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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鼠文学”

  “鼠鼠我啊，长这么大还没牵过女孩的手，也
交不到女朋友”“鼠鼠我啊，这一年好像把人生过
得特别糟糕”“鼠鼠我啊，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最
优秀的”……最近，一种自称为老鼠的“鼠鼠文
学”火了。
  释义：这是一种调侃和自嘲的表达方式。老鼠
生活在不见天日的角落，一般被认为是肮脏的，人
人喊打的。使用者自比老鼠，意指自己是社会中不
起眼的小角色，无甚天赋，屡屡受挫、屡屡失意。
鼠鼠文学一般以“鼠鼠我啊”开头，用自嘲的语
气，讲述自己的辛酸经历。
  近义词：小丑竟是我自己。小丑本意为马戏团
里的一种角色，画着夸张的笑容，动作表情滑稽，
而自己的苦涩只能藏在厚重妆容之下，就像生活不
如意却还要努力保持微笑的人，引申含义可以指代
“生活不如意，在网上哗众取宠的人”“自作多情
的人”“前后态度反差巨大，让人觉得可笑滑稽的
人”“游戏操作滑稽可笑的人”等，多用于自嘲。
  “鼠鼠文学”多配合相关表情包同步使用。豆
豆眼，矮胖滚圆的鼠鼠形象，与“鼠鼠我啊”仿动
物的萌态语气一起，在自嘲的同时，也容易让人产
生同情，这样，“鼠鼠文学”就成了失意者的抱团
取暖。
  如果只是通过自嘲的方式寻求同类群体的慰
藉，“鼠鼠文学”的流行亦无可厚非。但倘若一直
陷入悲观的情绪，就会忽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越
是自我贬低，越是找不到出路。再说，即便真的不
能达到世俗的成功标准，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自我价值。“鼠鼠我啊，同样可以活得精彩。”

“浪浪山”

  一部动画短篇集《中国奇谭》，带火了“浪浪
山”，也让无数人开始思考自己与“浪浪山”的
关系。
  释义：“浪浪山”代指家乡。出自动画短篇集
《中国奇谭》中的一个虚拟地名。浪浪山是片中主
角小猪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代入现代打工人的视
角，小猪妖在浪浪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妈妈和弟
弟妹妹也在身边，事业上虽没有什么成就，却也平
淡幸福。但小猪妖不满足现状，想离开浪浪山，出
去闯闯。一句“想要离开浪浪山”，折射出无数人
的心态。
  每个人都会有改变现状的想法，离开“浪浪
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不
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总想“生活在别处”，也
是每个人自我探索的动力。尽管翻过一座浪浪山，
还有千千万万座浪浪山等着我们，但每到一处，必
会收获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心情。同理，留在浪
浪山，也是一种选择，生活总会继续，明天也总在
更迭变化。一成不变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创
造生活的人。

“叠甲”

  近日，一段名为“叠甲圣经”的视频走红网
络，列举了创作者可能受到的各种质疑与揣测，黑
底黄字密密麻麻，将“叠甲”这个词带入大众
视野。
  释义：指为了规避网络发言时面临的质疑或引
起的争论，在发言前使用大量限定词标明立场。
如，“本人表达观点仅字面含义，非引战，非水
军，非反串，仅为个人感想，无任何衍生含义，内
容不代表任何其他团体个人，无任何隐喻、暗示、
反串、碰瓷、蹭热度等想法……”
  这折射出当前网络讨论氛围不够友好的事实。
在公共讨论中，很多人并不是根据对方的观点就事
论事，而是盯着发言者的身份、言语间的疏忽，揣
摩其动机，进而全盘否定其言说的内容。社交平台
上显示出的 IP 属地、性别等信息，都可能成为挑
起一场争论的导火索。网友紧盯着发言者的身份，
对他讲的是什么却不在乎。人们越来越难以形成共
识，也越来越难以就彼此的差异进行合理辩驳。
  叠甲，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在发
言之前，先给自己叠上层层盔甲，希望对方不要以
人废言，防范无差别的人身攻击，试图让讨论回归
正常轨道。这种被动的防御，实际上能发挥多少效
力，我们不得而知。但理想的沟通环境，不应是双
方穿着厚厚的盔甲防御伤害，而是每个人都换位思
考，摒弃偏见，理性沟通。我们期待着大家都卸下
盔甲，让沟通畅通自如的那天。

