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美术编辑 杨秀秀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zrbwhb2023@163 .com
文化 15

《出走的决心》

居热门电影榜榜首
  据豆瓣电影最新数据统计，热门电影榜榜首为
《出走的决心》，热度107 . 7 万。《出走的决心》
是由尹丽川执导，阿美、尹丽川编剧，咏梅、姜
武、吴倩、张本煜领衔主演，李嘉鑫、泽南、陈玺
旭主演的电影，于2024 年 9 月 15 日中秋档全国上
映。该片根据郑州50岁自驾游阿姨——— 苏敏真人故
事改编。天真烂漫的李红（咏梅 饰）一生有过许
多梦想，18岁时憧憬大学，25岁时憧憬爱情，45岁
时憧憬远游……但为了那些“对别人来说更重要”
的事，她只能一等再等，也一再错过。50岁，她决
心不再等待，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影片一上映便好
评如潮，有网友评论：“第一次在大银幕看见女孩
们大声高喊自己的理想。第一次在大银幕看见母女
关系中的互助，与跨时代对话。并且逻辑清晰地表
达了家庭中隐身的男性，看见了特别多的女性。几
乎是从头哭到尾。”
  《野孩子》居榜单第二，热度为55.5万。《野
孩子》（Stand By Me）是由殷若昕执导，徐逸洲
编剧的剧情电影。该片由王俊凯领衔主演，邓家
佳、陈永胜、潘斌龙主演，于2024年9月13日上
映。该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聚焦
“社会困境儿童”群体，讲述了“小偷”哥哥马
亮在巧合下遇见了“孤儿”弟弟轩轩，相似的命
运让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然而一群不速之客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马亮决心不惜一切守护弟弟
和他们的家。

《去遇见》

问鼎微信读书飙升榜
  据微信读书最新数据统计，壹心娱乐创始人
杨天真的《去遇见》以75.5%的读书推荐值位居微
信读书飙升榜榜首。《去遇见》于2024年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主题为“去遇见”，即
鼓励读者通过旅行和经历去探索自我，寻找生活
的意义和价值。杨天真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
分享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和感悟，旨在帮助读者
于不断的变化和挑战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个
人的成长和蜕变。书中强调了旅行的重要性，杨
天真通过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了与不同人的相
遇、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此
外，《去遇见》也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
压力和挑战，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由。杨天真通
过自己的故事和观察，提供了一种生活态度和哲
学，即通过不断的“去”和“遇见”，达到内心
的平和与满足。
  洞见君的《把自己活明白》居榜单第二。这
是一本深入浅出地探讨人生智慧的书籍。这本书
从认知水平、思维方式、情绪管理、人际交往、
家庭关系以及工作态度等六大维度，全方位为我
们解析了如何提升自我，如何理解人性，如何活
得明白。

《Champion My Way》

领跑音乐巅峰飙升榜
  据Q Q 音乐 巅峰飙 升榜最 新数据统 计，
《Champion My Way》居榜单首位。该曲是王俊
凯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4年9月21日，收录于同
名专辑《Champion My Way》中。作品旨在传达
“敢想”的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和热爱。歌曲封面展现了自信气场全开的态度，
预示着这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激励的歌曲。它的歌
词和旋律都充满了青春热血和节奏感，让人心潮
澎湃。这首歌不仅是王俊凯送给自己的25岁生日
礼物，也是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和信念的表达。每
一句歌词都鼓励人们要敢于追寻梦想，热爱生
活，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这首歌的发布，得到
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许多粉丝和网友纷纷表
示，歌曲不仅好听，而且给人以力量和勇气，让
人更加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被年龄和其他
人的看法所束缚。许多人在听到这首歌后，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活出自己的样子，勇敢
地热爱，大胆地追求，是做自己生活冠军的关
键。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王俊凯对
年轻一代的鼓励和激励，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面
对生活的挑战，成为自己生活的冠军。
  《野人》居榜单第二，《野人》是由ICE杨长
青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4年5月27日，收录于同
名专辑《野人》中。这首歌曲在多个平台获得了广
泛的关注和讨论。

