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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晋鸿

如果不是出品人方励的一跪，千万网民
还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叫《百鸟朝凤》的电影
正在上映；如果不是《百鸟朝凤》中那高亢
而孤独的唢呐，太多人可能还不会意识到传
统民间文化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到如此程
度。在被美国视觉大片、欧洲文艺片挤压的
今天，《百鸟朝凤》的导演吴天明用自己最
朴实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感情、坚守与思索。片中焦三爷用生命守
护了唢呐匠人的尊严和《百鸟朝凤》的地
位，而吴天明，则用该片完成了自己对传统
文化的朝圣。

走进影院，坐下来观看《百鸟朝凤》，
一开始会有微微的不适感。那是被美国视觉
大片、欧洲文艺片甚至是很多炫技的国产片
熏陶出来的观影期待，是在遇到最普通的中
近景、流水似的线性讲述、简短常见的人物
对话的不适应。没有蒙太奇，没有电脑特
效，连背景音乐都很少用……这样的电影，
会一下把我们带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那
个年代，仅凭故事和人物命运走向，就足以
感动和吸引亿万观众。

就是用如此传统的电影语言，吴天明给
我们讲述了一个唢呐匠人如何含辛茹苦、精
挑细选，向徒弟传授衣钵，却在时代的变迁
中不得不面对技艺被淘汰的命运。影片前三

分之二的笔触，基本上用于展现一位老匠人
如何传授给弟子唢呐演奏技巧、如何挑选接
班人，平淡中略有小欢乐。但在三分之二
处，电影之前的平和平静之河急转直下，学
成归来的弟子游天鸣刚刚成立了属于自己的
班底，却很快遇到了时代变迁带来的挑战，
唢呐班子比不过西洋乐队，老艺人的迎师礼
比不过唱流行歌曲的女郎。焦三爷为了挽回
唢呐班子地位，拼着老命吹那首难得一闻的
《百鸟朝凤》，却拼不过自己肺癌晚期的残
躯。就连在他的坟前，弟子们也已经无法凑
齐给他行8台之礼，只有游天鸣独自为他吹
奏一曲《百鸟朝凤》。

整部电影，电影语言之平实几乎到了极
致，只有电影最后，游天鸣在焦三爷坟前吹
奏《百鸟朝凤》时，用了一点点闪回。可以
说，整部电影使用了国产电影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最常见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我们司空
见惯的故事——— 传统民间文化在外来文化的
挤兑下，连在乡村这片土壤上都无法生存。
那么在城市呢？在我们的艺术殿堂上呢？有
多少空间还留给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

影片最后，在游天鸣的眼中，幻化出焦
三爷坐在太师椅上，看着他一曲作罢，欣慰
地站起身后远去。一条平缓运行的大河，到
这里突然陡然直下，谁也不知道焦三爷最后
那似笑非笑的表情里有着怎样的感情，有不
舍、欣慰，还是有更多的坚守和毅然，无愧
匠心？

毋庸讳言，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用如此
朴实的电影语言去拍电影，更少有人去关注
传统匠人如何面对消亡以及他们在其间的努
力和挣扎。如果不是方励跪求影院多排片，
《百鸟朝凤》所传递的这一切，也会像蜻蜓

点水一样，拿着几百万的票房成绩，被忽视
被下线。

如果我们够仔细，会看到电影片头大约
两三分钟的片花，那是该片导演吴天明拍
摄该片时的一些工作镜头。这位曾培养帮
助过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
何平等知名导演的引路人，中国第四代导
演的代表人物，其电影曾书写了一段传
奇：1983年，他的《人生》观影人数超过
两亿；他的《老井》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
A类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作品；他的《变
脸》获得近50个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吴
天明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只会拍电影，直
到他75岁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对《百鸟朝
凤》进行最后的剪辑。