“公主下午茶”

  “公主下午茶”，听到这个词，很多人脑海中
都会出现一位装束典雅的名媛淑女，优雅地品尝下
午茶的场景。但在短视频平台上，“公主下午茶”
有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画风。
  释义：网友对贵族下午茶的戏谑化表达方式，
指把下午茶吃成最接地气的模样。传统下午茶中的
精致糕点，被替换为具有各地特色的平价小吃。于
是，我们能看到，一位高贵的“东北公主”，正在
享用她的下午茶：猪皮冻和蒜酱；一位“河南公
主”，则醉心于她的开封式下午茶：胡辣汤泡面。
  “公主下午茶”，这个颇具贵族情调的词被彻
底解构了。普通人也可以自称为“公主”，可以随
时随地享受那种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在网络
上，用类似“公主下午茶”的噱头炮制一场营销盛
宴的做法很常见，这次网友用最朴素的方式解构这
种消费主义的伪装，反映出越来越讲求实际的
观念。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若瑾

  “艺术创作有温度、不生硬，听者自然就
感同身受了。”青年词作家杨萌像是有一把筛
子，悉心淘澄着平凡日子里流淌出的每一丝温
暖和感动。作为全国首部烈士归家题材微电影
歌曲MV《回家的路》的词作者，杨萌的词中
未见“情怀”二字，却处处流露情怀；不言感
动，却让听者时时感同身受。“对一名音乐
人、一名创作者来说，‘共情力’是十分难得
的，我从未经历过你的故事，也从未感受过你
的悲喜，但是我的表达能够深入你心里，观众
一听，就仿佛这首歌在述说自己的故事。”
他说。
  2022 年9月30 日烈士纪念日当天，历经两
个月的创作、拍摄，《回家的路》上线。杨萌
回忆了从创作灵感到落地拍摄，从作品呈现到
观众反馈等一系列台前幕后的故事。
  他所在的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自 2021
年 1 月开展了使用DNA 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
寻亲活动，迄今已经为49 位烈士寻到家人。
去年9 月 16 日第九批88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回国。杨萌一直关注相关消息，为
英烈创作一首公益作品的想法一直萦绕心头。
当他看到单位官网转发的一系列烈士寻亲视
频，尤其是93 岁的张淑卿老人苦等丈夫74 年
的故事时，被深深打动了。
  “也许讨论情怀、荣耀等诸如此类的词
有些空泛，我就想把所见到的景象写成词，
所见即歌词。看着视频里的张淑卿老人，一
遍遍抚摸着丈夫的军装照，那句歌词一下子
就出来了——— 还是那个老相框，已经被我抚
摸得滚烫。定格青春的军装，对话着眉宇的
沧桑。”
  杨萌随即联系了老搭档青年作曲家李少
卿，在做了大量功课后，短短半小时杨萌就完
成了歌词的初稿，当晚把歌词交给了李少卿，
仅用一小时旋律就谱出，快速搭建起了一部微
电影MV歌曲的骨架。“我召集了一些战友、
朋友，打电话联系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拒
绝，也没有一个人提及费用，像担任声乐指导
的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歌唱
家王利华老师，主演MV的原济南军区前卫文
工团国家一级演员、话剧表演艺术家刘树真老
师，导演张培涛等所有人，全部都是免费出
演、指导、拍摄制作的。”
  清酒一瓶，黄花一束，MV中的老人挪动
着脚步攀上通往纪念碑的阶梯，不断摩挲着嵌
在石碑上的那张照片，眼含热泪、颤颤巍巍地