《流水迢迢》

登顶电视剧热搜榜
  据腾讯视频最新数据统计，《流水迢迢》登
顶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搜榜，讨论破300万。该剧是
由周靖韬、綦晓卉、梁宝全执导，任嘉伦、李兰
迪、徐正溪领衔主演的武侠古装爱情传奇剧。该
剧于2024年9月14日在腾讯视频开播，根据箫楼的
同名小说《流水迢迢》改编，讲述了月落城少城
主萧无瑕化名为卫昭潜伏椋国多年，背负佞臣骂
名，为查清家族被害真相，试图掳走当年案件中
的唯一活口，但自己精心布置的计划却被突然出
现的少女江慈所破坏。裴琰趁机将重伤的江慈养
入府中，以求找到幕后“破坏者”。三人各怀心
思，在大梁和月落间上演了一番关乎家国的爱恨
情仇。
  《女特警》居榜单第二，该剧是由刘猛编剧、
导演，保剑锋、伊然领衔主演，王劲松特邀出演的
公安青春励志剧。该剧讲述了程菡玥、何雨洋、王
睿洁等一批性格各异的女孩，在“人民警察为人
民”的精神感召下，加入特警队伍，传承特警精
神，奉献青春力量，经历了艰难的任务磨练，并在
大队长彭鹰翔的带领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公安女
特警的故事。
     （□记者 朱子钰 实习生 亓康硕）

  □ 张九龙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动荡，人们更意识到和
平的可贵，这在齐鲁先贤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晏子春秋·外篇》记载，齐景公曾问晏
婴“和”与“同”的区别。晏子回答说：“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
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
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意思是，所谓和
谐，就像煮肉汤一样，要用水、火、醋、酱、
盐、梅子来烹调鱼和肉，用柴草烧火加热，厨
师不断搅拌它，还要调剂它的味道。味淡了就
再添点佐料，浓了就少放佐料。人们吃了才心
情平和。这种对“和”的认识，直接影响了齐
国的政策，“强兵慎战”“诚信礼让”“商贸
止战”的齐国，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标
杆”。
  墨子则明确提出“尚同”“非攻”“兼
爱”的和平思想，比如“若使天下兼相爱，国

与国不相攻……若此，则天下治”（《墨子·
兼爱上》）。在墨子看来，只有消除战乱，制
止战争，才能实现和平，而和平只有“兼爱”
才能实现。他追求和平、主张“非攻”，但对
战争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于那些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或自卫战争并不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墨家不仅是和平文化的倡导
者，还是和平文化的践行者。墨子为阻止楚宋
之战，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
夜，磨破了脚底，说服公输盘和楚王，并多次
瓦解了公输盘攻势。公输盘要杀死墨子，墨子
说：“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
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
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国最
终放弃攻宋，战争得以避免。
  有趣的是，专门指导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兵
家，同样表现出鲜明的追求和平及“慎战”的
理念。
  《孙子兵法》提出的“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上兵
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
集中体现了齐国军事的“慎战”思想。《六
韬》记载了周文王、周武王问政姜太公时，姜
太公提出的军事战略，内容仍是不支持采用军
事手段，而主张用政治、外交手段打击敌人。
兵书《司马法》则倡导以仁爱为本的义战，提
出“以战止战”的战略，反对轻战、妄战，指
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认为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但不能轻易
发动战争。
  对和平最为推崇的，当数以孔子和孟子为
代表的儒家，其和平理念体现在修齐论、和谐
论、仁爱论中。
  例如，修齐论有《礼记·大学》的“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和谐论有《论语·学而》的“礼之用，
和为贵”，《中庸》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也”，《左传·隐公六年》的“亲仁善邻，国

之宝也”。仁爱论有《孟子·尽心上》的“仁
者无不爱”，《孟子·离娄下》的“仁者爱
人”，《孟子·梁惠王上》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颜渊》
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公冶长》的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儒家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
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
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
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
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
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
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
曲意逢迎。
  进一步推而广之，孔子提出了“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下为公，意味
着和谐相处，守望相助，共同发展。“天下为
公”是中国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
道德精神的核心。

