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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镇不大，周围的庄子离得也不远。少年的时候，常跟母亲
去镇东边的西鲍庄看望婆老太。从四维镇的汽车站往东，过了水
利站是丰收河，再往前不远，往南一拐就到了婆老太家。

每次我去，婆老太都很高兴，会专门给我煮糖水蛋茶。这在里
下河是很高的礼遇——蛋茶一般是招待贵客或毛脚女婿的。婆老
太隆重地招待我这样的重孙辈，很是受宠若惊。

少年时的印象里，婆老太个子不高，衣服齐齐整整，干活轻松
利落，家里干净整洁。母亲很尊敬婆老太，她带大了我在大西北出
生的三个叔叔，是有大贡献的。

母亲一般会和婆老太讲会儿家长里短，我插不上话也弄不清
爽，就在院子里东看西看。婆老太住三间堂屋，厨房在东厢。堂屋
不知道什么时间盖起来的，是特别考究的泰州民居式样，青砖黛
瓦，淮脊翘山尖。房子的猫头滴水是精工细作的福禄寿禧、文昌化
解等图案，精致细腻，这些图案在里下河挺常见。婆老太家的磨檐
博山特别出彩，是上好的砖雕。十几米长的磨檐由一块块花纹精
美的砖雕拼成。砖雕不大，每块大概有二十多厘米长、十几厘米
宽。我会一块一块地仔细辨认砖雕的图案，记得有鹿衔灵芝、刘海
砍樵、喜报三元，一水儿的青灰色，看上去素雅沉稳。这砖雕的吉
祥，把水乡人的期待刻到了砖瓦上，建到了房屋里，水乡的文化底
蕴就在一砖一瓦间纤毫毕现。

舅爷爷在路口有间不大的商店，母亲一般在店门外讲几句话，
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我接受舅爷爷给的东西。其实那时候，我对小
商店里的东西不感兴趣，就想到河边看看舅爷爷的簖网里鱼长大

了没有，有没有爬过簖箔的溱湖簖蟹。
有时候母亲和婆老太聊得多，我就会沿着鱼脊似的青砖小道

往前走好远。虽然都是尽枕河的人家，但鲍庄的房子和四维镇不
大一样，沿着河排成整齐的队列，好像经过了严格的规划。而四维
镇常有房屋在一块落址或独垛上盖成一片，房屋密集拥挤。

西鲍庄也叫草楼，我走遍庄子的角角落落，却没有看到一间草
楼，也没有一间草房，不知道为何有此名。去的次数多了，沿着长
长的巷子走出老远，会发现，东、西鲍庄和鲍南连在一起，在周围算
是个大庄子。庄上有鲍南联中，所以我在鲍庄的同学不多，来这儿
就为了看婆老太，很少有呼朋引伴的玩闹。一个人沿着河边的巷
子闲逛，路边有里下河人家爱种的栀子花和月季花，有袅袅炊烟升
起，鲍庄就这样印在了心底。

在西京城的几位叔叔是在鲍庄长大的。当年的生活虽然俭朴
困顿，但每当我们聊起鲍庄，都是无限神往和感激。菱风藕韵的鲍
庄，淳朴老旧，但岁月的馈赠令人难忘，水乡别样的美也一直凝结
在我们心底。

我在西京工作后，有一年秋孃孃和琴孃孃结伴，从鲍庄到西京
城来看望奶奶，几千里路背来了鲍庄的斗瓜和焙干的歪歪（河
蚌）。斗瓜脆生生、甜冿冿、水汪汪，是里下河水乡才有的美味。秋
孃孃在四维镇工作过好长时间，熟悉我的好几位幼年好友。秋孃
孃讲起后来的物是人非，我们唯有不胜唏嘘。

人到中年，离乡日久。但故乡依旧，承载着我们如诗的乡愁。

“竹影和诗瘦，梅花入梦香。”竹，向来是浪漫与诗意的代名词。轻嗅，便有
清雅悠远的暗香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陶然自乐。有这样一座城，拥有得天
独厚的幸运，一年四季同“竹”相伴相守——它，就是拥有“北山竹海”奇观的粤
北小城，始兴。

始兴，位于广东省北部，南岭山脉南麓，隶属于广东省韶关市，是一座安静
美丽的县城。始兴县地处亚热带，全年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冷暖交替明显，春
季低温阴雨，夏季高温潮湿，秋季昼暖夜凉，冬季寒冷雨稀。多样的气候变化，
造就了始兴一年四季迥乎不同的美景，是游客们观光美景、亲近自然、陶冶身心
的好去处。

