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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化资讯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一双温暖手臂，让所有生灵感动。一个
挺拔脊梁，把一切愿景支撑。只见一片片凋谢
的花蕾，在爱的暖流中苏醒。”日前，由张积
强作词、张澳川作曲、武凯编曲、李美丽演唱
的公益歌曲《相拥》正式上线。这也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曲作者、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作曲专业大四学生张澳川创作的第三首战
“疫”音乐作品。

两个月前，张澳川像所有在校大学生一
样，准备在学期末最后一门课程考试结束后，
回家开启自己精心计划的寒假生活。已经凭借
优异成绩获得本专业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的
他，热爱音乐，热爱创作，想趁着春节假期深
入体验家乡的民族文化，为自己的艺术创作积
累素材。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打乱了他原有
的计划。“在家也一样能积累素材，安静的环
境下更容易产生创作灵感。”张澳川遵从疫情
防控安排，放弃了外出采风的计划，却没有打
算因为疫情而放任自己。整整两个月，他几乎
天天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谱曲创作，《再见不
远》《中国速度》《相拥》等战“疫”音乐作品
相继问世，并收获众多好评。

“每天一醒来，就会先查看新冠肺炎疫情
发展的新闻。每次看到确诊人数增长的消息都

会特别揪心，看到一批批医护人员奔赴湖北的
消息就不由地感到振奋。”张澳川说，让他记
忆尤其深刻的是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的请战书，
“想到那一个个签名上的红指印背后，是一个
个老人的儿女，一个个孩子的父母，当时就感
觉既感动又震撼，萌生了创作的想法。既然不
能去疫情一线，我想我不能就这样等着，必须
得做点什么。”

《再见不远》是疫情期间由张澳川作曲的

第一首战“疫”歌曲。“逆行路上几多艰险，
你的背影是这个冬天最温暖的挂牵。”感动于
那些请战湖北的英雄儿女的慷慨气概，祈愿所
有医护人员平安归来，《再见不远》曲韵绵
长、沉着舒缓，听来像是思念和祝福一般久久
萦怀。

战“疫”鏖战之时，火神山、雷神山两座
医院以雷霆般的速度建设并投入使用，有力打
破了战“疫”期的胶着状态。“那段时间，网

友们都在网上‘云监工’，我也关注了火神山
医院施工的直播。24小时不停作业，7500名建
设者和近千台机械设备在以中国速度与疫情赛
跑。每次我打开直播，都能明显感受到火神山
医院拔地而起的速度，这一刻我深刻感受到祖
国的力量。我为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感到骄
傲。”张澳川说。

于是，张澳川创作了第二首战“疫”歌曲
《中国速度》。“谁说这是天方夜谭，十天拔地
而起一座医院……”《中国速度》曲调中充满
力量感，张澳川将他的所思所感、激情与豪情
都融入了音乐作曲当中。

国内疫情基本稳定，驰援湖北的一线医务
人员分批次撤离，善良朴实的湖北人民以最诚
挚的情谊送别逆行天使，家乡人民则以最高的
敬意迎接英雄凯旋。张澳川继续用音乐作品记
录着这动人的画面。“给生活一片绚丽风景，
给生命一个灿烂笑容；给大地一个自由脚步，
给世界一个亲密相拥。”一首风雨之后的《相
拥》，在这春光里以温暖的名义奏响。

扫描二维码，可以通过大众日报客户端欣
赏公益歌曲《相拥》MV。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日前，首档青春校园“摸鱼剧”《同

学别闹》正式上线优酷。该剧由田甜导演工作室承
制，孙书博、齐冀、薛伟、舒童、王心嫚和梁晶
晶联袂出演，共17集。

在筹备之初，《同学别闹》出品方就已提出
“摸鱼十分钟，傻笑两小时”的制作理念。区别于
传统校园网剧，《同学别闹》篇幅相对更短，故事
情节更为紧凑，更加符合观众利用日常碎片时间
“摸鱼”观剧的习惯。深度调研观众喜好，努力发
掘新型呈现形式，《同学别闹》为国内短剧市场开
拓了新思路。

在制作方面，《同学别闹》一改过往短剧做工
粗糙、搞笑片段粗暴拼凑的特点，请来了大热网剧
《我的邻居睡不着》导演田甜坐镇执导，《唐人街
探案》主演桑平、《少年的你》主演郜玄铭等中青
代实力演员倾情参演，整体呈现出了精良的制作水
准，全剧节奏紧凑，高能笑点接连不断。

