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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影评人当坚守影评的客观性和艺术
性，在呵护产业与客观评论之间找到平衡，发挥电
影批评引领观众审美的功能

近年来，影评类自媒体越来越多，打破以学院
派评论、媒体影评等为主的评论格局。很多传统
媒体、研究机构、专业杂志也纷纷成立自己的公众
号，并努力将适合在新媒体发表的传统影评改造
为自媒体影评，以期获得更多受众。

自媒体影评以大众为目标群体，文风鲜明独特。
快速、通俗是自媒体影评的特点，也是他们的最大优
势。快是生命线，对于热映热播影视剧，评论唯有及
时跟进，才可能最大程度得以传播。尤其是影片刚上
映的一两天，其评论对观众的观影选择产生较大影
响，可以说自媒体影评已经深深介入电影产业。

客观、专业的影评是引领电影市场走向健康和
成熟的重要推手。近几年来通过自媒体影评的口碑
引导获得票房逆袭的艺术片越来越多，如2017年

《二十二》上映过程中多篇10万+阅读量的影评传
播，为高票房立下汗马功劳。而近期的《无双》《找到
你》《流浪地球》等影片，也通过口碑传播有力扭转排
片劣势，实现票房逆袭。显然，这对于当下影视回归

“内容为本”是个强劲有力的引导和促进，自媒体影
评对于服务观众、提振电影市场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快速、通俗也是双刃剑。自媒体影评对写作
“时间”的挤压也容易造成以碎片化感受代替整体
性把握，对眼球效应和高流量的追求，使得一些文
章流于情绪化和不理性。一些自媒体影评成为影
片营销广告投放平台，对于那些以观影指南形式
或者以影评面目出现的营销软文，一般观众很难
区分。这给观众了解影片信息带来干扰，也扰乱
电影市场正常竞争。

这一现实境况，不但考验影评人的职业道德，也让影评写作的伦理困
境放大，尤其是影评已经深度影响电影票房的情况下，影评人如何坚守自
己的职业道德，如何在呵护产业与客观评论之间找到平衡，坚守影评的客
观性和艺术性，发挥电影评论引领观众审美的功能，这些都遇到很大挑
战。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探索对营销软文和影评加以
区分的机制和方法；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专业机构或大众媒体“进场”，
以适合新媒体传播的形式发表高品质内容，维护影评公信力，使影评能保
持平衡的发展态势，助力电影市场健康发展。

弩是装有托柄和释放装置的弓，
而弩的关键集中体现于弩机。弩与弓
的主要区别在于，弩依靠弩机实现张
弦和发射过程的分离，做到储能和延
时发射。弩的发明地在中国及周边的
东亚地区。青铜弩机的发明地在中
国，发明年代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公元
5世纪后半叶）。弩和弩机的发明与改
进，对古代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
为“中国之利器”。

青铜弩机是一种非常精巧、坚实的
机械装置，由牙（包括望山，瞄准器）、悬
刀（扳机）、郭（机匣）、钩心（或称牛，中
间杠杆）和枢轴（或称键，销轴）等铜质
部件构成的联动机构。郭将整个弩机
固定于弩臂（木质托柄）后端的空槽内，
再与弩臂上的矢道（长条形浅槽）、弓弦
及连接件组成了一把能施放箭矢的
弩。使用时，弩弓呈水平状态，弩手需
依次完成张弦装箭、储蓄弹性势能、瞄

准和发射等动作。当手拉弓弦至触碰
到望山，牙即上升，钩心的下尖头卡入
悬刀的凹槽之中，弩机便处于闭锁状
态。发射时，扳动悬刀，使之与钩心脱
离，牙失去支承后在弓弦的拉力下旋至
退入臂槽的位置，弓弦回弹并释放出强
大的弹性势能，箭矢随即射出。只要轻
叩扳机，弩机便能即刻发射。

经汉代的改进后，青铜弩机达到
比较成熟的阶段：一、普遍加装铜郭，
显著提高了铜弩机部件和木弩臂的受

力性能；二、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射
击表尺”——在望山的后侧立面上加
上刻度，使得弩具备“三点一线”的瞄
准功能；三、丰富了弩机的类型，特别
是可借助臂力之外的动力，如脚踏、绞
车等方式张弦，制作大型的劲弩。弩
与弓、抛射砲各具优点，成为在战场上
并用的冷兵器射击武器。弩机大约11
至12世纪传到西欧，影响也很大，衍
生出其他类型的弩机。

