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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们的岁月》是一部正
能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用唯美且
诗意的表达方式打动人心。这是
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部电影描写了40年前的一
段校园生活，为新时期恢复高考之
后几届大学生的精神历程传神写
貌。电影在市场条件下如何创新，
离不开“培根铸魂”：培中华民族之
根，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
魂，不能离开以文化人、以艺养心，
不能离开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
在自信。电影要为时代画像、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部电影就
为新时期恢复高考画了像，为第一
代大学生画了像。这里面有几个
人物：班长曹正昌是一名热血青
年，怀揣报国的热情来求学，自强
不息，而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是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
有道德的青年，很具有代表性。另
一名是入学仅 12岁的天才少年，
这个形象也有特定时代的典型审
美价值。再一名是美丽的女大学
生，她热爱的专业是服装设计，却
偏偏考进了工业机械专业。一部
中小成本的电影，要通过独特的电
影语言真实而丰满地刻画好这几
名个性迥异的大学生形象，进而折
射出那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谈
何容易。但这部电影的可贵，正在
于坚守了培根铸魂的宗旨，坚持电
影是写人的，电影是要靠人的情
感、人的心智、人的情趣去打动人，
去培根铸魂。电影需要视听感官
的刺激感，但绝不能止于视听感官
的快感。单纯的感官刺激绝非精
神美感。只有通过生理感官达于
心灵，升华为精神美感，才能实现
培根铸魂的宗旨。

《我们的岁月》坚守了正确的
创作理念和美学价值，其故事讲得
通俗而不低俗，写了一代青年的理
想抱负，追求精神美感而自觉摒弃
单纯的感官刺激。这部影片有两
条情节线：一条是事业线，20世纪

80年代初一批特殊的学子为中华
崛起而刻苦攻读；另一条是爱情
线，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大学生的青
春魅力在这批学子中掀起了情感
的浪花。影片写了有梦想的年
轻人的学术追求道路和他们的
爱情道路的复杂关系，但并没有
简单化地给予非此即彼的价值判
断。班长完全是一个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培育起来的大
龄青年，他没有忘记那个在艰难
岁月中一直与他同甘共苦的乡下
妻子。影片写他对长他大约十来
岁的鹊喜的情感。这是少年朦胧
的感情，真实、干净且纯洁。而鹊
喜对他之爱，是姐姐对弟弟的关
爱。即使是写那个受流行文艺

影响的奶油青年尤优，导演对他
的幼稚与天真虽有几丝揶揄，但
总体把握合理，他在校广播站为
鹊喜“平反”的情节表现了他的真
诚。类似题材的影片经常喜欢表
现“三角恋”，而这部同样写了青
年学子爱情纠葛的《我们的岁月》
显然更胜一筹。它最终带给我们
的不是激发欲望，而是激发了希
望与美感。影片中的四个主要人
物毕业后，班长成了民营企业
家，他生产的电器誉满全球；赵
以水成了高校科研骨干，从事着
高科技的研究；尤优成了一名翻
译家与作家；鹊喜成功转行，建立
了自己的服装版图。充满了 80
年代时代精神的校园哺育了他们

的成长。
这部影片选择以少年大学生

赵以水的视角来构建故事展开叙
事，并致力于时代与环境氛围的营
造，透视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心态
与人物心态。电影运用了较为丰
富的电影语言，多变化的镜头运用
与多变化的色彩处理，烘托了 20
世纪80年代校园生活的浪漫与诗
情，向上的基调中有着怀旧电影特
有的淡淡的忧伤，显示了电影独特
的艺术格调。毫无疑问，中国电影
尤其是艺术电影要发展，就应该倡
导这样的创作路子。

仲呈祥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生活就像是一堆零零碎碎的道具，需
要精心装台布景，才能完美地呈现出精彩。