剧中，一群个性迥异的少男少女，在大学校园
里为同学解决各种麻烦的同时，也见证了彼此最美
好的青春。接地气的大学校园搞笑题材、“摸鱼
剧”的新形式，娱乐又不失写实的呈现，让观众在
被逗乐的同时也能回想起自己的校园时光。

导演田甜表示，希望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日常描
写，来让观众感受最真实的大学校园生活，该剧在
讲述多名主角加入“麻烦社团”之后深陷各种窘境
的同时，也蕴藏了当代大学生对待生活、友情、爱
情、学业等方面的人生态度。

首档青春校园“摸鱼剧”上线

《同学别闹》拓宽短剧新思路

音乐系大四学生真情战“疫”，用音乐发声，连续创作三首作品———

“一双温暖手臂，让所有生灵感动”

□ 本报记者 卢昱

又到桃花开时。齐鲁大地上，山野河谷、
平原溪畔、房前屋后的桃树，用一瓣瓣花朵记
录着漫漫春光。

桃花身上似乎负了许多光阴的债，每年都
要怒放着偿还。1270年前，诗人李白曾怀念自
己在山东种下的桃花树。那是公元750年，50
岁的李白身在吴中，看到江南春深，春蚕已
老，便提笔写诗给阔别已久的儿女。这首《寄
东鲁二稚子》写道：“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
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
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
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
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
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
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
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

因之汶阳川。”
李白极少用诗词写儿女情态。彼时的李

白，看到江南春景，触景生情，想着回山东
忙活春耕已来不及，在龟山之阴买下的田地
不知何人耕种。更那堪江水淼淼，“茫然”之
感似乎弥漫江天。这时南风拂面吹来，诗人
忽发奇想，欲借南风吹送我心归山东。归到
哪里呢？当然要“飞堕”在昔日朝朝买醉的
酒楼前。

刚想起酒香，李白又“看”到了酒楼东侧
那株桃树。舍酒言桃，原来是因为“此树我所
种”，可是“别来向三年”！这三年，桃树应
当与楼齐高了吧，可自己的归期却未定，想来
真是痛上加痛。此时，李白想到了桃树下生活
的至亲——— 原配许氏夫人所生的女儿平阳、儿
子伯禽。当时，丧母的儿女，无人抚背相怜，
如何生活呢？

此时的李白，岂能不日日思念儿女。可他
只能想象孩子折花垂泪，姐弟齐肩，已长高了
不少，双行桃树下。念及此，他顿然从想象中
回到现实，方寸大乱，肝肠如煎，只得托书函
寄送这无尽思念远至汶阳家居。

这就是李白，作为父亲的李白。桃花也见
证着诗人不同时期的成长。不到20岁时，他在
蜀地戴天山求道途中，偶见桃花的清透模样，
写诗道：“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
见鹿，溪午不闻钟。”深山里的桃花，似乎也
习得了隐士的萧索，桃色绯红中沁着风露清
愁。看桃花的诗人，也渐渐有了谪仙的风骨。

开元十五年（727年），27岁的李白“仗剑
去国，辞亲远游”到湖北安陆，开启了“酒隐
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涯。在这里，他与堂弟

们在春夜宴饮赋诗，于桃树下把人生的宠辱浮
沉轻轻挥去，吐纳借酒放歌的豪情：“夫天地
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
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段时间，杜甫开始过
一种不羁的漫游生活。公元736年，24岁的诗
人北游齐、赵，在泰山脚下写了那首气骨峥
嵘、体势雄浑的《望岳》诗。

在安陆寓居十年后，李白举家迁家东鲁，
而他自己则闲不住，四处云游。自开元十三年
（725年）出蜀以来，李白访名山，善价待沽
无成；入长安依托主家求进，复无成；多次投
书名公，请求汲引，亦无成；挫跌连连，本已
一腔牢愁，更那堪许氏夫人弃世，续配刘氏复
离异。

到山东后，李白将家安置在瑕丘（今兖
州）。唐代兖州治城瑕丘不仅为州郡之治所，
同时还为鲁国之都城。在这里，李白写下
《东鲁门泛舟》诗，“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
夹岸鲁门西”。这泛舟之河即隋代修的薛公丰
兖渠，渠水从石门向西流，所以舟能泛到鲁
门之西。丰兖渠在明代改称府河，至今兖州
东关府河上还有一座酒仙桥，自然也是因李
白而得名。

李白《送杨燕之东鲁》有“二子鲁门东，
别来已经年”之语，《赠任城卢主簿潜》有
“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之句。据兖州文
史学者王伯奇、樊英民等研究，李白居所的方
位在东鲁门、鲁东门附近，即瑕丘城的东城
门。这个方位，频繁地出现在他笔下的描写和
叙述：观刈蒲，石门送客，尧祠饮酒，泗水泛
舟……

