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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文 心 雕 龙 作 为 一 部
党史人物主题电
影，《革命者》通
过被捕入狱的无
产阶级革命先驱
李 大 钊 人 生 最
后 38 小 时 的 狱
中回顾，交互站
在主角第一视角
以及配角第三视
角上，以不同时
空背景下倒叙和
插叙交织的镜头
语言，塑造了李
大钊鲜活而又立
体的光辉形象。
看完电影《革命
者》，我认为这是
一部很好地处理
了政治性与艺术
性、思想性与娱
乐性、教育性与
商业性关系的优
秀电影，其成功
之处奠基在这三
大创新之上。

第 一，叙 事
方法创新，即采
用逻辑和历史相
统 一 的 叙 事 方
法，坚持逻辑叙
事 高 于 历 史 叙
事，让观众耳目
一新。影片一改
传统历史人物题
材 电 影 以 时 间
为顺序的叙事方式，代之以通过狱
中回忆的方式，多角度展示李大钊
自 1916 年从日本留学归国至 1927
年 4 月 28 日英勇就义的 11 年革命
历程。电影中，一条鲜明的叙事逻辑
贯 穿 始 终，这 就 是 ：李 大 钊 因 何 而
死？影片并没有像纪录片那样展开
去讲他的革命经历，而是通过人物
回忆的方式讲述了李大钊为什么被
捕、为什么拒绝营救、为什么被杀的
深层次逻辑，以此展现作为一个革
命者的李大钊在传播理论、唤醒民
众、相约建党、壮烈牺牲的过程中，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价值追求。这种把逻辑叙事置放在
历史叙事之上的电影语言，更立体
地展示了李大钊生活的那个苦难时
代，以及李大钊为革命牺牲的重大价
值意义。 

第二，价值启示创新，采用明喻
和隐喻相互交叉的价值启示，坚持
潜移默化高于直接灌输，给观众重
大启迪。从拍摄方法上讲，影片在塑
造人物形象时，采用明喻和隐喻相
互交叉的电影语言，其中隐喻语言
运用尤其成功。影片大量使用逆光，
隐喻李大钊是背黑暗而向光明的觉
醒者。当李大钊和青年毛泽东登上
景 山 时，温 暖 的 阳 光 从 东 方 升 起，
隐喻人民终将迎接光明和革命终将
取 得 胜 利。从 拍 摄 内 容 上 讲，当 李
大钊墓碑被发现，人们在给李大钊
墓碑描红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隐
喻其中的冤屈和悲愤。影片给张作
霖办公桌上一架天平以特写，隐喻
张作霖杀掉李大钊的决策过程也是
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在叙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过程中，影
片反复穿插三种镜像，一是台上的
川剧，隐喻历史悲剧正在上演 ；二是
夜里的枪声，隐喻国民党反动派惨
无人道 ；三是演员的变脸，隐喻蒋介
石背叛革命。

第三，人物承接创新，通过中年
李大钊和青年毛泽东接续叙事，突出
革命火种代代相传，给观众以信念力
量。影片中青年毛泽东的角色设置非
常必要，人物形象刻画也很成功。角
色设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影片中毛
泽东是作为李大钊事业的继承者而
存在的。李大钊的牺牲并不意味着革
命事业的失败，反而启发了青年毛泽
东更加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道路。同时，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刻
画也很成功，影片通过毛泽东用冷水
洗澡、给店小二小费、在学习班上突
出自己的工人身份等细节，形象刻画
了毛泽东敢做敢当、不拘小节、善于
动员的个性特征。在景山上，他们深
入探讨中国前途命运，青年毛泽东向
李大钊提问，“为什么书读得越多越
困惑？”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时代之问，意味着中国革命事业
薪火相传，对于提升影片高度具有重
大意义。