看完电视连续剧《装台》，屏幕里的戏
虽已完美落幕了，然而屏幕外的戏才重装
登场。闭上眼睛已分不清屏幕内与外。
刁顺子、大雀儿、疤叔……那一群人不就
是我们身边的某某某吗？虽说艺术作品
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的感觉是电视
剧《装台》里的人物压根就不是在演，分明
是在过着跟我们一样的日子。

很少追剧的我，为了《装台》追了一
回，从头到尾一集不落。该剧并没有惊心
动魄的场面，更没有跌宕起伏的悬念。一
群靠苦力生存的人，以真实的生活片段打
动了追剧的观众。本真到鲜活的剧中人就
是我们的邻居，我们身边的朋友。在平平
淡淡的生活中坦然面对形形色色的困难，
再拿出百倍的勇气去逐一克服。因为，他
们始终相信幸福的日子就在后头。

《装台》以刁顺子及其周围一群人的
生活状态为主线，尽管卑微如蝼蚁般在城
市的狭缝中生存，他们却仿佛被舞台正中
央的追光灯照亮，凸显出勇于面对生活挫
折的坚强力量。刁顺子面对两次失败的
婚姻，养育一个叛逆刁蛮的亲生女儿刁菊
花，一个乖巧懂事的继女韩梅。他的善良
倔强，他的执着隐忍，最终赢得了两个女
儿的尊重。勤劳、朴实、憨厚在刁顺子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段剧情是刁顺
子在文艺演出中客串演一只狗，结果狗头
掉了。他害怕之前商定好的200元酬劳
泡汤，回家闷闷不乐。思来想去，提着礼
物给导演拜年。本想去缓和气氛，结果得
到的却是意外的惊喜。不但没有因掉了
狗头而演砸，反倒因这次失误备受观众好
评。200元酬劳之外还有奖励，他回到家
向妻子蔡素芬要酒喝，啃着鸡腿，喜悦的
心情溢于言表。作为普通人，这点成就感
已足够他乐很久了。

大雀儿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
为了省钱给不幸烧伤的女儿植皮，他从不
和兄弟们一起聚餐吃饭。为了挣钱，在交
通管制路段，他扛起三轮车通过，把生活
的艰辛演绎得让人感动又心疼，后来的结
局更让人心酸。这就是生活的不期而遇，
既然遇到又怎能回避？

还有被生活所迫的蔡素芬，看似玩世

不恭的疤叔，戏份不多的黑总，负责任追
求真爱的富二代，雁过拔毛的铁扣，一直
死缠烂打、到关键时刻退出的三皮……所
有的角色都对应着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群
体。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各自为自
己的目标努力着。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
物，真实可贵、饱含温度。

电视剧的名字叫《装台》，原意是组装
舞台。也就是搭台，灯架灯光调试，然后
台上的戏演结束再将舞台设备装箱，从头
到尾就是个体力活。剧中刁顺子却称其
为艺术活，端的是艺术碗，吃的是艺术
饭。这其实也是在装台，为自己的脸面装
台。刁大军在南方闯荡江湖多年，回到故
里，开上“四环素”（奥迪）。其实，他包里
掏不出多少钱来，甚至把送弟媳的钻戒要
回去抵赌债。台面装得够大，内心空空如
也。活着的人都会装台，疤叔为了疤婶装
台，黑总无偿捐赠了自己的所有，住在没
有轮子的车里过日子，还要在街坊邻居面
前装台隐瞒自己，他的善举到最后才让人
识破，怎不叫人刮目相看。

如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很多来自乡
村。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身边的人，每天
挤早高峰的男男女女，在街巷里穿梭的拾
荒者，蹲在立交桥底下趴活的各路匠人，
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他们忙忙碌碌的
身影，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注入了无限活
力。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映射出世态万
象，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他们用辛勤的
劳动换取生存的资本，逢年过节偶尔在自
己亲人面前装装台面又怎么了？人就要
生活得自信满满。