如果我们可以站得更远一些，会看到吴
天明这位老导演在《百鸟朝凤》上寄托了什
么。这位曾拍摄过《人生》《老井》《首席
执行官》《变脸》等众多代表影片的导演，
一直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将镜头对
准改革开放后农村小城的题材上。然而，随
着商业电影的来势汹汹，这种现实主义题材
的电影逐渐走向没落。特别是2002年，张艺
谋转型执导的首部作品《英雄》上映，以席
卷之势拿下当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更是开启
了国产大片的时代，虚构、隐喻、魔幻主义
等手法的广泛使用，也让吴天明这样的老导
演逐渐淡出江湖。2002年之后，十一年之
久，吴天明没有一部作品推出，直到拍摄
《百鸟朝凤》。

这样的经历，像极了《百鸟朝凤》中的
故事。还记得张艺谋筹拍《红高粱》时，没
等电影审批手续下来，吴天明先拿出四万
元，让张艺谋种了一片高粱地，那样写实的

岁月是一去不复返了。电影中的焦三爷最后
拼尽全力，想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死者吹一曲
《百鸟朝凤》；而现实中的吴天明，则用了
十几年时间，留下了一部《百鸟朝凤》，用
该片向他所崇尚的传统文化和电影朝圣。

有人说一部电影，挽救不了唢呐这种乐
器和表演走向衰败，传统民间文化也不会
因为几个人的呼吁就得以发扬光大，但只
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才会带给传统民间
文化更多生机。虽然展现了传统民间文化
逐渐衰败的悲凉，但吴天明也试图在电影
中给出他的答案，片中傅正局长过来邀请
游天鸣录制非遗视频资料就是一斑。现实
生活中，方励的跪求已经使该片成为现象
级，不用说各大媒体的娱乐板块对此事、
此片进行的多元化讨论，就连《人民日
报》等主流媒体也对影片进行关注，并给
予了影片“这正是在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
的现实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和东施效颦的‘西化’鼓噪，依
然葆有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定力的体
现”的高度评价。

吴天明已逝，他的作品《百鸟朝凤》却
注定要在中国影史上留下一笔。传统民间文
化已然遇到巨大的挤压和挑战，却也拥有无
限变化延伸的可能。就像谭维维在猴年春晚
上的一曲华阴老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这
个地域性鲜明的小曲种。也许在吴天明之
后，会有更多年轻导演关注传统民间文化和
匠人的生存状况，拍出更多以此为主题的影
片，也会有更多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华，赋予
传统民间文化新的生命。我们有理由这么期
待着。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副研究员）

《百鸟朝凤》：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朝圣
传统民间文化已然遇到巨大的挤压和挑战，却也拥有无限变化延伸的可能

□ 徐世杰

一言以蔽之，大写的人，不是小写的
人，也不是缩写的人，更不是胡写的人。

大写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人，明明白白
的人，干干净净的人，老老实实的人。

大写的人，是真男人，是好女人，是与
众不同的人。

大写的人，正如伟人毛泽东所述：是一
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
人民的人。

人，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很复杂。简
单的是人生的长度，上帝给每个人的时间太
有限，太过短；复杂的是人生的过程，世间
的酸甜苦辣咸都要尝受、吞咽。说到家，人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人”字的构成，仅仅两笔，一撇一
捺，但缺一不可。若少一划，“人”就会成
为“－”，轰然倒下；若写错了，“人”就
会成为“×”，等于毙命。那么，从“人”
字的构成看，也似乎折射出了人的一生：一
笔写前进，一笔写后退；一笔写顺境，一笔
写逆境。前进，固然是好，但后退也少不
了。从某种程度讲，后退也是为了前进，抑
或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正如体育项目的三级
跳和撑杆跳，运动员为了跳得更远、撑得更
高，就要后退一些距离，然后才起步用力奔
向前方和高点。同样道理，顺境是好，但逆
境也少不了。顺境，顺风顺水，可喜可贺。