方位确定了，能不能将范围继续缩小呢？

因为李白自己说过，“我家寄在沙丘旁”“我来
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沙丘无漂母，谁肯饭
王孙”，都明说他家在沙丘。兖州旧志曾载沙
丘在“城东二里”，如此推测沙丘城或许在今
泗河西三河村一带。再放大点范围，也许在泗
河以东某地。

山东可谓李白的福地。天宝元年（742
年）秋，李白否极泰来，在东鲁奉诏入京，兴
冲冲地二入长安。他还顺手写下《南陵别儿童
入京》一诗，可谓太白第一快诗，尤其那句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最是豪
情沛然，喷涌而出。

然而好景不长，至次年秋，谤声又起。诗
人的敏感在推着他作出选择，一见形势不佳，
便于天宝三载（744年）春送贺知章归越养老
后，自行上疏请退，玄宗诏许“赐金放回”。
于是，诗人便挥泪“五噫出西京”。

二入长安，诗人人生中最风光的两年半岁
月，也就在“噫”声中结束了。

也正是这次放逐，成就了文学史上“双子
星”的相遇。这年初夏，李白在归途中与杜甫
在洛阳初次相逢。夏末秋初，李白邀杜甫同游
于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在梁园，他们
与辞官赋闲的高适不期而遇，于是三位新知故
交结伴同游，或入酒垆、或骑马游猎，或登高
怀古，在吟诗唱和的同时，慷慨怀古，纵谈天
下大势。

高适受李白、杜甫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
活法，只身南游。李白和杜甫则在冬天分手
后，于第二年在山东见面。此时，碧草已满
地，柳与梅争春，他们在桃花开时，“醉卧桃
园东”“行歌泗水春”。高适也赶了过来，他们
一起到济南拜谒济南郡太守李邕。之后，李杜
两人结伴同行回到鲁郡，白日放歌，醉时同榻
而卧。杜称李为“李十二白”，李唤杜作“杜
二甫”，彼此感情日渐精深。

虽然和李白同游山川的日子自在豪放，杜
甫仍将前程记挂在心，他执意前往长安求取功
名。离别时，李白写下《鲁郡东石门送杜二
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
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两人分离处的鲁郡东石门，在今兖州城
东大约两里的泗河上。至今，那里还有一座
石坝，叫金口坝，俗称大坝。至少从北朝时
起，大坝就叫“石门”，因此李白称之为鲁郡
东石门。

石门一别，此后经年，金樽再未重开，李
杜两人不复相见。他们曾对饮的桃花却开了
谢，谢了开……

石门一别，此后经年，金樽再未重开，李杜两人不复相见。他们曾对饮的桃花

却开了谢，谢了开……

李白的桃花
●1270年前，诗人李白曾怀念自

己在山东种下的桃花树。那是公元
750年，50岁的李白身在吴中，看到
江南春深，春蚕已老，便提笔写诗给
阔别已久的儿女。这首诗的名字便是
《寄东鲁二稚子》。

●在安陆寓居十年后，李白举家
迁家东鲁。到山东后，李白将家安置
在瑕丘（今兖州）。山东可谓李白的
福地。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
否极泰来，在东鲁奉诏入京，兴冲冲
地二入长安。

●天宝三载（744年），李白和杜
甫在洛阳初次相逢。次年，他们相约
在山东见面。此时，碧草已满地，柳
与梅争春，他们在桃花开时，“醉卧
桃园东”“行歌泗水春”。高适也赶了
过来，他们一起到济南拜谒济南郡太
守李邕。之后，李杜两人结伴同行回
到鲁郡，白日放歌，醉时同榻而卧。

▲济宁太白楼前李白雕像 ▲1975年汛期的兖州金口坝

张澳川（中）
和朋友们在讨论作品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高启民 程丽 报道
4月1日下午，当记者来到枣庄市台儿庄

区泥沟镇东兰城村村民王广明家中时，他正
在聚精会神地剪纸。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王广
明创作了《疫情防控》系列剪纸作品，将抗
击疫情期间的感人场面，转化成鲜活生动的
文艺作品，致敬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
人员，助力全民战“疫”。

王广明今年59岁，剪纸造诣深厚，其居
住地泥沟镇兰城是兰祺古城旧址，所以他被
命名为鲁南兰祺剪纸非遗传承人。他说：

“人人都要为抗疫出把力。我作为一名剪纸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剪刀就是我的武
器，我要用剪纸为战斗在一线的工作者和普
通群众加油鼓劲。”

鲁南兰祺剪纸非遗传承人

创作系列作品助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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