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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谁又不曾在生活的漩涡中打转？

《只此青绿》：至简 至美 至深
◆ 韩 晶

电影《只此青绿》，以故宫博物院

文物修复师、即“展卷人”的视角，“目

睹”18岁少年画师希孟及其背后无数

匠人共同创作传世之作——《千里江

山图》的美学历程。

故事，完全基于展卷人的主观想

象，好似一场“白日梦”。但想象之力，

同样可以成就好故事。

《只此青绿》，是至简的。

没有对白、仅凭肢体呈现的故事，

必然至简，因为肢体语言无法传达过

于繁复的信息。但至简，可不简单，同

样彰显了时间、空间、心理、物理多维

叠加的复杂性。

绢丝上的千里江山，是空间的。

作画过程中对篆刻、织造、笔墨、矿物

颜料制作等中国非遗技艺的传承，是

时间的。笔触里寄托着织绢人、制墨

人、制笔人、磨石人“此生只在方寸间，

但随画笔行天下”的期许，是情绪的，

心理的。

无论是“青溪白石映蒹葭”的水边

的织绢人，还是踏遍崇山觅良石的磨

石人；无论是洞中“轻胶十万杵”的制

墨人，还是茅屋内“秋毫虽细握非轻”

的制笔人；希孟轻轻下笔，却力透纸

背，因为匠人把最好的东西给予他，才

成就了旷世之作。

“听雨”，展现了希孟在雨中的美

妙舞姿，更折射出中国水墨画中“水”

的哲学意蕴。遇水之前，墨、青绿矿石

粉是无机的，遇水之后，灵魂被唤醒，

在运笔中，在绢丝上，与水发生奇妙的

反应，才生出万千姿态，有了“万壑松

烟”的气魄。

《只此青绿》，是至美的。

美学上的完整度、考究度，令人击

节赞叹。比如，还原宋代“三白妆”的

织绢人，化着“珍珠妆”的翰林院女官；

比如，身穿宋代崇尚的袖与裙叠搭呈

山峦层叠之势的青绿；再如，鬓角簪鲜

花的翰林院先生和少年画师们……

至美，却不为美夸张，而是有着

深厚的历史考究。男子簪花，在宋代

盛极一时，蔚然成风。《水浒传》“路见

不平一声吼”的梁山好汉中，“短命二

郎”阮小五也“鬓边插朵石榴花”，浪

子燕青更是“鬓畔常簪四季花”。沈

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记载，

每逢国庆或重大节日，都城中会举行

簪花游行盛典，从皇帝到文武百官，

均头上簪花，可谓“锦绣乾坤，花花

世界”。

《只此青绿》，是至深的。作为中国

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百年

来仅被展出过四次。典藏于故宫博物

院，集北宋以来青绿山水之大成。

片中，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

被第四次展出。观展的人群中，展卷

人望见了希孟，依旧是18岁的模样。

这一眼，相隔了千年。

影片以细腻唯美的笔触，描绘了

“宋代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

宋人称“四雅”为生活四艺，即通过嗅

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将日常生活提

升至艺术境界。

悠长的叹息，一次次溶解在时光

里，也溶解在《只此青绿》的光影里。

当然，至简的《只此青绿》不会说这么

多，那不过是观者内心的微澜久久不

绝。但这，不正是一部好的电影才会

产生的“涟漪效应”吗？

“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郑执在19000字的短篇小说《仙症》的结尾处

写道。

这句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被原样呈现在改编影

片《刺猬》中。103分钟的时长被丰满的剧本填充

得当，两位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得以拉伸展开，二

人间的温暖互动为原著增色，影片斩获第26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金爵奖实至名归。