诉说着思念：“喝点酒，我可是一直没忘了你
啊，一直等你，等你回家……”摄影师一打开
摄像机，刘树真立刻朝纪念碑跪了下去，杨萌
想提醒这位大病初愈的老人小心地上布满的小
石子。刘树真却说：“没事孩子，别打扰
我。”“我的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拍摄的
时候我就跟着哭。”杨萌说，台前即幕后，没
有刻意的摆拍，也不必刻意雕琢台词、揣摩动
作，MV 中呈现的画面更像是一种真实的记
录，一种对真实故事的生动重现。MV中老人
开场念叨的词起初并不在脚本上，是刘树真的
临场发挥和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心怀热忱的
主创人员用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共同诠释着
MV开头那句“青春许国，英魂回家，只要我
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从部队退伍后的杨萌并没有选择回老家工
作，而是留在济南继续追求着他的音乐梦想。
在他笔下，济南这座城市似乎有种濯净铅华后
的质朴纯真。
  “写济南，却不能只写济南。写济南的千
佛山、趵突泉、大明湖，写不全济南，这些著
名景点是济南的标志，却不能完全代表济南。
首先要抓住这个城市的人文、厚重的历史，而
非具体的意象；其次要写有共性的东西，以点
带面，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创作还要接
地气儿。”
  “喝着泉水长大，仗义是咱的本分，说话

嗓门像咋呼，相处一起楞恣儿，我们爱蹦木根
儿，却从来不点划人儿，一句亲切的‘老师
儿’拉近了你我的距离”，他用地道的方言和
欢脱幽默的曲调将济南人热情乐观的待人接物
之道尽致描绘；“是谁打翻了调色板？是谁泼
墨了万眼泉？是谁染绿了柳叶弯？是谁种下城
中的山”，歌词尽收济南风光，再铺陈一幅包
罗万象的城市画卷；“家门前的大明湖是一盏
大碗茶，大观园的戏台上还讲着你我他，掀开
一张青石板听千年的问答，泉水声声那是我与
二安的对话”，作品更以小视角为切入点，细
致入微地刻画着深入济南人血脉的人文底
蕴……
  “通常的写法可能是大明湖映照着千佛
山，这往往就写大了。我琢磨如何能打破常
规，用小的东西、具象化的形象去写，所以采
用虚实结合的写法，像孩子涂鸦一样，拿生活
元素去描绘，济南人既是画中的人，也是作画
的人。”杨萌的作品以民谣曲风为主，很多作
品融入山东快书、山东琴书、京剧等曲艺、戏
曲元素，这也是源于他骨子里流淌的传统艺术
DNA。淘澄人间烟火，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之
中感知人情的温度；穿梭嘈杂纷繁，在日复一
日的历史更迭之中找寻朴素的纯真，这位青年
词作家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人们看到真诚
的重量、人情的温度，理解城市的故事、时代
的故事。

