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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6月22日晚，由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健康委、
省广播电视局和抚顺市委、市政府联合摄制，北
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主旋律影片《黄
玫瑰》，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殊荣

——主人公邹笑春的扮演者姜宏波收获最受传媒关注女
主角奖项，此外，该片还获传媒关注单元入围影片和最受
传媒关注女配角提名。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
注 单 元 由 电 影 频 道 节 目 中 心

（CCTV—6）创办于 2004 年，15 年来
一直致力于扶植中国电影产业、推动
国产影片发展的专业性电影评选。

据介绍，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
一向注重展现新时代中国电影的风
采，同时也力求凸显国产电影类型跨
度的宽广及题材的多元。此次《黄玫
瑰》能够入围，一是因为该片在中国电
影史上首次在题材上围绕工作在防治
艾滋病一线的医护人员展开；二是因
为主演姜宏波真实地演绎了邹笑春身
上的坚韧与温暖，让观众看到了这位
平凡又伟大的医护工作者最美的一
面,热情讴歌了那些在基层岗位上为

群众贡献不凡力量的中国好人。
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 15 年间

推出过《钢的琴》等颇具影响力的作
品。此次电影节入围的《鼠胆英雄》

《穿越时空的玫瑰》《远去的牧歌》《黄
玫瑰》等 12 部影片，从传统文化到异
国风情，从家庭伦理到都市青春，类型
多样，共同角逐最受传媒关注影片、最
受传媒关注导演、最受传媒关注编剧、
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最受传媒关注
女主角、最受传媒关注男配角、最受传
媒关注女配角、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导
演、最受传媒关注新人男演员、最受传
媒关注新人女演员 10 个奖项。对于

《黄玫瑰》收获的多项殊荣，专家和观
众给出了“实至名归”的一致说法。

获殊荣实至名归

高考分数出来了，进入报志愿阶
段。是选择外地还是本地的学校，这
是很多父母的纠结。有朋友来问我
的意见，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
这件事倒是多少与我正在读的两本
书有点联系。

两本书都与作者的故乡和童年
记忆有关。一本是阎连科的新作《我
与父辈》。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
品，特殊年代里偏僻乡村的一个家族
的故事，一个贫寒之家的少年艰辛的
成长经历。另一本是麦家的《人生海
海》，想读只是因为作者的一句话：一
辈子总要有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一方
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另一方
面，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

两本书都没有读完，但作者对故
乡和亲人带有愧疚与忏悔的深挚情
感已经深深打动了我。特别是《我与
父辈》，因为是自传性质，所以情感表
达得更为直接。作者自序以《被我走
丢了的家》为题，对“出走”的主题反
复思考，很多文字都值得引述：

“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
些’，我就为这个‘出息’开始勤奋和
努力。米切尔（美国小说《飘》的作
者，这里意指对世界文学的阅读——
编者注）把另外一个世界给我了，我
就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思摸和触碰，
写作和读书，挣稿费和立事业，然后
累了就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上，同母
亲、哥哥、姐姐们说说话，为邻居、村
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息缓过
来了，就从那个村落再往远处走，到
累了再回那个村里、家里歇几天。”

“没有我，那块土地依然会遵循
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轨迹，日出日落，
岁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么样，千年
之后还是什么样。而我若没有那块

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没有那村落，
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就像少年出逃的一个野孩子，
虽在梦中经常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和
村落里，可他到了年过半百、岁至花
甲，因为精疲力竭要返回故里补给和
养老时，他找不到他的家在哪儿了，
找不到生他养他的村庄和土地到底
在哪儿了。不是家和土地丢弃了他，
是因为他走得过久、过远弄丢了家。”

作家海明威说，辛酸的童年是对
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童年与故乡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莫言就此
提出在思想上或者说哲学上“超越故
乡”的观点，认为这是对作家的一种
考验。其实又何止是文学家的故乡
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学里也
在生活里不断出走、不断回望，不断