齐鲁先贤话和平

善学才是捷径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国国鹏鹏

    99月月22日日至至33日日，，第第九九次次全全国国

青青年年作作家家创创作作会会议议在在北北京京召召开开，，

1199位位山山东东作作家家参参加加。。此此次次会会议议上上

的的一一个个热热词词是是““学学习习””，，这这也也正正

是是培培养养文文学学人人才才、、繁繁荣荣文文学学事事业业

的的关关键键所所在在。。开开幕幕式式上上，，作作家家王王

蒙蒙、、莫莫言言在在主主题题演演讲讲中中分分享享自自己己

的的创创作作经经验验和和体体会会时时，，都都专专门门谈谈

到到了了学学习习。。这这些些大大作作家家的的经经历历也也

启启示示年年轻轻作作家家们们，，勤勤于于学学习习，，善善

于于学学习习，，更更能能激激发发作作者者的的创创造造

性性，，从从而而创创作作令令人人耳耳目目一一新新的的作作

品品，，甚甚至至开开创创新新的的文文学学形形式式。。

作品如群星闪耀，连成光带

  王蒙认为，要跑好文学的“马
拉松”，就得“学习、学习、再学
习 ” ， 这 也 是 自 我 “ 升 级 ” 的
需要。
  他说：“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
有的变局，包括信息的变局、知识
的变局。我们得升级，得活到老学
到老。”
  要学哪些内容呢？王蒙认为，
学习要“有专长，也有百科全书式
的知识资源”。也就是说，要博与
专结合。博，方能视野开阔，融会
贯通；专，则能学有所长，精于一
技。博而能专，既可以为文学创作
提供丰厚的知识积累，也能让创作
者本人增长见识和才干，进而提升
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王蒙讲
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的大作家
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后，他的家属
邀请我到他的德国别墅去住了 6 个
星期，我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德语
班。这时候我已经60 多岁了，6 个
星期学不会我也要学，我觉得多学
一点东西太可爱了。有人问我，说
你学这么多、学这些玩艺儿有什么
用？我的看法是，学在前，用在
后。你不可能用在前、临时学，这
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学习，学习以
后早晚有用，永远有用，对你的精
神状态、对你的心理、对你的健康
都有用。”
  王蒙所说的这些，可以从他的
作品中体会，也很容易从其他人的
评论中得到佐证。
  “ 王 蒙 善 于 学 习 ， 喜 欢 学
习。”著名文学评论家、扬州大学
文学院教授王干说，“很多人去了
新疆多少年都不会维吾尔语，他去
了没几年就把维吾尔语学会了。他
学英语也很快。”
  这段经历，王蒙去年接受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访谈时
也谈到过：“我对学习维吾尔语更
有兴趣，在学习维吾尔语过程中，
甚至投入到连说梦话都在讲维吾尔
语。除了语言，很多时候我学其他
东西也都像‘疯’了一样。”
  王蒙还说：“我和我的文学之
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源于我对
人生、文学和写作抱积极的态度；
同时，我对参与工作、政治生活以
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抱积极、热爱的
态度。往大了说，我对党的事业和
中国梦抱积极的态度；往小了说，
我对生活万物有浓厚的兴趣，对学
习抱有积极的态度。”
  王蒙还举了另一个例子，2008
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英语访
谈：“要谈半个小时，而且不能念
稿子，连纸条也没有，这对我很有
挑战。为此我恶补了十几天英语，
每天都高强度练习。最后我颇有兴