青铜弩机和劲弩的发明实际上得

益于中国古代先进的冷兵器技术与制
造技术，特别是在金属、非金属材料方
面的高超工艺、大规模生产和综合利
用。随着火药与火器技术的变革，弩
作为武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取
代。如今，体育运动是历史悠久的弩
和弩射技术得以延续的主要形式。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赏析]
这首诗作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

（1192）秋天，当时陆游已经68岁了，
罢职后居住在山阴三山别业。诗人虽
已无职无权，却始终心系收复故土，念
念不忘，不知为此有多少个夜晚不能
成寐，不仅“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甚至告诉儿子“王师北定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其拳拳爱
国之心可见一斑。

又是一个秋夜，天未晓，诗人已早
早起床，出篱门，感到一阵凉风，苏轼
云“人生几度秋凉”，又一个秋天来到，
想到自己壮志未酬，故土收复无望，诗
人不禁悲从中来，遂写成这组诗。此
为其二。

诗歌前两句写一河一岳，即黄河
与泰山。这是最能代表中原大好河
山的两个景物，可惜已经沦陷于金人

之手60多年了。诗人身在南方，自
然望不见这河与岳，但诗人仿佛有千
里眼，能穿越空间阻隔，看到那横亘
中原的黄河——水长三万里，浩浩荡
荡，东流入海，也能看到那巍峨高耸的
泰山——山高五千仞，上摩青天。诗
歌劈空而入，写得极有气势。壮丽的
山河，引发诗人无尽的遐想，表现出
诗人对故土的热爱。

诗歌后两句更为奇特。本来是诗
人怀念故土，心系遗民，渴望收复，他却
不从自己的角度说，而是悬想那沦陷
于金人统治下的百姓，写他们的心声：
在金人的压迫下，遗民已经流尽了最
后一滴泪水；但一年又一年南望王师
收复故土，换来的只是一年又一年的
失望。这里极言遗民的苦痛与渴盼，
实际写的是诗人自己的失望与愤懑。

诗人以想象营造的这种恢弘壮阔
的时空，在古诗中是少见的。一河加
一岳，长度和高度构成广阔空间；一年
又一年，日与月堆成无尽时间。空间
与时间仿佛都充盈着遗民的悲愁与苦
痛，深深感染着读者。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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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宋]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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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唐鲜琳 叶志聪/图文

成语故事

运 筹 帷 幄

Ｂ 白城记忆

洮南府时期的历任知府
●宋德辉

青 铜 弩 机
●孙烈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三 ——

中国古代的廉政诗以拒礼明志者
居多，抒发了一种崇廉尚洁的志向，而
将贪官污吏的丑陋作为纳入笔下，甚
至予以怒声斥责的诗，相较而言，并不
算多。笔者闲暇读诗时，偶然发现两
首并不算是名篇的廉政诗，其背后的
故事令人为之震动。

《题灯》是宋人陈烈写的一首讽刺
诗：“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
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
知？惟恨笙歌无妙曲。”

这首诗直指福州太守刘瑾，他刚
一上任，就准备在元宵佳节大摆花灯，
元宵赏灯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刘瑾
的做法却实在是让老百姓高兴不起
来。刘瑾下令福州城中每户居民，无
论贫穷富贵，一律悬挂花灯十盏。可
当年福州刚遭遇水灾，普通百姓家几

近饥荒，哪里有费用购买花灯呢？百
姓苦不堪言，恨意沸腾。陈烈决定为
民请命，他制作了盏大灯，遂题此诗挂
在鼓楼。

在诗中，陈烈用了两个明显的对
比，对于富人而言，一盏灯也不过像家
中的一粒粟米罢了，可是对于穷人而
言，即便父子抱头痛哭也拿不出来。
风流倜傥的太守啊，不识人间疾苦的
太守啊，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好的曲
子供你良夜享乐而担忧怨愤呢？据

说，刘瑾闻讯后，也心生悔意，登门向
陈烈谢过，并取消了摆花灯的政令。

如果《题灯》的故事还算有一个圆
满结局的话，唐人杜荀鹤的《再经胡城
县》读起来就让人驰魂夺魄了：“去岁曾
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
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这是一首七
言绝句，篇幅小到只有二十八字，包含
的故事却有很大跨度。去年杜荀鹤路
过胡城县，看到的是“县民无口不冤声”
的可怜景象，可是当地官员又做了什么

