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鸳鸯草》

唐·薛涛

绿英满香砌，两两鸳鸯小。
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

鸳鸯草的绿叶撒满了飘香的石阶，叶间是成双成对鸳鸯般的小花。鸳
鸯草一味欢娱，只当春日还长，全不管秋风早早来到。

人生也当如鸳鸯草一样，得意之时须尽欢，尽情享受生命的美好，因为
生命盛衰不定，繁华靡丽转瞬凋零。

《八至诗》

唐·李冶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曾经的最爱，也有可能变成一生的最痛；曾经缠绵相许，转眼形同陌
路。而爱与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至爱是一个人，至恨也是那个人，相濡以沫也好，相忘而过也罢，皆是各
人宿命。不是曾经沧海的人，决悟不出诗中的淡定黯然。

诗的作者，一个受人非议的女道士，对于人间情事，自然也经历过一番
悲喜，不然不会写出这样通达透彻的句子。

《探梅访僧》

元·赵孟頫

轻轻踏破白雪堆，半为寻僧半探梅。
僧不逢兮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回。

寻访到了固然好，寻访不到也是一路欢歌，来去满面笑容。人生也是这
样，得到固然欣喜，失去却也不必烦恼。

《剑客》

唐·贾岛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剑在手，敢问天下谁是英雄！
虽然长久处于困顿，但是终究不肯被埋没，剑鸣于匣，等待一个万众瞩

目的华丽登场！

《过锦屏山》

唐·吕洞宾

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潇湘秋。
长虹倒挂碧天外，白云走上青山头。
谁家绿树正啼鸟，何处夕阳斜倚楼。
道人醉卧岩下石，不管人间万里愁。

吕洞宾在道教中是神仙，其实自由自在、心无挂碍就是神仙。
一生风月且随缘，穷也悠然，达也悠然。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

是神仙？

《相思歌》

后周·梁意娘

一片白云青山在，一片白云青山外。
青山内外有白云，白云飞去青山在。

梁意娘有一个情人李生。二人被迫分开三年后，梁意娘在一个秋日把
这首歌寄送给她的情人。

青山原不动，白云自去来。古朴禅味的诗句，透出人生的几点玄机，也
许爱就是一种温柔的环绕。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17年11月20日

































































































写诗曾经是件很酷的事情。大学时有
位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一脸恬静地念一句

“We sit on the moon.（我们坐在月亮

上）”时，坐在我旁边的姑娘感觉已经爱上
了他。

在老师念书的20世纪80年代，连学
校的门卫都懂得诗歌。某次，同学晚归被
拦在了门外，门卫要求出示证件，而他翻遍
口袋连张水票也没带。该同学哀怨地来了
一句：除了这颗心，还有什么更能证明我自
己的呢。结果，他被放进去了。

如今诗歌似乎处在有点尴尬的位置，
听某文化单位的老总振振有词地说：现在
生活节奏这么快，谁还看诗？大家都用表
情包来宣泄情绪。他建议旗下一本杂志取
消诗歌栏目，改做理财。

诗歌不是刚需，不会带来直接的财富，
但它教我们观察、感受和表达，发出不一样
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歌年龄，生
活越粗粝刚硬，内心越有一个角落需要被
诗柔软。

诗人树才说，诗歌意味着爱的力量、和
平的力量、美的力量。树才出版了多部诗
集、译著，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
骑士”勋章。从2015年开始，他用线上授
课的方式给孩子们讲关于诗歌的知识，从

李白、张九龄写月亮的古诗，讲到阿多尼斯
和兰波，从日本俳句，讲到泰戈尔的《吉檀
迦利》和《飞鸟集》，用孩子能懂的语言讲
解，幽默又亲切。

这些课程最终集结成为《给孩子的12
堂诗歌课》，读来更能领会到美妙的诗意。
比如，小林一茶有句著名的诗：“我知道世
界/像露水一般短暂/然而啊然而……”句
子虽短，却很耐咀嚼：要珍惜那些易逝的
美好。

泰戈尔来中国时，曾经为林徽因赋诗：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
间的微风叹了声‘哎’!”似乎有异曲同工之
妙，让人有无限联想——天空是徐志摩，大
地是林徽因，微风是泰戈尔？而那一声