影片沿用了原著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两个

曾被生活卡住的人：“我”从小口吃，初三复读两

年，这让父亲觉得非常丢脸，因沉默寡言被母亲带

去医院看心理科……大姑父王战团因行事不按常

理出牌被认为有精神病，一度被妻子喂安眠药终

日在家昏睡，后为给即将成家的儿子腾地，自己选

择去精神病院住。两颗相似的灵魂彼此理解，互

帮互助，他们一直坚信，对方是正常的。

尽管一路坎坷，结局却很温暖：“我”考上了大

学，有了工作和未婚妻；王战团逃离了精神病院。

影片改写了王战团的结局，书中的他死在精神病

院。艺术留白的改编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

间。

在展现这一结局时，导演顾长卫的镜头语言

发人深思：王战团把自己从全家福合影中抠了出

来，看着小小的相片头像在洗手池里随着水流的

漩涡打转，直至不见。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畅

游大海，现在竟用这种方式实现了。观影许久后，

这一镜头依然在脑海里盘桓，让我感触有二：一是

他把自己从全家福里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再

需要扮演父亲、丈夫，甚至不用再做女婿、大姑父，

他就是他，王战团；二是谁又不曾在生活的漩涡中

打转？对普罗大众而言，年轻人的漩涡是升学和

就业；中年人的漩涡是职场和育儿；老年人的漩涡

是孤独和健康。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漩涡是

什么，自我很小，家族很大，命运无常。

把个体命运置于家族叙事在小说里常见，影

片饱满的情感铺陈化平常为神奇。两位主线人

物对彼此的支持就如树干，副线人物的支撑枝

繁叶茂，主副线交织相得益彰，构成稳定的树形

结构。“我”的母亲无论“我”成绩多糟糕，始终挡

着丈夫的苛责护佑，“我”的父亲一直对“我”打

骂，在“我”考上大学后却偷偷往行李箱里塞

钱。他们是典型的传统父母，不懂如何爱孩子

却深深地爱着。王战团的妻子对他一直不离不

弃，母亲劝她离婚她不听，宁愿喂他吃安眠药也

不愿送他去精神病院，这种妻子对丈夫的爱亦

传统而深沉。

原来到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爱。“我”哪里不好

了，不过是年少时口吃、学习不好，这样就丢脸了

吗？长大后口吃能好，大学也能考上，工作和媳妇

都能找到。王战团哪里有病，不过是个怀有梦想，

到了中年依然想象力和诗意过剩，看透人世，能被

《海底两万里》深深打动的正常人。正是被爱着也

爱着这个世界啊，两个被卡住的人才能走出生活

的漩涡，奔赴梦想的彼岸。

一直没想到，崖丽娟

会是一个诗人。我认识

崖丽娟时间很长，已经三

十年了。但我无论如何

有想象力，也无法想象三

十年间，一个学历史专业

出身、曾在大学执教中国

现代史和思想政治课的

小崖在新时代的历史瞬

间，华丽转身成为“诗人

崖丽娟”。

崖丽娟一旦转身，诗

情的能量喷薄而出，以不

可想象的速率，在短短几

年中连续推出《未竟之

旅》《无尽之河》《会思考

的鱼》和《有后缀的时间》

四本诗集。与此同时，她

写诗歌评论，做诗人访

谈，和当代中国最前沿的

近四十位诗人敞开心灵

对话……这是一次中国

诗歌的田野调查。小崖

漫步在诗的原野，满眼是

诗歌语词摇曳的绿色庄