同 时 也 要 指 出，影 片 还 存 在 一
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说，过于突
出李大钊的工人领袖身份而淡化了
其理论贡献，在处理革命者和革命
政党之间关系方面稍显僵硬，影片
叙事前紧后松，人物语言当代化，等
等。总而言之，影片《革命者》以符合
新时代的审美样态、艺术观念及拍
摄手法，对经典主旋律题材进行新
鲜解读，还原了有“人情味”的革命
人物，再现了有“烟火气”的革命历
史，让观众看到了栩栩如生的革命
者李大钊，深深认同“革命者永远是
年轻”的道理。

传承周文化的优秀基因
——《周文化研究文选》序

◎霍彦儒

岐山周文化研究会郑鼎文会长
嘱我要为他们编选的《周文化研究文
选》作序，不免想起与岐山周文化研
究会一起走过的十年不平凡的历程。

记得十年前的一天，郑鼎文先生
来到我的办公室，这还是我们初次见
面。他说要成立岐山周文化研究会。我
听了十分赞同，因为我也早有这个想
法。基于县上单独成立研究会未批，就
让先成立一个隶属于宝鸡周秦文化研
究会的“岐山周文化研究分会”，先活
动起来，等适当时机，再与县主管部门
协商独自成立“岐山周文化研究会”。
分会批准不久，县上也批复同意成立

“岐山周文化研究会”。在当年 12 月
份，首届周文化学术研讨会便召开了。

在 此 次 研 讨 会 上，我 曾 谈 到 ：
“周文化的研究将是一项长期的、永
远的老课题，也是一项长期的、永远
的新课题。因而也应该将周文化研究
作为学会长期的研究方向。从学会来
说，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研究活动，拟定研究课题，通过召开
研讨会，激发、引导会员积极参与研
究”；“研究中要扩大视野，不要囿
于一地一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
话，立足本地，放眼全国，放眼世界。
周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而且
是全国乃至世界性文化。所以作为地
方文化的研究人员，在关注地方文化

的同时，一定不能被地方所狭隘，而
要放开学术视野，将地方文化放在一
个广阔的背景下去透视、去比较、去
研究，尽力吸收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甚至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从学会
角度说，我们要注重于地方文化专家
的挖掘、培养、扶植和发挥。地方文化
专家与全国性高校、社科院所的专家
学者相比，在学养、研究能力等诸方
面确有其自己的短板，但相较地域历
史、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
也有其所长，只要我们扬长避短，也
能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回顾十年走过的路，他们不论是
在研讨会开展方面，还是研究成果、
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
成绩。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连续
举办了 10 次，每年两期的会刊《凤鸣
岐山》至今也出版了 21 期，字数达
五六百万。在研究中，由综合到专题，
由历史到现实，分别在易经、周礼、诗
经、尚书、周公、召公、太伯以及考古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如
此，他们还发挥研究会人才济济的优
势，围绕当地政府中心工作，为群众、
学生、机关干部普及周文化，为开发县
域周文化景区景点，为村史馆、文化广
场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献计献
策，提供智力支持 ；他们多次下乡镇
举办周文化讲座，召开研讨会、座谈

会，参与县政协组织八册的《岐山周文
化丛书》编写，协助县有关部门，申报
国家级民俗文化县等，为此做了大量
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当地党政部
门和群众的肯定 ；他们不仅请进来，
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周文化，
而且走出去，广交学术朋友，宣传周文
化，使周文化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十余
年来，岐山周文化研究会为深挖周文
化资源，为传承和弘扬周文化作出了
自己最大的努力。会长郑鼎文先生也
以“创立研究会，组织本埠学人，开西
周文化研究之风气 ；举办研讨会，搭
建交流平台，探周易礼乐诗经之精髓”
等功绩被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
授予“特别奉献奖”, 磨砺成为国内周
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

《周文化研究文选》共收集历届
研究性论文和其他文章百余篇，这是
从 700 多篇已发表过的论文中精选
出来的，从所设置的易经、礼乐、诗
经、尚书、考古等栏目看，该书比较全
面地反映了十年来周文化研究所走
过的艰苦历程，代表了周文化研究十
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体现出
岐山、宝鸡学人十年来为周文化研究
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岐山是周原的核心区域之一，
是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追本溯源，
博大精深的周文化不仅是构成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基因文化。尤其
是周文化所蕴含的创新创造精神，蕴
含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
不仅是当今时代，也是未来时代所要
继承和弘扬的。2021 年 5 月习近平
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
人员回信中说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
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
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
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
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对全体社科
工作者的重大嘱托，也是我们周文化
研究者的重大责任。为此，这本《周
文化研究文选》一书，既是对过往十
年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是为今后十
年、二十年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周文化
研究文选》一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
礼，可喜可贺。