而逆境，要多些角度审视和思考。有的一蹶
不振，退缩不前；有的身陷囹圄，步入泥
潭；有的则逆势而上，化险为夷，从而成就
不一样的成功人生。

人的生死存亡，大致可概括为“一、
二、三、四”。“一”：任何人，只有一生，
再无来世；“二”：人的一生少不了两声
哭——— 随着自己的哭声来，跟着别人的哭声
去；“三”：不论人活的岁数大小，都可比喻
为三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已成为
历史，尘封存档；今天，正在为生活、生
计、生存而努力、奋斗和拼搏；明天，既是
希望、希冀，也是归宿、终点；“四”：人
从小到大、到老到死，可概括为四个阶
段——— 呱呱地生、快快地长、慢慢地老、悄
悄地去。“呱呱地生”：一个生命出世；
“快快地长”：幼儿、少年，早点长大成
人；“慢慢地老”：都想揪住青春的尾巴，
多活岁数，延长生命；“悄悄地去”：人人
都要走的最后一步，化作一缕青烟，到马克
思、恩格斯和已故前人那里去报到。

人各有志，人心无足。人几乎没有不想
成功的，也几乎很少不想出人头地的。但人
又各有各成长的路径，各有各生存的走向。
人心是不容易满足的。这是人性的表现，也
是人生的困惑。当人心因不能满足而纠结的
时候，去看三座山。先去看井冈山。忆忆当
年，千千万万的先烈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作为后辈，不管当下生活、工作、处境
如何，相比之下还有什么可说的、过不去的

呢？再去看普陀山。看看佛的大肚量，大慈
善。作为凡人，要懂得：与人为善、多多益
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要明白：天道酬
善，地道酬勤，人道酬德。那么，何乐不
为、何善不施呢？最后去看八宝山。再有职
务的人、再有钱的人、再有名的人，最终能
到这里的是最好的去处了，想想还有什么在
心里装不了、放不下的呢？

人是要养的，也就是养人。有养狗、养
猫的，有养鱼、养鸟的，也有养花、养草
的，等等。同样，人也需要养，只是养的方
式不同，或许养人比养动、植物更难。养
人，包括抚养、培养、赡养、涵养等，这是
正宗、正常、正规的养人活动，还有歪了、
怪了、坏了的养人方式——— “包养”。“抚
养”，一般是指家长对子女；“培养”，一
般是指老师对学生、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
属；“赡养”，一般是指子女对长辈；“涵
养”，一般是指自己修身养性，塑造铸就个
人的内心世界、意志品格。那么，“包养”
就不言而喻了，当然也是为世人不齿和唾弃
的。

人在成年至退休后大体可划分“三个三
分之一”：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三分之一
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休闲。那么，
睡眠时间追求的是质量，工作时间追求的是
效率，休闲时间追求的是快乐。而三者又是
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

知识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读书是人们获
取知识的有效途径。常言道，书到用时方恨

少。当今，人人都要警惕“知识恐慌”和
“本领恐慌”，抱定终生学习的理念，把学
习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习惯、一种
生活福利、一种生活享受。先人曾悟出这样
一个道理：读哲学书能培养大气，读专业书
能培养才气，读休闲书能培养灵气。劝君不
妨建立一个读书的流水线，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不断充实新“养分”，经常储备新
“电能”，以求修炼自我、完善自我、建立
自我、实现自我。也就是人要活出个人样
来。

生命如歌，生活如梦。生命之歌，有欢
歌，有悲歌；生活之梦，有美梦，有噩梦。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在现实社会里。
往往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有反差，也有
落差。所以要直面人生，正视处境。而人的
情绪又像弹簧，最好是让情绪控制在弹性范
围内，决不能出格。面对顺境、平境、逆境
时，要有适应的心理准备，相应的大脑思
考。顺境时，要低调；平境时，要稳健；逆
境时，要振作。须格外注意：顺境最容易出
事，甚至出大事。须特别警惕：不能像鞭
炮，因为瞬间的冲动，结果葬送一生；不能
像贝壳，因为失去了内涵，结果被抛向沙
滩；不能像篮球，因为常常有人拍，结果总
是坠入圈套……须非常相信：含泪播种的
人，一定会含笑收获。每个人不仅要有寻梦
的理想，更要有追梦的奋斗，最终才会有圆
梦的时候。唯有如此，也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大写的人。