稼、五颜六色的鲜花，她

尽情呼吸着弥漫在田野

上空的清新与芬芳，以自

己的目光视角带领我们

进入当代诗歌众声喧哗

的现场。

崖丽娟诗歌有强大

的悟性穿透力。《有后缀

的时间》在字里行间有许

多对于时间的诗性的体

认：在“海面轻轻划过一

双鞋/时间踏过了海浪/暮色托举起，

温柔的面颊”中（见《落日前净手》）时

间有了美丽动人的画面感；“沙漏是

时间的利刃还是奴仆/一刻不歇把时

间垂直切割/悬崖般，坠落”（见《沙

漏》）……把时间转换为“渐失颜色”的

胭脂，“断了齿”的木梳，完全是属于女

性诗人独有的敏锐的奇特联想。悟

性使她善于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捕捉

到极具流动感的诗意，在平静中倾听

到内心的波澜起伏、惊涛骇浪。

诗，是人类所有文字中最有自己

的灵性、气息，最飘忽灵动却最能拨

动心灵琴弦的一种文体。诗歌是一

口井，井里盛着灵魂，井有多深，灵魂

的回声就有多么悠远，灵魂有多丰

富，回声的色彩就有多

斑斓。小崖在诗的井

里，投放了她灵魂的真

挚真实。那些空灵飘

忽的感觉、意绪、意念，

由于心灵尖刺的插入，

像鹅掌揪的叶片，飘出

一缕清新。她的诗经

常有一种非常博大壮

观的气象，如《打开一

条河》：“打开一条河，

鱼儿呼吸流畅/吐出一

圈圈气泡/它不满足于

随波逐流/试着寻找河

中养料/试着用七秒记

忆/凿穿夹江两岸的层

峦叠嶂……”此诗以河

中鱼的主体视角，打开

大河的空间，一步一

景，变化多端，生发对

于生命、空间、景观，最

后卒章显志，气势磅礴

地展示了一股强大的

精神力量。诗集中，她写爱情的那些

诗篇是我迄今读到的最感人的颂

歌。她的爱情诗让我联想起白银时

代俄罗斯女诗人刻骨铭心的欢愉交

织着泪痕的咏叹。我特别赞叹《礼敬

诗神》（组诗），单调、枯燥的创作过程

经过她反复、不断妙笔生花的渲染，

道尽了以文字为业的写作人秘不为

人知的心理场景，最后竟超现实主义

地化为“从身体里穿行而过”的一列

地铁。

古人云，诗无达诂。诗是语词垒

起来的空间，但却不是用日常规范语

言可以对译的。请读者用自己的眼

和心去阅读、感受、体验《有后缀的时

间》吧！

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海评弹团《璀璨芳华》专

场演出近日如约而至。

琵琶三弦叮咚，吴侬软语轻柔。被誉为“江

南的声音”的评弹艺术，一直以来是沪上百姓首

选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午后相约书场，听一回

书，饮一盏茶，相会三五知己，是许多老听客几十

年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而《璀璨芳华》的专场

演出，也正是以这种亲切、温暖的方式与老听客、

新观众见面的。

整台演出由上海评弹团演员周慧主持，一口

纯正的苏州方言瞬间拉近了观众与台上的距

离。通过周慧的讲述，评弹艺术细微之处的魅

力、老艺术家台前幕后的趣事娓娓道来，时不时

令台下观众忍俊不禁。

专场曲目和演员选择看似平平无奇，细品却

知经过悉心编排。松紧得宜，雅俗共赏。不久前

在天蟾逸夫舞台首演的《千里江山图》，以及丽调

名篇《饮马乌江河》《六十年代第一春》慷慨激昂，

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上海评弹团不同时

期的经典、新创作品体现了评弹与时俱进、突破