（作者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

研究会会长、宝鸡市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

感受文字中的壮美世界
—— 读红柯遗作《长命泉》有感

◎安少波

红 柯 遗 作《 长 命 泉 》中 描 写 了
一个怎样壮美的世界呢？狂野的风
沙、血肉丰满的人物、血浓于水的亲
情、患难与共的友情、坚贞不渝的爱
情交织在一起，铸成了一章伟大又
绝美的史诗。

在我看来，《长命泉》不是一本小
说，也不像一个故事，它更像一部纪
录片，记录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到新
世纪这二十年中一代人的成长，伴随
着痛苦，也完成了蜕变。时光易逝，感
谢作家红柯为我们记录那个时代最
真诚的感情，让我知道爱不是勇敢者
的游戏，它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寻守护。

我跨越时空和距离，进入了作
者笔下这个壮美的世界，我仿佛就站
在主人公王怀礼的身边，看着他历经
洗礼走向重生，感受着他的喜怒哀
乐，也和王怀礼的母亲一起感受了华
山的壮美、黄土高原的辽阔、秦岭的
空灵，与菩萨老师一起领略了天山的
壮丽风景与天山脚下世代生活的牧
民的辽阔胸襟，他们将能长生不老的
泉水洒向大地，与万物共生共荣，看
透生死便无所畏惧。

这部纪录片般的小说，从一开始
字里行间的同学情谊就令人动容，王
怀礼在因身体原因被苏干事退学后，
班长和团委书记以及班里其他同学都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他，希望能够
让这个纯朴的农民同学留下来和他们
一起改变命运，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农
村孩子要考上大学有多么不容易。他
们更知道一旦王怀礼被退学，他这一
生的命运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再无扭
转的可能，他们用尽一切努力，最终却
失败了。王怀礼走了，他把自己的铺盖
行李留了下来，他说行李在，人就在，
我忽然感到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

壮。王怀礼回家了，母亲没有怪他，而
是去寻找另一条“出路”，母亲没有文
化，有的只是在饥荒年代顽强生存下
去的信念和对儿子的爱。人心中一旦
有了信念，脚步就会坚定，目标就会清
晰，就能无坚不摧。母亲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去往华山的路，她的脑海中一直
回荡着《劈山救母》的秦腔戏，她走向
华山的每一步路都饱含着对儿子的
爱。王怀礼母亲最终宽恕了苏干事，可
终究还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她是用
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王怀礼和苏干事两
人的新生。在那一刻，她就是世间最伟
大的母亲，因为她给了别人最伟大的
爱，这伟大的爱是对王怀礼和苏干事
的救赎。

我自小在宝鸡长大，生活之处
与作者笔下的周原仅一山之隔，书中
文字给了我深深的共鸣，仿佛他讲的
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他用通俗的
方言让我了解到他们那个年代最真
实最淳朴的情感，无论是渭北大学同
学们之间的情谊，还是王怀礼母亲的
舐犊之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文
章不仅有最真诚的情感，还有丰富的

地理历史知识，他用自己的视角描绘
了一个壮美绮丽的世界。

惊闻斯人已逝，令人扼腕，但是
就像作者书中所写，死亡不是终点，
我们随风而生。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
作品，一定是经过历史沉淀依然熠熠
生辉的，而要写出这样的作品，一定
是要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用
手中的笔让他人感受你眼中的世界。