呢？杜荀鹤并未点明，这留给读者驰骋
想象的空间。诗的后两句终于将笔墨
落到了县宰身上，今年“再经”时，没有
料到的是，县宰居然得到了赏赐，你看
县宰官服上的红色蔽膝是多么鲜亮耀
眼啊。那县宰为什么得到赏赐呢？是
为县民伸冤了吗？不，他官服上的红
色，就是县民的血染就的啊。这一句控
诉可谓振聋发聩，将县宰的朱绂和县民
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
事物出人意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
的对照，使人触目惊心。

以上两首斥贪诗，就像锋利的刀
刃，直接切开了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
让后来的读者既对黎民百姓充满同
情，又对贪官的憎恨平添了几分，然而
只有同情或憎恨的情绪是不够的，它
启发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据200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洮南市志》记
载：从1904年设立洮南府，第一任知府于同年12月上
任，到1911年12月，清朝皇帝退位8年间，先后有6人
任洮南知府，其6任知府在洮南府任期的经历，也正是
今天我们了解清朝末期白城一带发展变化的一个途
径。根据《洮南市志》记载，6位知府如下：

第一任知府，田芗谷，1904年12月至1906年5
月，任期一年零五个月。到任后，租房办公，正式挂
牌设立知府衙门。1905年春，经批准，动用白银
7000两，在今洮南市看守所东院建知府衙门一座，
于当年秋季正式迁入办公。

同年春，在今天洮南市兴隆街69号建天恩地局
（即蒙荒行局办公室），并由光绪皇帝亲赐匾额，负责
掌管放荒及征收地租等。

同年春，修筑洮南城四周城壕，城壕采用壕内墙
的方式修筑，即外面挖壕取土，内侧以土筑墙，夯实。
城墙东西宽3133.33米，南北长3183.33米，每面城墙
建两座城门。其中南城为由城墙城楼组成，城墙3米
以上有两层门楼。其他门为平顶门洞式建筑。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5月），田芗谷
卸职。

第二任知府，孙葆瑨，1906年5月至1910年6
月，任期为四年一个月。任期内孙葆瑨继续完善城
内排水设施，修城街道，挖街道两侧排水沟，用以泄
水。同年在城内设商界公议会所，创立洮南府官立
两等学校。

同年，奉天省前中路七营巡防队，在张作霖的率
领下，由辽源（今郑家屯）来洮南剿匪，暂在洮南府扎
营，这是洮南设驻防军之始。

光绪三十三年，孙葆瑨编撰《洮南府乡土志》，八
月初（9月8日），成书（手抄本），全书6000余字，成
为了解当时洮南府历史状况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由于当年河水泛滥成灾，洮南知府委任王兆凤
暂时为河工总董，率领民众修筑河堤。工程由前任
知府田芗谷捐助白银百两，商户捐银655两，粮户出
工修筑，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开工，七
月（8月）竣工。河堤工程西自洮蛟两河合流之后瓦
盆窑起，东至哈森查干与安广县（今大安一部分）分
界处，全长26.5公里。堤高1.33米，底宽2.67米，顶
宽1米。这是今天白城境内最早的防洪大堤。

同年，又在瓦房设镇，时该镇有居民二三十户。
同时，在城内设邮政局，成立洮南府农会。

这一年洮南府总户数为 2885 户，总人口为
16912人。府属面积为5100平方公里。这一组数
据，主要是1909年洮南府自辖区内的人口、户数及
面积，比今天洮南市面积略小一些。

清光绪三十四（1908年）洮南府先后设立了东三
省官银号洮南分号（三等）。同年11月，在今兴隆北
街，又创设了洮南府电报局。这也是今天白城境内
最早的金融机构和电信机构。

清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3月），东三省总督
徐世昌等奏请增设洮昌北路分巡兵备道。三月十六
日（5月5日）准旨，辖昌图、洮南两府，驻辽源州（今
郑家屯）。道，是省的直属机构，道的长官称道员，俗
称道台。道一般辖有若干府、县，道员管辖行政区的
政务，兵备等。从1909年3月起，洮南直接隶属于洮
昌北路分巡兵备道官辖。道员为正四品，多加兵备
街，以节制境内都司以下武官。三月（4月），建洮南
府监狱，同年12月完工使用。是年，在洮南设立了
劝学所，成立了蒙汉同文初等学堂，当年有蒙古族学
生22名到学堂学习。这也是清末建在白城最早的
监狱和蒙汉同语学校。