杨萌：温度与共，歌以咏情

　　草木蔓发，又到春山可望时。
　　泉城济南，更是得大自然之钟爱和
偏宠，萃山水之灵秀、人文之精华于一
区，具举世罕有的湖、泉、山、河、城
之胜景。
　　济南的山，虽不如济南的水（泉、
湖）那样出名，却也各具风姿风雅，与
名泉、明湖共同绘就了独特的地域风
景。近期，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济
南市地方史志研究院）主持编纂、济南
文史学者刘书龙辑校的《济南名山诗总
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
分上、下两卷，60余万字，共收录历代
1000 多位诗人题咏济南名山的诗作3500
余首。本报记者专访该书辑校者刘书龙
先生，听他讲述济南名山背后的无限
诗情。
　　刘书龙介绍，济南的山与水（泉、
湖）本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二者
相伴共生。众所周知，济南市区的泉水
来自南部山区，南部山区的降水渗漏地
下，顺岩层倾斜方向北流，至城区遇到
侵入岩体阻挡，地下潜流大量汇聚，地
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出露地表，形成了
为数众多的泉水。此外，济南还有许多
名泉位于名山之下，如佛慧山下的甘露
泉、长生泉，华山下的华泉，龙洞的白
龙泉、黑龙泉、金沙泉、悬珠泉，佛峪
的林汲泉、露华泉，云翠山北端扈山山
坳中的扈泉等。
　　“若说泉是济南的灵魂，那么山可
以说是济南的风骨。”刘书龙说，无论
是元代地理学家于钦所说的“济南山水
甲齐鲁”“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
开画图”，还是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
好问所说的“羡煞济南山水好”、清代
文人刘中柱的“济南山水天下称”、汪
国的“济南山水最瑰异”、王赓言的
“济南夙称山水窟”、张昭潜的“济南
山水奇”、龙岭的“济南山水天下无，
的的青山淼淼湖”，皆将济南的山与水
并列称赞。
　　当然，山色与诗人往往互相成就。
山川景物，异彩纷呈，往往能触动诗人
的心扉。许多诗人对济南的山情有独
钟，如清代诗人刘开曾有“济南之山秀
无比”这样的赞叹之句。清代诗人龙岭
在其《拟题赵松雪〈鹊华秋色图〉》一
诗中更是直接赞美：“济南之山天下
奇，烟鬟云髻堆迷离。”
　　还有一些诗人，在济南时则只写过
济南的山，却没写过济南的泉，如明代
诗坛的济南诗人李攀龙曾写下《与魏使
君宿龙洞山寺，同赋》《酬张转运龙洞
山之作》《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
《与转运诸公登华不注绝顶》等多首记
游题咏济南名山的诗作，可其《沧溟
集》三十卷中却找不到一首甚至一句写
济南泉水的诗。
　　在山水怀抱中的济南，作为一座历
史文化名城，古时距重要的南北交通驿
道不远，士子文人们在北上京城参加会
试或南下返乡时，往往都要到济南一
游，并留下数以万计的题咏诗词、记游
文章，以及对济南湖、泉、山胜景的赞
美。“如果将这些题咏诗词、记游文章
从各种古籍和民国文献中找出来，并将
其整理汇编成书，可以为济南历史文化
研究提供一定的文献便利，也可以更加
充分地展现印证济南山水之胜、文化之
富、底蕴之厚。”刘书龙说。
　　行胜于言。自2006年开始，刘书龙

便致力于搜寻、辑录、整理历代题咏描
写济南山水名胜、古迹风物的诗文作
品。截至目前，他已持续用力近二十年
之久，先后查阅了济南现存的近四十部
历代旧方志和各个版本的《山东通
志》，以及外地的一些旧方志，并循着
种种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查到了大量济
南籍和曾经客居济南的文人的诗文别
集，以及大型丛书中的集部文献，共辑
录到历代写济南的诗文数万首（篇）、
数百万字。在此基础上，刘书龙先后单
独编著或与他人合著出版了《名家笔下
的老济南》《大明湖历代文萃》《大明
湖历代诗荟》《民国济南风情》《名泉
文萃》等书籍。
　　在编撰此类书籍的过程中，尽管刘
书龙的出发点是想着能将相关诗文“一
网打尽”，但受各种限制，每次只能做
到相对“全”，每次在书出版后，就往
往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比如目前所辑
录到的历代写大明湖的诗文的数量，比
2008年底编著《大明湖历代文萃》和
《大明湖历代诗荟》两书时多出好
几倍。
　　具体到《济南名山诗总汇》一书，
刘书龙说自己在编纂过程中尽可能地避
免附会滥收之弊。“我不论是作文，还
是编书，最不喜牵强附会、名不副实，
所以我会时时注意力避为追求数量之多
而无原则滥收之弊，对那些明显是专写
济南名泉、明湖及其他名胜风物，只是
诗句中提到了济南某山或仅仅是出现了
‘山’字的诗作，一概不予收录。不
然，这套书中所收录的诗作数量可能会
再多出三四千首，甚至更多。”
　　另外，这套书中还有一个创新，在
附录的“诗人小传”部分，刘书龙查阅
各种古籍文献，尤其是翻检相应的诗文
别集全书，特别是序、跋、墓志碑传部
分，新考证出原来当代文献中无明确记
载的一些诗人的生卒年。
　　“这套《济南名山诗总汇》是又一
枚不大不小的新果，书中所收诗数量
3500 余首，约为目前自己辑录到的历代
写济南的诗词总数的1/6。”刘书龙说，
希望此书可以让人们在登临游览济南的
名山时能超越“看山只是山”的层面，
达到“看山不仅是山，还可以看到山的
历史和文化”的境界，从而能更加真切
地领略品味济南名山的秀美与诗意，汲
取其中的有益经验，不断发扬创新，写
出更多充满家国情怀的优秀作品。
　　在古代诗坛，山水诗的创作有其内
在轨迹。汉代以前，很少有诗人以山川
风物为创作题材，这和农业生产力尚处
于低下阶段以及文化思潮的影响有关。
真正把山水视为衬托作者心情的背景，
且将它视为创作题材的主体的做法直到
魏晋时期才成为诗坛的一股潮流。
　　翻阅《济南名山诗总汇》一书，也
可寻找到这一潮流的蛛丝马迹。书中所
收的最早歌咏济南名山的古诗，便是魏
收所作的《七月七日登舜山诗》：“述
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
留谢此山阿。”当然，该书收录的诗作
的作者主要是身在官场的士大夫，其笔
下的山应当理解为文人心灵的栖居之
所、心造之境，应从古代文化的整体观
上去把握。