生长在都市久了，会渐渐习惯机器对温度的调节，忘却春真实可感的美妙
滋味。而始兴与竹海，一定会让人精神一振，让你的感官短暂地“逃离”桎梏，带
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始兴的春是温柔宁静的。日光正好，春和景明。恰
在此时踏足北山竹海，但见霞光万道、林翠竹青，五十里竹海宛如绵延不绝的画
廊，清风徐来之时绿涛阵阵，美不胜收。身畔溪水潺潺，四周山色如黛，更有民
居星罗棋布、点缀其间，氤氲着淡淡的人间烟火气。午后时分，来一场春雨，是
最相宜的了。常言道：春雨贵如油。北海竹林点滴落雨，仿佛是娇羞可人的仙
子掩面拭泪，水汽蒸腾、弥散开来，称得整座林子愈加仙气飘渺、妩媚多姿。一
年之计在于春，春是万物勃发的季节，亦饱含着人们对新岁的美好期许和寄望，
游客们常常在春的时节携亲带友来此一游，为的是一份相聚的好心情，同时，也
为即将到来的学习和工作积蓄乐观、积极的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

与春日相比，北山竹林的夏，便显得活泼许多。如若此时到访，欢乐轻松的
氛围会更加浓厚。夏日，蓁蓁茂林，碧水长流，正是阳光绚烂的好时节。微风不
燥，竹叶“沙沙”、婆娑作响，似乎是在吟唱一首格调别致的小诗，又好像在跟随
风的步伐，演奏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徜徉在蓊蓊郁郁的竹林，我们能够旁
若无人，尽情地感受一派沁人心脾的清凉。放下外界的喧嚣，抛下一身的疲惫，
凝神倾听，便能够捕捉到多姿多彩的鸟语虫鸣。这是栖居在北山竹海的信使，
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向五湖四海的来客致以欢迎和敬意。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
而然的，不事雕琢，却能够唤醒你心间久违的感动和喜悦。

一径万杆绿，秋风花草香。秋游北山竹海，也别有一番滋味和意趣。天高
云淡，漫步在一望无际的绿意中，偶尔会生出恍然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秋高
气爽，这里的居民也是如秋一般爽朗而洒脱的。他们往往三言两语就能让你被
一腔热情打动，不忍拒绝留下做客的邀约。若是走乏了，不如择一处农家小坐
吧——尽兴品尝主人精心酿造的“鲜竹酒”，感受新鲜清冽的液体滑过喉咙时无
法言说的快感。说来，这“鲜竹酒”也有独一无二的秘密。“鲜竹酒”，其“鲜”的含
义是，酒是活的，拥有生命力，在砍下竹筒之后，酒品每日衰减，尽快饮用最佳。
此竹的生长周期只有一年，若短，则竹味无法深入；若长，则酒液会消失。此外，
每根竹子所种的酒量亦有讲究——三节酒，是每根竹子最大的承载量。多了，
竹子便会醉忘，此时的酒也就无法饮用了。试想，将60度的米酒注入活竹内腔，
在光阴迢递中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让本不相关的两项事物在岁月的发
酵下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体，最终酿就岁月的积淀和醇香，岂非一件
值得品咂回味的美事？

说到赏雪，冬季的北山竹海无疑是绝佳胜地。对于广东人来说，冬季难得
一见的落雪，假使运气好，是能够在北山竹海“邂逅”的。倘若一飘雪，漫山“竹

海”就化身漫山“雪海”，冰霜压枝、雾霭弥漫，人们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晶莹剔透的童话仙境，忘却俗事与喧
嚣，醉心在当下的圆满自在之境，无法自拔。目力所及，竹身上皆覆盖着皑皑白雪，银装素裹，煞是好看。有些
竹子因积雪而“弯腰”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忽而一阵寒风飒飒掠过，风吹雪舞，白雪簌簌降落，犹如翩跹的舞者，
漾出迷人的身姿。

北山竹海之美，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的融合之美，这与当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政
策，和当地居民自觉、良好的环保意识有着很大关系。

春的宁静温和，夏的盎然多彩，秋的妙趣横生，冬的优雅特别......于我们这些前来观光的人而言，北山竹海
的四季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四季的北山竹海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这里也许并不仅仅拥
有四季更迭、风景轮转的美，更难以割舍的，是渐行渐远的儿时回忆，是热情淳朴的邻里亲朋，是愈加深厚的岁
月底色......且向“竹海”那畔行，愿始兴“北山竹海”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永驻人们心间，永远清雅、浪漫、真
诚。

石头赞
傅光耀

石之材，不可缺，桥可筑，路可铺。
建高楼，砌基础，久负荷，默无声。
石之韧，丝可成，高性能，广用途。
陋在外，美在内，细观之，妙无比。
经灾变，击成砂，骨还在，气乃坚。
石之佳，品韧坚，精气神，俱可赞。