自我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激情。充满正能量的内

容也是不久前刚过去的国庆节“点题”之作。蒋

调开篇《莺莺操琴》《宝玉夜探》凸显流派特色和

辞雅曲美的意蕴。微阖双目，听耳畔琵琶三两

声，一句“香莲碧水动风凉”，仿佛瞬间穿越时空，

远离都市喧嚣，置身亭台水榭，斗拱飞檐的中式

美学之中。凉风拂动荷香，莺莺小姐袅袅走来。

现实生活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随风而散，焦

躁的心情仿佛做了一次“SPA”。而《钱秀才 · 颜

大照镜》《珍珠塔 · 婆媳相会》则嬉笑怒骂皆成文

章，演尽世间百态，将评弹“噱”的特色发挥到了

极致。根据《水浒传》中的故事改编的评话选段

《坐楼杀惜》中，吴新伯、陶莺芸首次搭档，在评话

一书中融入了京剧麒派的表演特色，其角色惟妙

惟肖，故事跌宕起伏，令听者大呼过瘾。

短短两个半小时的专场演出中，上海评弹团

亮出了最强阵容——一级演员高博文、吴新伯、黄

海华、陆锦花、周慧、陆嘉玮、王承、陶莺芸全员出

动；蒋调、张调、丽调、薛调轮番登场……在剧目选

择上，更是精心设计了好几个“第一”和“难得”：吴

新伯与陶莺芸首度合演《坐楼杀惜》外，还有蒋调

与张调携手同唱《千里江山图· 洒尽热血心也甘》，

也是舞台上难得一见的组合，蒋调弟子俞圣琦唱

张调，让人耳目一新；王承与陆嘉玮同说《颜大照

镜》，更属两位同团“好兄弟”的首度同台携手。

虽然演出地点从南京西路上的传统书场“乡

音书苑”换到了以演出小剧场剧目闻名的长江剧

场。但“璀璨芳华”依旧保留了浓浓的“乡音味

道”，主打一个松弛感。曲艺宜古宜今，“跳进跳出”

的特色在演出过程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除节目

单上的曲目演出外，演员兴之所至，与听客聊聊国

庆出游的种种趣事窘事，说说老艺术家们鲜为人知

的秘辛癖好，或者拿身边的搭档“扦讲”（打趣）、与

台下的朋友开开善意的玩笑。在听客的掌声中，暖

场、返场曲目《莺莺操琴》《六十年代第一春》《战长

沙》《诉恩人》等同样精彩，信手拈来，诚意满满。

而离开书坛多年，旅居海外，此次国庆回国

的王建新，也作为神秘嘉宾被请上了舞台，成为

节目单上未曾出现的“彩蛋”。一声蒋调韵味十

足的“隆冬——”软糯醉人，引得台下掌声雷动，

叫好声一片。剧场，此刻更像是一场知音重逢、

亲密无间的“老友会”。

近年来，上海评弹始终在守正创新的路上不

断探索。“评弹剧”“沉浸式演出”“评弹文艺党课”

等形式全面开花，让“江南的声音”充满青春活力

与时尚魅力。更为难得的是，在创新的同时，上

海评弹团始终不曾忽视“梦开始的地方”——传

统书场，并将其视作评弹艺术最肥沃的土壤及发

展根基所在。

一杯清茶，几声吴侬，以一种最质朴、最简约

的方式，欣赏评弹艺术纯粹之美，感受江南文化

轻柔之魅。

“戏韵流芳薪火燃”2024年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国庆演出季日前启幕，上海沪剧院于宛平

剧院再度上演了被誉为“全景式、史诗性”原创

大型沪剧《陈毅在上海》。

沪剧《陈毅在上海》最早演出时间是在3年

前的2021年8月，当时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以及纪念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