“超越故乡”。
阎连科们的心路历程很多在异

乡求学、生活的人可能都有，只不过
没有作者想得这么深透。但对故乡
的愧疚与忏悔可曾让人停下了脚
步？估计很少有人会这样想。没有
出走，何来旅途中的丢失与迷茫，又
怎能如此渴望故乡和土地的慰藉？
更何况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年轻
人能够一辈子安心蛰伏于乡土，即使
身体可以，心灵也已经出走。

说到这儿，似乎离本文开头的问
题远了点儿，文学的描述肯定解决不
了家长们的现实困惑，但或许阎连科
书中的另外一句话会在他们最终做
出选择之后聊以安慰：

“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城巷
和房子里；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
城巷和房子外；还有些人，注定是一
生都来回行走、徘徊在村落、城巷和
房子的里边和外面。”

故乡的超越与返回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话
剧《詹天佑》日前在大连交通大学旅
顺校区礼堂连续演出两场，2000余名
师生观看了演出。自此，拉开了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詹天佑》全
国公益巡演活动的帷幕。大连交通
大学全体师生给予该剧热烈好评。

话剧《詹天佑》由河北省委宣传
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演艺

集团联合监制，河北省话剧院演艺
有限公司创作。该剧是2017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刚刚入选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
由黄维若编剧、胡宗琪执导的话剧

《詹天佑》讲述了“中国铁路之父”“中
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为了中国的
铁路事业发展拼搏、奋斗、奉献，最
终完成京张铁路修建的故事。

河北话剧《詹天佑》在大连上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孔
子学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讲座日前在沈阳师范大学举办，这是

“辽海讲坛”系列专题讲座之一，由省
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
办，沈阳师范大学承办，沈阳师范大
学副教授、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
学院前任中方院长刘立主讲。

在讲座中，刘立介绍了由国家
汉办与沈阳师范大学共同建设的两

所孔子学院的相关情况，讲解了黎巴
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约旦安曼
TAG孔子学院如何开展汉语学习、
中国文化推介，并阐述了孔子学院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黎巴嫩
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约旦安曼
TAG孔子学院联合完成了国家汉办
的科研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
语教学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调查研
究——以黎巴嫩和约旦为例》。

辽海讲坛举办“一带一路”讲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从地

中海到中国—— 平山郁夫藏丝路文
物展”正在省博物馆开展，精美的南
意大利牛头形红彩陶酒壶、神秘罕见
的阿富汗女神石坐像等一大批珍贵
文物纷纷亮相。

此次展览中，可以观赏到公元
4至5 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吊提梁玻
璃瓶。这个十分精美的文物，为连体
瓶周身缠绕着玻璃绳，侧面也缠有波
浪形的玻璃绳。在瓶口上端装有较
大的两层把手。这种用玻璃绳点缀
的复杂装饰，需要玻璃匠人拥有非常
高的制作速度与成熟的温度控制。
因为一旦在制作完工前玻璃凝固，就
再也无法加工。这一展品是由罗马
时代熟练的玻璃吹制匠人打造的一
级珍品。

一件名为牛头形红彩陶酒壶的
文物，来自公元前 4 世纪的南意大
利。酒壶是一头黑色公牛头部的形
状。外层的涂料含有较多的铁，所
以散发出金属光泽。酒壶上面采用
红绘技法，这是一种古代希腊陶器

的传统绘制工艺，它可以使陶器上
所画的人物等图案更有立体感。酒
壶上图案描绘了希腊神话中著名的
一幕。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一种叫作
“来通杯”的容器，其本质上是一种角
形杯，是饮酒或祭酒的容器，一般为

牛、马、鹿等兽首造型，液体由兽首倒
出。来通杯流行于古代西亚与欧洲，
从实际用途与艺术造型来看，其与中
国上古的角觥颇为相似。借助“丝绸
之路”，早期盛行于西亚的来通杯也
得以传入我国。在我国的部分地区，
也出土过来通杯。

在展览中还可以看到马、牛等动
物形状的来通杯，如来自伊朗西北部
帕提亚时代的马形彩釉陶来通杯，其
下部为两腿前伸的马的前半身，胸部
有一小孔，为流出口，小孔还有塞子
残留。

