流 ，宛若玉带 ；湖州城
北，千顷太湖，泊荡星布”等等。 通
过这些精炼的描写语言，我们可以
体会到作者对苏东坡所到之处的
瞻仰膜拜之情。 在评价苏东坡时，
著者常通过对比以彰显苏东坡的
特点 ，如与弟弟苏辙的对比 ：哥哥
“才华过人 ， 热情豪迈 ， 放浪形
骸 ”，弟弟 “沉静淡雅 ，少年老成 ，
木讷寡言 ”； 与好朋友文同的对
比 ：苏东坡 “锋芒毕露 ，狂放不羁 ，
讥讽朝政 ，口无遮拦 ”，文同 “谨言
慎行 ，养性修心 ，以求自保 ”；与政
敌程颐的对比 ： 苏东坡 “性格爽
朗， 耿介洒脱， 自由狂放”， 程颐
“崇尚礼仪 ， 讲究理学 ”“循规蹈
矩，近乎迂腐”；与历史人物周瑜的
对比 ：周瑜 “少年得志 ，临危受命 ，
雄姿英发，大破曹魏”，而苏东坡年
近半百却“沦落黄州，谪居小城，白
发早生，报国无门”等等。著者还注
意从多个角度评价苏东坡，如评苏
东坡的一生“为官为文，出入禅佛，
性情空明，超然物外”；评苏东坡的
性格“天真率性，坦坦荡荡，嬉笑嘲
讽，口无遮拦”；评苏东坡的行政能
力 “分门别类 ，实事求是 ，英明果
断”“才思敏捷，效率很高”；评苏东
坡的文学才华，既有“气势恢宏，酣
畅淋漓，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豪
迈 ，又有 “真情郁勃 ，句句沉痛 ”的
婉约等等 。 这些四字短语准确生
动 、形象凝练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
突出效果，也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
的扎实功力。

第四，此著渗透与折射的三观
值得我们学习与参考。书中有一节
我尤其欣赏 ，就是 “金陵王苏会 ”。
这一节写苏东坡与王安石在南京
会面 ，文字简短但文意曲折 ，且写
得情真意切。开篇引用谢朓的诗句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从南
京的古称金陵写起。然后充满激情
地概括苏东坡“将见到一位他反对
过 、憎恨过 、感激过又试图去理解
过的人物———王安石”， 紧接着简
洁回顾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史，
尤为生动的是，著者好像进入了苏
东坡的内心世界 ，说苏东坡 “曾无
数次地反思自己与王安石之间的

恩怨”， 以致达到 “跳出庐山看庐
山”的哲学境界。 著者不仅与苏轼
共情 ，也与王安石共情 ，写王安石
“不畏浮云遮望眼 ”的魄力 ，但 “求
治太急”“进人太锐”， 最后祸起萧
墙 ，终落 “骑驴病叟 ”的悲剧结局 。
进而，著者分析王安石之所以排斥
苏东坡的原因： 不能为己所用，就
要踢出朝廷。 但政见不合，不妨碍
救人于危难 ，一句 “安有盛世而杀
才士者乎？ ”让人热泪盈眶，感慨王
安石的爱才与大度。更让人佩服与
感动的是两人相见的场面：一个官
至宰相的布衣老人，骑着驴子早早
迎候在码头 ， 并对苏轼大笑而言
“礼岂为我辈设哉？ ”短短数语，王
安石的豁达形象赫然而立。两个文
化巨人 ，“两个曾经水火不容的政
敌消弭误解，握手言和”。这种一笑
泯恩仇的人生态度，和而不同的世
界观与价值观，正是值得我辈欣赏
与学习的。

张君民兄在大学时就是一个
典型的文学青年，有诗人般的热情
和哲人般的成熟，有我们大多数同
学难以达到的深度 。 大学毕业以
后，他长期工作在税务部门并担任
了多年的行政领导职务 。 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 他遵从内心的呼唤，
集结多年的文学积淀与工作经验，
完成了这一部凝聚他热情、才华与
思考的著作 。 这份热情与执着值
得我们学习与尊敬，我也从他的这
份热情与执着中真切体会了什么
是“男人至死是少年”。

苏东坡的诗词名句很多，这部
著作的正标题为什么选用“一蓑烟
雨任平生”？ 我想著者自有他的一
番道理，或许这句词最能体现苏东
坡历经坎坷仍旷达从容的人生，也
最能引起著者共鸣，这就是古今灵
魂的契合吧！

作家潘向黎说 ， “苏东坡 ，是
每个中国人 都 想 与 之 做 朋 友 的
人 ，是尘世间最接近神仙的人 。 ”
是啊 ， 作为中国文人的天花板 ，
苏东坡的一生 ，破万卷书 ，行万
里路 ，才华超人 ，阅人无数 。 他
是那么达观 ，那么有趣 ，那么智
慧 ，又那么现代 ，不仅与张君民
兄的灵魂相契合 ，也与千千万万
的读者心灵相通 。 真是说不尽的
苏东坡 ！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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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道情是河南省人民政府
公布的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它是流传在我市商
水县的一个曲艺类别， 渊源于唐
代的《九真》《承天》等道曲，以道
教故事为题材， 宣扬处世思想。
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为伴
奏乐器，因此叫渔鼓道情。