（作者系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学生）

文学是他毕生的追求
—— 访农民诗人郭兴军

◎王商君

初次见到郭兴军，眼前这个看似木

讷的山村诗人让人很难和他的作品以及

他在文学圈的影响力对应起来。

1973 年生于陇县城关镇高堎村的

郭兴军，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做过

乡村代理教师，干过合同制乡镇干部，后

来转向城市打拼，当过杂志编辑、聘用记

者，还在民营企业担任过文秘，然而这些

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实实在在的高产作

家。至今他已有 2000 余首诗作登上《诗

刊》《星星》《绿风》《四川文学》《山东文

学》《飞天》《延河》等文学刊物。他凭着

自己的一腔热忱，在文学这条并不平坦

的路上，步履不停地跋涉了近 30 年。

历经磨难若等闲
郭兴军的坎坷经历若放在别人身

上，也许早就被击垮了。而他却认为一切

困难都是生活给予自己的财富。因此在

他眼中，一切都是这般云淡风轻。

上世纪 80 年代，正在中学读书的

郭兴军，迷恋上了文学。故乡陇州独有

的文化积淀，滋养了他的文学梦想，那

个年代，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而他

却能在文学的世界获得无穷的乐趣，

一份份载有他作品的报刊、一封封读

者来信更加坚定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决

心和信心。

中考落榜后，不甘屈服命运的郭兴

军，带着自己的梦想去了更远的山村担

任代课教师，在关山深处的韩家山小学，

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一个人担起四个

年级的复式教学。靠着每月 58 元的微薄

收入，自己砍柴做饭。还利用课余帮助周

围学生家长收洋芋、种燕麦、维修收音

机。每当夜晚来临，煤油灯下，他批改完

作业、备完第二天的课后，又开始进入文

山诗海遨游。

也许，读了他的诗句“人生最美的

风景总伴着一点寂寞”，才能对他的经历

更多一份感悟。坚持了几年入不敷出的

生活，他不得不前往都市打拼。第一站到

了宝鸡，进入一家内刊做编辑。经济拮

据的他没有地方住，挤过别人的宿舍，

住过朋友的办公室，借住过同事的出租

屋……虽然生活窘迫，但他仍没放弃自

己的文学梦。 

为爱痴迷写佳作
文学是郭兴军的精神支撑。无论是

行色匆匆还是饥肠辘辘，或长或短的句

子总在他的脑海里翻滚、漫溢。他以故乡

陇州为根，写了大量唯美动人的诗篇，一

首首诗作登上报刊，遍地开花。

正如他在诗歌《你举着灵魂的大火

穿越时空》中写的那样 ：你的故事从凤

凰涅槃开始，无须着墨，也是一部动人的

神话……这几句传神的描述，正是郭兴

军在文学沃野里辛勤耕耘半生的写照。

前几年，在新浪网的一次网络文学

联展上，他推出了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

《相遇就像一场风》，反响强烈，广受好

评。文集中作品语言精准，结构独特，部

分作品还在《北方作家》《大平原》《佛山

文艺》《秦岭文学》等杂志发表。

近年来，他的作品入选《2000 年中

国散文诗年鉴》《陕西当代乡土诗选》

《辽宁青年十年精华选》等选本。随着网

络的兴起，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都成

了文朋诗友展示作品的又一新的阵地和

平台。郭兴军的诗作多次被汤养宗、车延

高、傅天虹、娜仁琪琪格、秦巴子、洪烛等

名家转发，也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

心底有光笔不辍
这些年，郭兴军在追梦的路上饱尝

艰辛，在很多人的眼中，像他这样有个性

有才华的诗人，日子不应该过得这么“难

怅”。但难能可贵的是，胸怀文学梦想的

他都能淡然视之。

他的生命之根在陇州，所以，他选

择在陇州建起一座精神家园。如今，已

回到家乡的他初心不改，一如既往地阅

读、写作，靠着种地和微薄的稿酬过活 ；

每日除了照顾孩子们一日三餐、侍弄几

亩庄稼，稍有空闲，他又习惯性地拿起了

笔，仍然坚守在这块文学热土。他认为文

学应多表现时代精神，他的创作也与生

活、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谈及对未来的打算，郭兴军说 ：文

学是我这个农民诗人毕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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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哲学博士，陕西省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

心（宝鸡基地）主任）

平凡人的
       文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