“哎”百感交集。
泰戈尔的诗歌为什么好？现实中有辽

阔的想象，想象中又能落地，能跟他生活中
每一个细小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小的一
点飞起来，飞到太空，又能从太空返回来，
像露珠落到草尖儿上。

参加过树才《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的新书发布会，主持人问：现在的孩子课

程好多，有钢琴课、舞蹈课、绘画课，还有
时间学习诗歌课吗？树才说，写诗是不
需要花时间的，童心即是诗。比如，他曾
在公交车听到一个小女孩被问“爱是什
么”，她回答，“爱是妈妈”，瞬间被击中，
这就是诗。

树才给孩子上诗歌课，并不注重技巧，
而是引导孩子去发掘自己的个性，发现心
灵的自由和灵动，体会自己的想象与天
真。如果孩子们掌握了与心灵相关的语
言，便不会再轻易地被外界僵化、机械、空
洞的语言所挟持。

他说，写诗是人和感觉之间一种自然
的彼此生发、彼此触动。最好的诗歌，是
诗句来找你，最好的形象，是像鸟儿一
样，自己拍着翅膀来到你的纸面上。诗
是生命自身闪耀着的光。光的源头呢？
就是那颗童心。

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虽然词汇量不
大，但想象的翅膀和对生活的观察让他们
写得动人，家长如果能够记录下来，会比童
年照片还要有意义。我家五岁的小朋友写
了一首《洋葱》：“洋葱一觉醒来/发现自己
躺在厨房里/我的泥土被子呢？”我很诧异：
你怎么会知道洋葱是怎么想的？

清代诗人龚自珍平生有一爱好是读吴
梅村的诗，原因是小时候母亲常带他诵读，
那种承欢膝下的美好回忆混合到了诗句
里，显得与众不同。作为妈妈，和孩子一起
读诗、写诗都是滋养亲子关系的养分，是非
常美好的事情。希望将来你长大了，我们
还能一起谈谈那些诗歌。

你有没有和孩子一起写过诗
●闫晗

《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树才/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影片扩容、佳作频出、类型多样，在云南省临沧市举办的第
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360部微电影作品
竞相角逐“金海棠奖”。

网络视听时代，时长、制作、投入都很“微”，如何才能保障影
片品质？小小的微电影如何书写大文章？

数量扩容折射行业利好

近年来，微电影这一新兴影视艺术形态发展势头强劲，各类

型优秀微电影作品不断涌现。自2013年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落
户临沧以来，累计征集到14000多部参赛作品，吸引了来自30
多个国家的影视艺术家参与。

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主任郑子介绍，今年“金
海棠奖”评委会共收到4360部参评作品，比上届增加了1000
多部，经过初评、中评和总评，最终评选出40部最佳微电影
作品。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视频平台对内容的渴求日益增长，影
视技术更新使得视频制作门槛越来越低，受众碎片化信息接收
方式逐渐形成，我国微电影事业呈现出新的发展活力。

“网络视听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通畅，付费点播
的消费习惯正在养成，微电影传播力和商业价值明显增强。”来
自上海的微电影人关晨说。

微电影数量扩容，“金海棠奖”评委会对参评影片的品质
要求却不减。据介绍，本届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最佳作品
占全部参赛作品的 0.9%，而优秀作品获奖率也只达到
1.81%。

公益片抢眼传播社会正能量

本届“金海棠奖”参评作品题材广泛，其中公益微电影佳作
频出。小小的微电影成为展现时代发展进步、传播文明风尚、传
递社会正能量的大舞台。

郑子介绍，全国政法系统积极参与本届艺术节，输送了《诉
讼E时代》《跨境追击》等2800多部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反映社
会和谐进步的“平安中国”系列微电影作品；而展现文化薪火相
传的“大国工匠”系列微电影也颇具热度，累计征集到《阳光下的
舞蹈》等800多部参评作品。