致地坚持下来，反响还可以。另
外，如果说缺憾，我感觉我在知识
的体系性和严谨性上不行，古今中
外的经典和知识，我都需要加强学
习。”
  王干评价，从20世纪50 年代到
今天，王蒙先生的作品群星闪耀，
相连成一个“光带”，“阅读王蒙
先生，必须掌握一个关键词，叫
‘青春’，青春的特点是年轻，青
春的心态让王蒙先生有了不断创新
的精神。”
  王蒙的作品能体现出“青春”
色彩，是因为他有青春的心态和创
新的精神；也正因为拥有这种青春
的心态和创新精神，他才能一直
“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 他勤学、好
学，心态年轻，思维新潮，始终站
在时代前沿，脑子里淘汰掉那些陈
腐的东西，写出的作品自然而然就
会闪耀着“青春”风采。

易旧调以新词，自成绝调

  王蒙与青年作家们分享的内容
是他的亲身经历和创作经验，有他
个人独到的感悟，也有一些普遍性
的道理。他说的“学在前，用在
后”，就属于普遍性道理。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作家、诗
人善于学习，然后学以致用，有了
自己的新创造。
  在这方面，唐代刘禹锡可以当
作一个典型样本。他正是善于学
习，从民歌中汲取养分，创作出面
貌一新、脍炙人口的《竹枝词》。
  刘禹锡21 岁即进士及第，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才俊之士。
  与他出众才华不相上下的，是
他的犟脾气。
  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革
新失败后被贬至朗州。十年后，奉
召回京。春天，游玄都观，看到满
观桃花，他提笔写下《元和十年自
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当政者认为此诗心怀怨望，且语存
讥讽，于是又把他贬出去了。
  这一贬就是十四年，但似乎并
未消磨掉他的犟脾气。受召返京
后，他再游玄都观，并写了一首
《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
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前，
还写了一大段序，介绍写下两首游
玄都观之诗的前因后果，抒发自己
对屡遭贬谪的感慨。
  后一首诗的讽刺意味较之前作
更浓，尤其序中“重游玄都观，荡
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
春风耳”之语，再结合诗中“前度
刘郎今又来”一句，讥讽中还带
有几分挑衅。他的脾气之犟可
见一斑。
  脾气犟归犟，但他的学
习能力确实令人佩服。

  在文学领域，他善学的故事一
直被津津乐道。他屡次被贬南方，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贬到“巴山楚水
凄凉地”，前后生活了二十多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注意观察学习巴
楚民歌中的元素，创作出《竹枝
词》。《旧唐书·刘禹锡传》有这
样的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
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
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
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
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
歌，率多禹锡之词也。”说明刘禹
锡所创之“新辞”，实是受当地祭
祀时所歌“俚辞”影响。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中则
说：“《竹枝词》本始自刘郎，因
巴渝之旧调而易以新词，自成绝
调。”这里用“绝调”一词来评
价 ， 可 见 《 竹 枝 词 》 文 学 成 就
之高。
  刘禹锡《竹枝词》共有两组，
即《竹枝词九首》和《竹枝词并序
二首》，共十一首。这些词作洗去
民间俚辞之“鄙陋”，文词清新，
格调活泼，抒情真挚，音韵和谐。
大家最熟悉的《竹枝词并序·其
一》是描写男女恋情的：“杨柳青
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
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即体现着这样的艺术特色。
  再比如《竹枝词九首·其二》
也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名作：“山桃
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
红 易 衰 似 郎 意 ， 水 流 无 限 似 侬
愁。”有学者认为，南唐后主李煜
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就是借鉴于此。
  刘禹锡所创之《竹枝词》广为
流传。后世又有很多学习与模仿
者，如苏东坡、杨万里等也都写有
《竹枝词》。《竹枝词》创作不
衰，更让人时时记起刘禹锡的开创
之功。
  即使在文学之外，他也留下许
多善学的故事。例如，他因为身体
羸弱多病，遂留意医术，以至能亲
手施治，为亲友及百姓解除病痛。
他还广泛搜集偏方，择其可信有效
者，编成《传信方》，颇为医家
所重。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做事情
最省力的一条捷径就是善学。无论
今天的大作家王蒙、莫言，还是唐
代的大诗人刘禹锡，都是优秀的善
学者。有些人或许天赋并不比他们
差，但写不出他们那样出色的诗文
来，差距应该就在是否善学与善
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