而推出的。上海大剧院、宛平剧院和东方艺术中

心等，以及浙江、江苏和湖北等地，先后留下了该

剧首演或巡演的足迹，今年8月21日又首登国家

大剧院。

这部戏的场面，自是十分宏大、精彩纷呈，尤

其是老中青六代演员悉数上场，沪剧名家孙徐春

领衔主演。全剧充满了上海的地域元素，主要人

物的形象被刻画得鲜活生动而又感人至深。一

帧帧年代久远的画面，勾勒出陈毅市长对上海市

民始终充满深情的丰满形象；一段段既在意料之

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悄然定格，更是凸显了“人民

城市人民建”的丰富内涵。

担任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市长对陈毅来说，面

临着空前的挑战和身份转换。解放上海，解放军

进城睡马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十分难能可贵。建设上海，百废待兴，困难

重重，任重道远。陈毅市长每天繁忙的工作，从

打来的一个个急切求助电话中即可看出端倪。

他秉持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对各种困难从来不

会说“不”。其与上海同患难、共命运的为民大情

怀，赢得了广大的民心。

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上海交汇、碰撞和演

绎。要建设管理好这座大城市，谈何容易。何

况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潜伏特务的暗杀行

动、敌机对电厂的轰炸等，此起彼伏。又有人

戴着有色眼镜提出疑虑：“共产党打仗厉害，搞

经济行吗？”脱下军装，在上海担任市长，完全

不同于国内其他地方，无疑需要有更智慧的执

政手段，需要有更高效的城市规划。所有这一

切，在陈毅市长手中，已经给了历史一个很好

的答案。

大浪淘沙，时势造英雄。陈毅市长为上海的

城市建设呕心沥血，精心布局，蕴藏了无数可歌

可泣的动人故事。从此，上海这座大城市摆脱了

各种羁绊，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并恢复了活力。

陈毅市长在上海市民中的形象是那么伟岸高大，

说明了共产党也能管理建设好这座大城市，也能

全面搞好经济，受到上海市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自在情理之中。

以原创大型沪剧形式推出的《陈毅在上海》，

有着特别的地域亲切感。它的沪语方言声调，抑

扬顿挫，说唱转换非常自如，镌刻了陈毅市长在

上海市民中的崇高地位和地域性印记，进而为这

部戏额外地加了分，也是这部戏能够再三取得成

功和受到欢迎的因果所在。从实际情况来看，沪

剧表演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了优美柔和的音乐和

曲调上，而且还反映在了独特的板腔体和曲牌体

中。演员们通过表演时的手眼身法步，有效地展

示了沪剧的地域魅力。

《璀璨芳华》：江南声音在纯粹中求变
◆ 杜竹敏

伦敦交响乐团这艘世界古典乐坛

的巨轮日前准时“抵岸”，亮相上海国

际艺术节，在东艺音乐厅携手著名钢

琴家王羽佳连续上演三场曲目不同的

交响音乐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伦敦交响乐团的上海之行是其亚洲

巡演在中国的唯一一站，并且还是安

东尼奥 · 帕帕诺爵士出任乐团首席指

挥后首次带团造访中国。

伦敦交响乐团以其多样性的演奏曲目

和卓越的演奏技巧为特色，被誉为“全

能型”的世界顶尖交响乐团之一。乐

团成立于1904年，是伦敦现存历史最

久远的交响乐团，前身为女王大厅管

弦乐团。乐团除了能够演奏从古典到

现代的各种作品，包括交响乐、歌剧和

电影音乐等，《星球大战》《指环王》系

列的电影配乐亦由乐团录制完成。

距离上一次伦敦交响乐团造访中

国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这五年时间

里乐团完成了首席指挥的交接以及新

老乐手的部分轮替，自有的LSO录音

厂牌完成了又一批优质唱片的推出。

曾有幸现场聆听了本次中国巡演的最

后一场音乐会，首先便是那熟悉的“伦

敦之声”又回来了！本场音乐会的曲

目安排据悉是由帕帕诺爵士亲自选定

的，以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欢快热闹的

《罗马狂欢节》序曲开场，随后由王羽

佳二度呈现她了熟于心的拉赫玛尼诺

夫《升f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最后以

另一位法国作曲家圣-桑的《c小调第

三交响曲“管风琴”》收尾，浪漫、庄重

兼顾，又有炫技亮点，现场观众还能一

睹“乐器之王”的风采。

《罗马狂欢节》序曲的写就颇有戏

剧性，柏辽兹在完成了他的歌剧《本维

努托 · 切里尼》之后，方才想要为该剧

的第二幕加上一个序曲，于1843年在

巴黎完成，1844年2月在巴黎亲自指挥

首演。全曲以一段取自塔兰泰拉的奔

放号声开始。接着，哀伤的英国管奏

出深沉抒情的旋律；随着主要的萨塔

列罗主题的出现，全曲突然变成全乐

队强奏；旋即，舞曲又重新出现，比前

面任何一次都更奔放狂野，不断变换

的节拍和绚丽的乐队色彩交相辉映，

壮丽无比。帕帕诺爵士的指挥风格以