传说演唱渔鼓道情的道具
“蓝条” 是道家五根竹筒中的一
根。 相传五根竹筒中女娲补天用
一根， 道家的祖师爷李耳那里存
一根，撑船摆渡的船尾杆用一根，
张果老传道用一根， 还有一根下
落不明。 演唱渔鼓道情用的道筒
就是张果老的那一根。 道筒共计
三尺七寸，张果老在民间传道，遇
见乞丐向他讨饭， 他就把道筒截
给乞丐三寸，后来乞丐就以打“莲
花落”为生；张果老到染坊传道，
截给了染坊一寸做染布牌子；下
余三尺三寸为演唱渔鼓道情的
专用道具，道筒四周用蓝布缠绕，
所以叫“蓝条”。 其形式是用三尺
三寸长的竹筒蒙上蟒皮或猪护
心皮，配上木简板拍打发出响音
说唱。 这种曲艺据说在清末由山
东、安徽传入我市。

周口渔鼓道情第四代传人杜
三合自幼喜爱演唱艺术，11 岁慕
名拜周口渔鼓道情名艺人周名
扬为师。据《商水县曲艺志》记载：
周名扬，又名周成仁，白寺乡周庄
村人。 1916 年生。 1982 年 4 月逝
世，终年 66 岁。幼时家庭贫寒，19
岁开始学艺先后拜杞县王瞎子、
周口李文秀（李结子）为师。 周名扬常到附近县市演出，曾获许昌地区文艺汇演
演员一等奖、河南省文艺汇演演员二等奖。 周名扬音韵饱满，吐字清晰，抑扬顿
挫，说唱动听，1956 年在河南省民间曲艺调演中获省级演员奖，省著名曲艺家
武申洞对周名扬的渔鼓道情说唱赞不绝口。

杜三合在周名扬的精心呵护栽培下，悟性颇高，进步很快。 当时，杜三合师
兄弟八人，人人能说会唱，各有所长，所到之处，深受观众喜爱。 现如今，师兄弟
中六人已辞世，一人改行，精通渔鼓道情的仅剩杜三合一人。 杜三合从 1978 年
开始参加闻名全国的宝丰马街书会，几十年风风雨雨，从不缺席，在观摩学习
其他姊妹艺术的同时，把渔鼓道情展现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说唱艺人和国内
外广大观众。 他培养的传承人赵春，现在一直活跃在渔鼓道情的演出舞台上。

渔鼓道情与其他鼓书艺术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演唱多用本地方言土语，
地域色彩鲜明，演唱者边演唱边伴奏，唱词通俗易懂，伴奏节奏明快，场地不受
限制，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渔鼓道情唱腔多用“宫调式”和“微调式”，演唱有“慢
板”“莲花板”“小垛子”等样式，发音用“立”“卧”音，演唱者采用立卧嗓，能够连
续演唱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上，丰富了曲艺表演形式。

为保护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商水县人民政府 2010 年 3 月将杜三合渔鼓道
情公布为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 年 10 月， 又成功申报周
口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该县不仅保护渔
鼓道情传承人，还积极招收喜
爱这门艺术的年轻人进行培
训传授，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技
术对渔鼓道情的书目、书段进
行收集整理， 对现有的录像、
录音，采取数字化多媒体手段
建立完整的档案，并组织专业
技术人才，深入研究撰写论文
出版专业论著。

周口师范学院一项目获批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12 月 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公布了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立项名单 ，其中 ，周口师范
学院申报的 《张伯驹全集 》编纂与
研究项目成功获批。

周口籍文化名人张伯驹是知
名的诗人、词人、联语大家、诗钟圣
手，集书法、绘画、京剧等艺术于一
身 ，且精通文物鉴赏 ，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文化自信
的典范楷模，为更好地发扬张伯驹
精神 ，厘清张伯驹文脉 ，筑牢张伯
驹研究根本 ， 打响张伯驹文化品
牌 ，周口师范学院决定启动 《张伯
驹全集》编纂与研究工作。 “张伯驹
一生著作颇丰，但多有散佚。 周口
师范学院作为张伯驹家乡唯一一

所省属本科高校，对先生作品的搜
集、整理、编辑，责无旁贷。 高校担
负着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文化传
承的重要使命，由张伯驹研究中心
牵头编辑《张伯驹全集》，既是深入
开展张伯驹研究、传承其文化艺术
和爱国精神的基本条件，也是服务
学校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重要支
撑。 ”张伯驹研究中心负责人说。

据了解，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资助体系中层次高、资助力度大、权
威性强的研究项目， 是衡量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科研实
力的重要指标， 旨在鼓励广大社会
科学工作者弘扬优良学风、 潜心治
学、扎实研究、努力推出具有学术传
承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大雪

燕山忆雪感如斯，蓟树腾烟问有期。
每见佳人歌古句，延承大美恰今时。
银装本意开青陆，碎玉无声在砚池。
快揠枯藤藏巨力，来携老酒闹新诗。

立冬

笔冻诗新书暂懒，茶炊酒醒意难平。
寒池月白林披雪，楚客兰熏鹤未盟。
每到冬时思暗恨，多因宿志发幽情。
千年不足怀忧患，万物收藏似老彭。

下元节

青峰碧气凛芸窗，静室观烟养墨香。
白水连壕花暂歇，高楼驻望酒如常。
参差莫问浮云去，淡漠无声夜露藏。
欲向平心留古曲，原知玉斗照清方。

翰墨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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