《装台》中那一群普通得“掉渣”的人，
过着“烟火生活”，踏实做事，他们笑对人
生的故事感动着我们。他们传递着人与人
之间友善和睦的正能量，把住在城市里的
边缘人的心声坦露在我们面前，不加掩饰
地感染着我们，展示出向善向美的崇高力
量。一群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传递出不
屈不挠的民族之魂，就像片头曲唱的那样：

“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它如同初恋，高
高地仰起我的脸，不懂就问问苍天。”

生活本就似装台。我们为别人装着
台，奉献光鲜亮丽。别人也会为我们装
台，我们就成了生活的主角，相互帮衬，砥
砺前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诗歌作为反
映人类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之一，
也开始呈现“生活化”表达。毛岸
琴作为诗人，遨游于诗化的时空，
默默地进行诗歌“生活化”的探索。

特色一：
诗化空间的灵感捕捉

毛岸琴涉足诗歌领域不过十
来年。对一个勤奋的人来说，十年
相当于他人的几十年。她曾参加
粤港澳“岭南诗歌班”研修，与来自
粤港澳各地的诗人交流，感受不同
语境下的写诗风格。她的文字信
手拈来，在诗化空间中，总能呈现
一幅幅温暖的画面。

朱光潜曾说，诗歌是“从混整
的悠久而流动的人生世相中摄取
来的一刹那，一片段”，并力求“在
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
千”。毛岸琴从生活中提炼素材，
又在生活空间和想象空间里寻找
巧妙的场景、朴实的字词。她的一
些诗作，生活空间虚与实结合，恰
到好处让诗化空间不断延伸。如
《转身的往事》一诗：

站在思念的心尖
遥望当年用键盘敲出的爱恋
尘封的十年
湮灭了多少深情往事

不痛不痒地存在于某个角落
你我的方向
注定没有交集
错过相遇徒增伤悲

手里的信笺
如乱花飞过
你我倔强地一转身
一切了无痕

捕捉诗化空间的灵感，需要敏
锐的思绪。她将人物、记忆、意象
及细节等各种元素汇集在一起，使
诗作在形态上呈现空间立体感。
俄国诗人勃留索夫（1873-1924）曾
说，“艺术的任务自古以来就在于
鲜明生动地描绘出人们恍然大悟
感觉的瞬间”，并说“诗歌截取的只
是无数感情和不断进行着的事件
的某些瞬间和场面”。毛岸琴的诗
作印证了以上观点。

特色二：
姿态与气质的自然流露

她善于观察与思考，不论对于生
活或工作还是人生，诗行的行吟总会
透出以诗人为主体的姿态与气质。

她在诗歌《阳光里的幼师》中
这样追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她还是女孩的年龄
被青春撞到这
懵懂中最好的韶华
交付于不谙世事的娃

闹钟惊醒了梦的纷扰
费力挣扎昨日的疲惫
日复一日地机警应对
纤细刻上了厚茧

细细碎碎风蚀了
青春飞扬的激情
努力想破茧而出
让温柔如丝绽放

一路跨越心酸
抱着身体取暖
卑微如尘埃
却被捧上头顶
肆意的纯真让抱怨
瞬间如烟般消散

此诗的叙述风格，彰显了作者
自然随性的心态，如诗中的“闹钟”
与“厚茧”，痛快淋漓地描述存在状
态，并以此为引，情节就此展开。

再来看看《午休》一诗，诗人写
道：

有节奏的鼾声
伴随梦呓中的一阵儿语
让我瞬间触摸到了
幸福的脚尖

一双小手
伸向空中迎接自由
嘴角的一丝丝浅笑
绽放在春天里

春风唤醒了酣睡的天使
花开的声音
在阳光和花的陪伴下
尽情奔跑
细读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

读出诗人追寻儿童世界之美，也
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素描和特写。
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所言，“诗歌是以修辞方式坚守那
一半——科学无法触及的那一
半——诗人心灵的部分，那种无人
可知的忧虑，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无
能为力的忧虑。”作者在构思诗歌
时，无疑是从自己的心灵出发，由
此诗歌有了自己的独特气质。