激情、细腻和深邃的情感表达著称，选

择这首序曲开场自然为接下来乐团的

火力全开奠定了前置基础。

全世界的爱乐者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一历史时刻——2023年1月28日，纽

约卡内基音乐厅，费城交响乐团在雅尼

克· 内泽特-塞甘的执棒下，携手钢琴家

王羽佳在一场音乐会中集中演奏了俄

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四

部钢琴协奏曲以及《帕格尼尼主

题狂想曲》，完成了一次惊天动

地的“拉赫玛尼诺夫马拉松”。

本场音乐会中，王羽佳与伦敦交

响乐团共同合作呈现拉赫玛尼

诺夫《升 f小调第一钢琴协奏

曲》。如同王羽佳的每一次现场

演奏一样，她在帕帕诺爵士指挥

的伦敦交响乐团伴奏下，在第一

个音符开始，就已展现出了高超

的技巧和深刻的音乐理解力。当

然，王羽佳的演奏风格早已有着

自己深刻的烙印，她的收放自如

和自信满满，又一次获得了绽放

与彰显。拉赫曾经成就了职业生

涯早期的王羽佳，而如今早已羽翼丰满

的王羽佳又一次成就了拉赫，88个琴

键，黑白琴键的自由跳动，王羽

佳总能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与

令人神往的现场。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在

开业时就配备管风琴的专业

剧场，东艺音乐厅内的管风琴

硕大无朋，具备五层手键盘与

六千余根音管，高度足有七层

楼之高。这些音管最粗的直

径与普通水管相近，最细的则

仅如铅笔的粗细，它们保证了

从轰鸣低音到尖锐高音的音

区跨度，远看声势浩大。同时，管风琴

音色的部分则由种类繁多的音栓负

责，其中，“笛管”“簧管”与“弦管”三类

音栓分别接近于木管、铜管与弦乐器

的音色，足以展现出其“乐器之王”的

至尊本色。法国作曲家圣-桑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广泛涉

及各种音乐形式，包括交响乐、协奏曲

等。圣-桑的代表作品包括《动物狂欢

节》《骷髅之舞》和《参孙与大利拉》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丰

富想象力和深刻洞察力。圣-桑的《第

三交响曲“管风琴”》是一部具有独特

结构和风格的浪漫主义作品，且是古

典爱乐者“应听必听”之作，具有重要

地位却又极为特别——这部交响曲并

不像传统的交响曲拥有三至四个乐

章，而仅仅只有两个乐章，但每个乐章

内部又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奏鸣

曲乐章和柔板乐章、谐谑乐章和庄严

的终曲。这种特别的结构与传统的四

乐章交响曲有所不同，但依然保持了

明晰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这部作品

是圣-桑为好友李斯特而作，体现了

圣-桑与李斯特之间的深厚友谊。帕

帕诺爵士在执棒这部作品时，充满着

激情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他尤为擅长

引导乐团表达深邃的情感，使现场听

众能够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和情

感。伦敦交响乐团乐手在演奏中，随

着乐章的深入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圣-

桑的意图，充沛地将作品的情感和技

巧完美地呈现与涌动，而“乐器之王”

管风琴的加入则助推着整部作品递

进，将圣-桑交响曲的清澈、严谨和精

致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帕帕诺爵士

的激情指挥辅以 LSO一贯出众的铜

管，这样的现场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连续三个夜晚，超过360分钟的大

师级演绎，爱乐之心与音乐巨轮实现了

又一次互相交汇，伦

敦交响乐团的艺术

家在上海完成了一

次与爱乐人的双向

奔赴，为艺术家的精

湛演出鼓掌，更为这

座城市爱乐者的热

诚之心鼓掌！

当音乐巨轮遇上爱乐之心
伦敦交响乐团与申城爱乐人双向奔赴

◆ 茅亦铭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编者按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上
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正在如火如荼地
举行。自10月1日起延续到11月
23日的展演活动囊括了近年来上
海文艺界、舞台界的精品力作，涵
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剧、评弹、
芭蕾舞剧等，其中既有首演剧目也
有复演佳作，不仅获得过国家级奖
项，也将参演10月18日启幕的第
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此番，
先刊登一组艺评，展现上海舞台的
繁花盛景。

《陈毅在上海》：把感人的篇章定格在永恒
◆ 邵天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