此外，以劳动模范先进事迹、乡村教师感人故事为题材创作
的微电影备受瞩目。其中，由青年导演梁强执导的公益微电影
《一切为了孩子》，讲述了乡村教师王勇三十年如一日摆渡接送
学生的真实事迹，展现出乡村教师坚守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

来自深圳市东湖中学的贺思曼是本届艺术节上年龄最小的导
演，他执导的微电影作品《迷网》聚焦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群体，讲

述了沉迷网络游戏的学生最终克服诱惑重拾健康生活的故事。
贺思曼说，影片由学校师生本色出演，希望对青少年成长有

所启发。“中学生正处在性格完型期，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诱惑
而被蒙蔽了双眼，要看清长远的未来，把握住自己的人生走向”。

精品引领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地大物博，是微电影创作的灵感富矿。”郑子呼吁，未
来广大微电影创作者应借助微电影这一传播载体，努力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

本届艺术节上，多部以“第一书记”命名的微电影作品表现亮
眼。这些作品讲述了扎根贫困乡村的第一书记们依靠村党组织，
带领村两委成员和基层群众，凝心聚力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

参与“第一书记”系列微电影创作的关晨表示，微电影作品
呈现出“时间集中”“感受集中”的特点，创作过程中要强化故事
性，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核心主旨“打在点上”。未来将继续强化
精品意识，创作更多反映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作品。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院长敖柏说，目前微电影传
播渠道仍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上，优秀的微电影作品应该自
带“网感”，微电影人应该认识到市场与内容的关系，尽可能寻找
全新的视角和相对轻松的表意形式。

他说，微电影人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打破枯燥的说教式表
意形态，不断触摸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脉搏，在多元化的生活
现实中捕捉生动鲜活的故事。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未来我国微电影产业发展还需强化版
权意识，寻求恰到好处的发行和放映模式。同时，通过“拓展影
片时长打造网络大电影”“拓展影片系列打造网剧”等方式，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微电影商业附加值。

“当科幻小说中的奇迹
变成现实时，它就变成平淡
无奇了。科幻作家的责任，
就是在目睹奇迹变成现实之
前把它写出来。”《三体》作者
刘慈欣说。

日前，在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主办的“2017中国科
幻大会”上，刘慈欣与加拿大
科幻作家德里克·昆什肯进
行了一场主题为“硬科幻的
未来”的对话。

众所周知，科幻小说自
诞生之初就有“软、硬”之
分。相对于天马行空的“软
科幻”来说，“硬科幻”是以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
等科学为基础，以描写极其
可能实现的新技术新发明给
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作
品。如今，科学的脚步已渐
渐跟上想象的脚步，甚至出
现“未来已来”的说法，而“硬
科幻”又该如何发展，怎样描
述未来呢？

“硬科幻”新秀德里克·昆
什肯在其小说《洄游》中，描
写了一种沐浴脉冲星之光而
生，以发射性同位素为食的
非碳基生物，它们一代又一
代的生命在星际间洄游，以
黑洞为质量加速场，用时间
膨胀效应甩开天敌。德里
克·昆什肯说，“硬科幻”作品

中的描述依赖于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比如走
向太空是人类的梦想，当前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带
来了可能性，未来或许还会孕育出新物种，甚至出现
新人种。

“正如古希腊‘特修斯之船’悖论所言，如果特修
斯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
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刘慈
欣表示，人类的基因改造最终也会面临同样困惑，很
难找到明确界限，究竟什么时候不再是原来的人，而
成为新的人，甚至成为新的物种。

在刘慈欣看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环
境、政治、经济环境，未来人类要真正适应太空生活，
仅仅是基因改造还不够，可能还要把血肉之躯与机
器相结合进行改造。但随着人类自身也被技术改造
的时候，价值观、道德体系、世界观也必然会随着环
境发生变化，而科幻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能
够提前从思想上适应这种技术带来的变化，或者至
少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刘慈欣说，现在很多人的世界观还停留在古代
科学时代，停留在牛顿时代，真正能用量子力学的时
代，甚至更先进的科学理论来看待世界的人还很
少。对于科幻小说创作者来说，科学技术和基础理
论的不断进步，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素材。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潜伏》《借
枪》……这一系列电视剧背后都有一
个名字：姜伟。他导演的新作《猎场》
日前在湖南卫视首播。姜伟说，该剧
不仅是一部揭秘猎头工作的行业剧，
更关注个人成长以及精神家园的重建
和健康人格的确立。