特色三：
亲情与情怀充分表达

新加坡作家林锦曾说，“爱的
坦诚与吟唱促使女性情怀得以呈
现；而情的细腻与深切是女性情怀
的真实描摹。”古人讲文如其人，在
毛岸琴的诗作中得以应验。

在《回不去的惆怅》一诗中，她

这样写道：
双节
两张昂贵的高铁票
把海的阳光收藏
暖了绵绵细雨

世故的风
把身体吹到城市的边缘
欲望
始终没能丰盈
内心的贫穷
毛岸琴的文字像光滑的石头

留在河滩上，无数浮尘被风吹走，
它也被清风吹拂，能看到它的心声
和精神血液的搏动。

诗歌是人类情绪的产品。不
论酸甜苦辣，都能在诗行中得到倾
诉。她的亲情与情怀偶尔直接偶
尔间接地在诗行里呈现。《粽叶》这
样描述：

清曲流觞后
只剩下
略带清香的一片
静卧在
不知名儿的一隅
粽叶是诗化空间的意象，成为

思乡及乡愁的象征。这既是对亲
情与一种情怀的审美表达，又是从
点到面地折射人们在社会变迁中
不同的生活际遇。

诗歌创作需要不断探索，而
毛岸琴则是默默前行的诗写者。
因其诗歌创作起步较晚，在创作
技巧、人生经验渗透入诗的手法上
略显粗砺，但其“生活化”的精彩
探索独具一格。她通过持续创作，
不断调整创作理念，最终以诗化思
维创作出“生活化”的精神产品，体
现女性诗歌的价值，推动女性诗歌
发展。

这幅《淡淡阳光》创作于 1977 年，取
材于九江长江客运港，古元写生的地点位
于“九江第一楼”庾亮楼前的江堤上。画
面中停靠着两艘轮船，其中停靠在大码头
的是往来于渝沪的“东方红”客轮平底船，
另一处停靠的是一艘小客轮，往来于九江
地区湖口石钟山、彭泽县。九江古称浔
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临长江，南靠
庐山，是一处吸引无数文人墨客的绝佳赏
景之地。白居易曾在这里留下“浔阳江头
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诗句。爱好
写生的古元慕名而来。

画面中江面开阔、平静，颇有“潮平两
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意境。画面笔触充
满冷暖、虚实的对比，岸堤和江面都采用
暖色调的赭色、朱色晕染，两艘客轮和码
头则用绿色、蓝色进行了精细刻画，是画
面的焦点。画面上方是到用紫色、墨绿
色大肆渲染出的乌云，乌云不是简单的
一团，富有层次感，古元利用纸张和颜料

的特性特意制造的颗粒感突出了乌云厚
重的质感。而此时一束束清透的光线正
穿破云雾，照耀江面，预示着暴风雨已经
离去。

江上天气变幻莫测，古元用他独到而
精妙的技法捕捉暴风雨后江面迎来阳光
的特殊时刻。为了恰到好处地描绘乌云
中射出的阳光，古元充分利用了水彩画的
特性。据他自己回忆，当时是先画好浓浓
的乌云，在水彩变干之前，用事先准备好
的棉花在乌云中从上往下按照太阳照射
的方向迅速擦出几道阳光，制造出光线穿
透乌云的生动效果。

描摹长江的画作数量巨大，其中大多
以表现雄伟气势或临江怀古为切入点。
古元没有刻意表现长江的宽广宏伟，也没
有传达千年历史文化的厚重。画面中，宁
静、开阔的江面有着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敞
亮与豁达，一如古元本人的心境。

（文图均由古元美术馆提供）

拨开云雾见天明
——古元水彩画《淡淡阳光》赏析

《淡淡阳光》1977年 30×39cm 水彩画

电影《我们的岁月》由珠海青年导演谢悠编剧并执导，珠海山中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