还可以看到绿釉人面来通杯，
上部为双耳瓶状，底部为山羊或鹿
的头部形状，瓶肩部饰有手持杯子
横躺着的赫拉克勒斯像。下部雕刻
了一个头戴冠带，头两侧为卷发的
贵人头像。这样造型的来通杯是极
为少见的。

据省博物馆馆长吴炎亮介绍，平
山郁夫是日本当代成就最高的艺术
家之一，本次展览展出了平山郁夫收
集的文物和他创作的丝路题材画作
共 192 件（套），“展品年代上起公元
前 2000 年，下至公元 8 世纪，涵盖了
陆上丝绸之路从地中海中部地区、两
河流域到印度的主要古代文明成果。
通过这个展览，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可
以感受平山郁夫先生的中国情结，领
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魅力。”

辽博推出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
展品涵盖从地中海中部、两河流域到印度的主要古代文明成果

主演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奖感言

这个奖是替《黄玫瑰》主人公得的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作为首部反映我国防治艾滋病
一线医护英雄的电影，影片《黄玫瑰》
深情歌颂了“最美医生”邹笑春的大
爱人生。影片以新时期疾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的优秀代表——抚
顺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治疗与关
爱中心原主任邹笑春为原型，聚焦
坚守防艾第一线整整 10 年的她，
在罹患病症的人生最后时光，仍以
大爱为患者撑起一片天的感人事
迹，艺术地再现了这位医者无私、

善良、奉献、勇敢的光辉形象。在
导演宁敬武的纪实化处理及女主
角姜宏波的感人演绎下，电影《黄
玫瑰》还原并展示出艾滋病患者群
体的真实生存现状，在呼唤社会对
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理解与帮助
层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与此同时，影片也突破了传统的
主旋律电影表述模式，以更贴近生活
的艺术化创新手法，传递着意蕴悠长
的生命哲思。

还原真实的邹笑春

《黄玫瑰》在电影节上展映后好
评如潮，特别是姜宏波饰演的邹笑
春打动了无数观众。

在宁敬武看来，邹笑春同为“英
雄”和“普通人”的身份和经历令人
敬佩，她用 44 岁的生命谱写了一
曲关于“生命倒计时”的赞歌。宁
敬武称，邹笑春设立的“关爱之家”
庇护着不为世人所了解的艾滋病
患者群体，许多病人在这里找到了
生的希望，这令自己备受感动。他
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给整个社会带
来一丝温暖。

姜宏波获奖后感言：“这个奖
是替我们电影主人公邹笑春得的，
也把这份荣誉分享给工作在第一

线的医护人员，她们是我心中最美
的医生，让我们一起把关爱、理解、
包容传递下去。”她表示，有幸演了
这个角色，她会以更加敬业的态度
继续传递坚韧的力量。

制片人刘世龙回忆起本片历时
三年、跨越两个寒冬的艰难拍摄过
程，他提到，在当时低至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的东北，每一场拍摄都是对全
剧组巨大的挑战，主演姜宏波甚至冻
到失去知觉，但直到影片杀青，全员
人马都坚持在岗。刘世龙说，要感
恩这个英模辈出的时代，感恩辽宁
这片土地的滋养，感恩雷锋城市抚
顺，感恩奋斗在我国防治艾滋病一
线的全体医护人员。

感言替邹笑春得奖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21 日，由九方禾谷艺术馆策划的

“北斗错落长庚明——王弘力艺术
纪念展”在沈阳开展。

王弘力，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天
津，是著名书画家、古文字学家、学
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
古文字研究会会员，沈阳文史研究
馆馆员。王弘力 1949 年后入东北

画报社（辽宁美术出版社前身）任美
编、编审。其连环画代表作《十五贯》
曾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绘画一
等奖。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曾
受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邀
请创作国画《牧野之战》《国人起义》，
均入藏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
馆）。本次展览是一次全方位、全品
类、全视角的纪念型展览。

王弘力艺术纪念展开展

电影《黄玫瑰》剧照 主演姜宏波领奖现场

展品年代上起公元前 2000 年，下至公元 8 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