做一个大写的人
大写的人，是堂堂正正的人，明明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老老实实的人

□王云龙 柳凌飞 报道
5月19日，威海公安边防支队经区边防大队邀请驻地巴基斯坦留学生走进警营，开展书法交流活动，庆祝中巴建交65周年。活动中，该边

防大队邀请驻地书法名家向巴基斯坦留学生介绍中国书法文化的历史渊源，讲解、演示书法的执笔方法，练字姿势及书书写要领。留学生们兴趣
盎然，纷纷拿起毛笔进行体验。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由山东美术馆自主策划推出

的“含道映物——— 何家英画展”将正式亮相，展出何家英
工笔、写意作品及创作素材、草图、底稿、素描等70余
幅。展览将于6月15日结束。

何家英是当代中国画坛的旗帜性人物画家，擅长当代
工笔人物画创作。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
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朝·露·桑》
《舞之憩》《杨开慧》等。

何家英的人物画，特别是他的工笔人物画将古老的晋
唐工笔画传统与西方绘画相融合，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
在西方人文理想与中国传统精神审美之间，建构起一个既
有传统文化传承又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新型工笔画语言。
他关注当下现实生活，表现当代人的心灵诉求，以当下女
性为主要表达对象，以创造性的写实手法，表达出优雅、
纯净、美好的高尚境界。在新的语境下完成了中国人物画
从古典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既对中国当代文化建构和对30
年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
因正面影响而备受瞩目。

何家英画展

将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六一儿童节前夕，山东美术馆将与银座

幼教携手推出“爱之祝福·丹心妙手润童年”大型公益儿
童画展。5月29日上午，将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开幕式系列
活动。

活动主要分为现场创作、作品收藏、美术展览三个环
节。来自山东画院、山东艺术学院等单位的7名知名画家
将现场与银座幼教的孩子们合作绘画。展览期间，参观展
览的各界人士均可对喜欢的作品提出收藏要求。

此次展览是山东美术馆本年度面向儿童群体推出的主
题展览之一。将展出各类绘画作品300余幅。包括创意
画、水粉画、线描画、综合绘画、国画等多个画种，是银
座幼教集团25所基地园几百名幼儿的倾心之作。此外，还
有手工艺品100余件，包括陶艺、印染、手工制作彩绘等
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银座幼教幼儿美术教育的多元化、
体验式和创造性。

画展结束后，银座幼教将在山东省慈善总会的指导
下，与有需要的单位接洽，定向捐赠所有善款。

大型公益儿童画展

亮相山东美术馆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初，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于集

镇前高村，一份由大学生村官田振编辑的“报纸”———
《点滴前高》送到了前高村每一名党员手里。该村一名年
近八旬的老党员高路远向创办人竖起了大拇指，“过去我
们都从黑板报上学新内容，现在这个小报更好用！”

前高村有1000多人，36名党员。除了召开党员大会、
村民大会外，大家忙于生产、生活，怎么让“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在农村党员中扎实有效地开展，成为一个难
题。

记者了解到，《点滴前高》创办于4月底，每月一
期。内容包括《党建时政》《党建论坛》《理论视野》
《村级动态》四个栏目，所有内容都由该村的选调大学生
村官田振设计编印，采用A4纸印刷。该村支部书记冯功
顺说：“这个报纸紧贴党的时政方针，根据农村工作实
际，宣传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加强了基层党员队伍建
设。”

村级“手抄报”