姜伟日前在京介绍，《猎场》被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2015年度优秀
电视剧剧本予以扶持，以都市社会为
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郑秋冬职场颠沛、
商海沉浮、十年蝶变，成为专业猎头的
成长故事，由胡歌、陈龙、孙红雷、张嘉
译、祖峰等主演。

“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已经不
再是现代人生的根本诠释，精神家园

的重建和健康人格的确立，才是这个
时代的形象代言。”姜伟说，“郑秋冬这
个人物，《猎场》这部戏，集中奏响的就
是这个主音。”

姜伟说，该剧还原了猎头职业生
态，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励志故事，
其中，烧脑的“挖人大战”和心理战术
的商务交锋，更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
与多面性；郑秋冬（胡歌饰）分别与带
领他进入猎头行业的导师刘量体（孙
红雷饰）、和真正意义上猎取的第一个
高端人才曲闽京（张嘉译饰）的交手，
也是剧中一大看点。

剧中，胡歌一改往日“逍遥哥
哥”和“宗主”的洒脱形象，变身职
场“菜鸟”，经历人生低谷，但经过
不懈努力，最终成为猎场精英、职场
大腕。

“郑秋冬有过错误的选择和做法，
也因此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他代表了
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年轻人。”胡歌
说，郑秋冬从跌倒到站起来过程比较
长，也更为复杂，因为命运对他的打
击。“相较于其他自带光环、轻易就能
满血复活的角色，我更享受和郑秋冬
一起‘被虐’的过程。”

惊艳生命的小诗
●逸名

微电影如何书写大文章？
●新华社记者 许万虎 唐颢宸

《潜伏》导演新作关注精神家园重建
胡歌《猎场》演绎复杂人性

●白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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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
宣传部获悉，距今有1000余年历史的
藏地经典东仓《大藏经》，近期已陆续
转移、陈列于当地政府修建的东仓大
藏经博物馆内，得到全面妥善保护。

“东仓”是藏族四大古老姓氏“塞、
木、东、冬”中“东”演变而来的姓氏，有
专家认为其家族先祖为藏族英雄格萨
尔王手下30员大将之一的东·白日尼
玛江才。千百年来，经东仓家族族人
世代抄写、守护，《大藏经》卷一直流传
至今。

东仓家族族人、东仓大藏经博物
馆负责人代桑介绍，东仓《大藏经》昔
日保存于东仓家族的民居中，玉树地
震后，国家全力抢救相关文物并修建
东仓大藏经珍藏馆，将经卷临时安置
保存。近期，近700套经卷被陆续转
移至东仓大藏经博物馆，得到全面妥
善保护。

代桑告诉记者，东仓大藏经博物

馆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分上
下两层，免费向社会开放。目前，该
馆已展出500余套经卷，其余经卷因
年代久远已褪色、破损，现正进行人
工修复。

近日，记者来到东仓大藏经博物
馆，看到一套套经卷整齐摆放在与墙
壁齐高的陈列架上。走进细看，每套
经卷都配有精美雕花的紫檀老木夹
板，夹板内存放着近400张经文，多以
金粉为颜料书写。每张经文两侧还有
珊瑚、绿松石等天然颜料绘制而成的
佛像，造型、形态各异，无一重复。

“除具有极高的观赏、收藏价值
外，《大藏经》还是学者了解藏区历史
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代桑说，东仓
《大藏经》不仅记载着甘珠尔、丹珠尔
等藏传佛教经典教义，还囊括了医
学、语言学、建筑学、天文学等几乎所
有藏族传统学科的内容，堪称藏地

“百科全书”。
代桑说，未来博物馆将同相关学

者和科研人员合作，为东仓《大藏经》
制作目录，并将剩余经卷进行整理归
类，尽快补充其中缺失部分，进一步加
快人工修复进程。

藏地“百科全书”
东仓《大藏经》得到妥善保护

●新华社记者 王宏伟 李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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