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知府孙葆瑨调离。
第三任知府，张凤台，1910年6月至1911年3

月，任期9个月。任期内张凤台知府在城内建砖瓦结
构戏楼一座，面积80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600人。
这是白城地区历史上最早的文化设施。

同年，奉天前中路七营巡防队统领张作霖率全
营由辽源州（今郑家屯）移驻洮南府。

宣统三年一月（1911年2月），在城内建立东西
两个基督教会。3月28日，洮南府署调查选民，“议
参两会”议长、议员，议长为左寿椿。

同年4月知府张凤台调离。
第四任知府，孙自榕，1911年4月至11月，任期

7个月。任期内，从七八两月境内连降大雨，洮儿河
儿涨3.3米以上，沿岸村屯多被淹没，淹耕地30508
公顷，受灾人口7.8万余人，房屋倒塌411间。

同月，洮南府设官立师范学堂，招收学生 30
名。11月，知府孙自榕离职。

第五任知府，欧阳朝华，1911年11月至1912年
9月，任期10个月。欧阳朝华任知府期间是洮南府
境内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年冬，巡防队统领张
作霖奉调回省城，后路巡防队营长石得山来洮南府
接防。

同年洮南城西建小型马蹄窑手工作坊一个，年
产青砖10万块。

同年，在府城内建官立女子小学堂一所，开始招
收女孩子上学。这也是白城境内历史上第一所女子
小学。

1912年6月，洮南教育会成立，公举王斡甲为
会长。

这一年，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经过多年与俄国
间谍及外蒙古分裂势力的勾结，终于暴露出分裂祖
国图谋，7月，知府欧阳朝华将乌泰图谋“独立”和举
兵叛乱的事态向省署报告，并派出两名官员对乌泰
进行“和平解说”，希望其停止分裂叛国行动。

8月17日，乌泰向洮南知府和开通、靖安县发出
最后《移知》，通告府县官员和汉民农商各界，立即出
城，否则发兵驱逐。

8月20日，乌泰连续向蒙民发布《札饬》《晓谕》
《通饬》等文告，作为其“独立”之纲领。同时在葛根
庙宣布“独立”，“归降蒙古国（外蒙）”宣称“由俄国供
给武器弹药，兹宣布独立与中国永绝”。同日，乌泰
派人烧毁了洮南至镇东全部电话线杆，两名巡线工
遇害。

8月22日，乌泰叛军逼近洮南府。
同时，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奉命率部平

息乌泰事件。经过30余次大小战斗，乌泰的主要据
点瓦房镇、葛根庙、王爷庙先后被攻克。9月12日，
乌泰败逃索伦山。10月，俄国派军队把乌泰一行从
索伦山接到海拉尔，并拿出3万卢布给乌泰，表示慰
问和援助。11月初，乌泰一行在俄国军队护卫下，乘
西伯利亚火车赴库伦，就任“大蒙古国刑部副大臣”。

这次平息乌泰叛乱，从1912年8月22日开始到
9月30日，乌泰败逃索伦山，经过30多次大小战斗，
乌泰、拉什敏珠尔（科右后旗扎萨克镇国公）的“独
立”宣告彻底失败。参加独立者死伤757人，被俘者
释放920人，缴获各种枪支237杆。东北三省各部镇
剿官兵死伤74人,无辜群众死伤2556人，毁坏房屋
2000多间。被焚抢商号损失白银1.37万两，银洋
6.66万元。镇剿战区内的农牧业生产和各族人民群
众生活遭到惨重的破坏。

同年9月，欧阳朝华卸任。
第六任知府，史纪常，1912年9月至1913年1

月，任期4个月。上任后，为加强城防，先在府署城墙
四周各修炮台一座，后又在城墙每面各修炮台3座。
随即又在洮昌道尹马龙潭及旅长王玉山的赞助下，
按原格局重建被乌泰叛乱焚毁一空的瓦房镇。

1913年 1月8日，撤销洮南府建制，改为洮南
县，知府史纪常改任洮南县知事。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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