传递党的声音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

部、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翰墨春韵·情满
天山——— 新疆中国画名家作品联展”，5月
21日至5月24日在山东省文化馆举行。画展
展出于云涛、李尧天、秦建新、李志天、孙
立新、田夫、孙秉臣、韩银学、吕德虎九位
书画名家作品。

据了解，近年来，鲁疆两地文化交往交
流日益频繁。先后举办了鲁疆书画摄影名家
联展、山东新疆美术作品交流展、大美新
疆——— 山东新疆美术写生采风团作品展、西
部明珠·丝路重镇——— 喀什风情山东展，以
及各类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常
态化、制度化的互动机制。

本次展览共展出九位画家的170余幅倾
心之作，这九位画家，都是活跃在新疆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画坛的优秀代表。他们植根
大美新疆的丰沃土壤，亲历如诗如画的新疆
风情，用手中的笔，或山水、或人物、或花
鸟，饱含激情地描绘着对新疆的真切感悟和
深切热爱。老艺术家李尧天扎根新疆五十多
年，创作了许多反映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优秀
作品，对于宣传新疆、推广新疆作出重要贡
献；兵团美协主席于云涛，近五十年的边疆
生活，历练了他的人生和艺术，其作品既有
鲁美风格的扎实功底，又有水墨审美的清
韵，在美术界享有盛誉。秦建新、李志天、
孙立新、田夫、孙秉臣、韩银学、吕德虎等
画家的作品，也都功底深厚，各具特色，深
受好评。

新疆国画名家

作品联展举办

□王军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身穿明朝官员服饰、腰里挂着胖娃娃，

手里拿着旱烟袋，伴随着喜庆的音乐，一群人跳着欢快的
秧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这是5月15日一大早，发生在
惠民县中心大街上的一幕，原来当天是小伙儿赵雪健迎娶
新娘的大喜日子，在大街上扭秧歌的都是新郎的家人。

在惠民县，无论县城还是农村，每逢儿子结婚，大喜
之日，都有“闹公婆”的传统习俗。全家长辈都要化妆列
队扭秧歌、喜迎新娘进门，热闹非凡。闹公婆实际上就是
一场喜庆的集体狂欢。闹的目的就一个：希望吉祥快乐。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新郎家要招待自己的朋
友、同事，这时我们就要穿上戏服扭秧歌。”新郎小赵的
父亲对笔者介绍，“婚礼的当天早晨，婚车快要来的时
候，要化了妆边扭秧歌边等待，新娘的婚车来到之后，还
要围着婚车转两圈，表示接轿。”

目前，已经很难说清这个风俗起源于何时，作为一种独
特而又旧有的婚俗，“闹公婆”在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等
地民间均有流传，而我省仅见于惠民、阳信等地。

据《惠民县志》记载，新郎的长辈要化丑妆，越丑越
有人缘，化这种“丑妆”，村民们会就地取材，锅底灰、
墨汁甚至鞋油都能派上用场。道具包括酒瓶包装盒、毛
巾、玉米棒子等都可用来做帽子、饰物。除此以外，还要
拿上木耙子、破蒲扇等物件，扭秧歌、走猫步，即兴表
演。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不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谁都
可以跟公公、婆婆闹上一闹。人们就在这种互相取笑中与
新郎新娘的家人分享着欢乐。直到婚礼仪式结束，新人入
了洞房，公公、婆婆才能卸妆。

惠民：公婆扭秧歌

迎新娘进家门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3日，山东省文艺志愿服务团组织

我省著名书画家赴济南国际机场举行“2016山东文艺志愿
服务行·著名书画家文艺走基层”活动。

我省知名书画艺术家顾亚龙、岳海波、王胜华、卢
冰、刘胜军、马麟春、孟鸿声、亓汉友、靳永、徐华志等
来到济南国际机场，为来自济南国际机场富民兴鲁劳动奖
章获得者、机场公司安全标兵、服务明星、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会工作者等先模人物和一线职工挥毫泼墨现场创
作，并赠送书画作品。

我省书画家

送文化到济南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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