　　怎样才能观察并捕捉到济南山川的
特色？这里涉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
观念。如同样是写千佛山，于钦写道：
“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开画图。
群山尾岱走东海，鹊华落星青照湖。”
而到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
皇帝来济南游玩，登上千佛山，看到青
翠峭拔的山峰，姿态各异的石佛，不禁
诗兴大发，也留下了一首长诗《千佛山
极目有作》：“分干自岱宗，冈峦雄且
秀……泰麓巢云处，延赏既已富。探奇
复得此，坐久消清昼。因悟境无穷，骋
怀难尽副。”他在登临千佛山后，也探
明了千佛山与泰山的关系，眼光扫至石
佛、空洞、绿荫后，恍然顿悟要想观尽
天下美景是难以做到的。
　　济南群山的形体、线条、色彩所呈
现的审美形态，是客观的存在，它们也
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气势。如清代诗人
朱照所写的《游南山过梯子岭》：“梯
子竖危峰，白云时半封。斜阳余草际，
苍藓断人踪。致我高千仞，看山得万
重。重重天姥髻，百里尽芙蓉。”
　　然而，“山水多情能寄傲”（清诗
人周在建句）、“好句多因山水助”
（清代济南文人朱曾敬语），山川风物
呈现的景色与神采，又是通过作为审美
主体的诗人传达到读者的面前。换言
之，大山大河的形象，必然会刺激诗人
的思想感情，“物色之动，心亦摇
焉”。于是，审美客体之“神”，与审
美主体之“神”相融合，这才通过文字
符号，把济南山的意境呈现在读者面
前。看蒲松龄老先生写章丘女郎山，依
旧有一股写鬼写妖高人一筹的诡谲：
“当年曾此葬双鬟，骚客凭临泪色斑。
远翠飘摇青郭外，小坟杂沓乱云间。秋
郊罗袜迷榛梗，月夜霜风冷珮环。旧迹
不知何处是，于今空说女郎山。”
　　著名文史学者顾随曾提出一个观
点：“在中国诗史上，所有人的作品可
以四字括之——— 无可奈何。”品读济南
名山诗词，也多有此感，有人感叹逝者
如斯夫，有人借景消愁，派生出“象外
之象”。如明代人国进在路过平阴孔子
山时，写《杏坛遗响》道：“荒山余古
道，圣辙此经过。遗迹几千载，流光耿
未磨。”而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则在路过
开山时写道：“细雨濛濛客暂停，毡衣
半谢晓寒轻。青山对面垂帘坐，绝顶风
吹牛铎声。”古人在诗歌创作中有一种
重要的手法，即“借景抒情”“寓情于
景”，诸如此类描写济南名山的诗作也
是如此。“还请读者在这些诗作中赏其
美、品其意、传其神。”刘书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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