怀与师共游佳会
牛喆

康师卷目千江景，寸荧会友万家灯。
龙凤夺鼎昆山玉，劳歌送君北海鹏。
举子试茶四九地，江山逢才几度横。
少年识彼鸿鹄志，谢门笑视蓬蒿人。

临江仙
蔡齐安

漫道前尘萧索，更兼去日彷徨，草横零
露婉清扬。由来花谢处，无语泪千行。

曾共芭蕉凉雨，终归苦恨天长。伤心
秋后只苍茫。三生须有尽，一诺总无常。

在2022年的贺岁档中，由孙海鹏导演，张苗作为制片和监制
的《雄狮少年》异军突起，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电影，讲述了
体弱多病的乡村留守少年阿娟与好朋友“阿猫”“阿狗”组成雄狮
小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披荆斩棘的励志故事。这
部“无 IP，无流量，无明星”的“三无产品”，一改往常国产动画片
仙神魔幻的经典题材与惯例常规，凭借着“自来水军”口碑飙升，
以黑马的姿态成功爆款和出圈。

现实主义题材引发普罗大众共情

不同于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逆天翻地，《雄狮少年》将
故事落地在真实的民间乡土，将视线聚焦于社会底层普通乡村
青年的现实生活，他们没有鲜衣怒马，留守儿童的身份使他们倍
受欺凌，他们在偏见与压力下坚韧成长，如此的少年在当代，千
千万万……

首先，无论是主人公阿娟，还是“阿猫”和“阿狗”，单从人物
取名便可见主角人物之平凡。三个留守乡村的少年，作为如今
时代背景下较为普遍的底层人物，他们相貌平平、家境普通、性
格懦弱自卑、没有突出的能力与特长，连师傅“咸鱼强”评论“阿
猫”时都说“要说你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长的不好看。”《雄狮
少年》里的孩子们怀有理想，却又不得不在与生活的角逐中拼命
挣扎。如此朴素的人物设定不禁使人联想到贾樟柯电影中的小
武，作为社会变革时期的“边缘人”群像，“‘小武’们”长相平庸，
缺乏能力，偷鸡摸狗却又保持着道德底线。如此的题材选择，现
实到不能再现实。

其次，人物的现实际遇引发共情。如果说，影片前半段的拜
师学艺只是年轻人追逐梦想时的小打小闹，那么阿娟父母的归
来作为分水岭，便将主人公的人物命运拉出了大家的期待视
野。父亲的意外受伤成为植物人，使原本瘦弱的阿娟被迫成为
整个家庭的支撑，他背起行囊，抱着狮头，只身闯荡广州，住进了
黑暗狭小的下下铺。阿娟如此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际遇，
在使众多的中国普通观众感受到惊讶之余，也体会到日常生活
中普通人的情感。在阿娟即将外出务工之时，师傅说：“只要鼓
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坚信李白说“天生我材必
有用”的阿娟没有认命，在夜晚的天台上，却依旧能看到他举着
狮头转腾挪移彻夜练武狮的身影。曾经的病猫如今已有着黝黑
的皮肤与明显的肌肉线条，他已经变成了成熟大人的形象。无
疑，《雄狮少年》讲述的是个体的故事，但也正如制片人张苗所
说：“少年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值得关注的人群，也是一份情感的
代表，代表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成长的最初阶段，有非常大的普
世性。”这种艺术真实，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中国当下社会的样
貌，也使万万千千的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之时，为阿娟也为自己挥
洒热泪。

影片的最后，阿娟将狮头挂上了高高的“擎天柱”，但他的生
活并未因此而改变，导演在此将结尾以一种反高潮的形式处理，
阿娟来到了上海继续打工谋生，在高光之后，又复归平凡，展现
了一种真实和平淡。

精良艺术水准带来极致审美体验

阿娟在河堤上喊出李白诗的画面，充斥着阳光与汗水，“病
猫要崛起，烂泥要发光”的热血感在一瞬间扑面而来……

说到《雄狮少年》的镜头语言，导演孙海鹏谈到，整部影片里
的光都在尽量模仿经典实拍电影胶片感，所用的镜头焦距和光
圈都是完全按照实拍片标准规律来。的确，《雄狮少年》真实细

腻的光影、灵动的狮眼以及根根分明的狮毛使观众们时不时会
怀疑起自己是否正在观看一场实景拍摄的电影。炎热潮湿的岭
南乡村里，阿娟载着少女一路狂奔，展开了一幅岭南小镇充满烟
火气的市井画卷；繁华的广州市区里，阿娟穿梭在鳞次栉比的高
楼大厦间跑工地、送外卖、送快递，干着多份兼职。影片在强大
的 CG 技术辅助下 3D 渲染出的真实环境使观众如临其境。另
外，荔枝湾、芳村地铁站等现实场景的二次元呈现，也令对国漫
充满期待的观众们感到欣慰与狂喜。

其次是恰到好处的配乐，配合着生动逼真的视觉体验，实现
了整部影片区域风格多元化的视听表达。《雄狮少年》全篇音乐
约 70分钟，整部影片配乐融合了民乐、管弦乐，电子乐和传统狮
鼓等音乐元素。

阿娟出场时配合了五条人乐队海丰话唱的《道山靓仔》，
“‘道山靓仔’伊哟，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道山靓仔’伊哟，
你还是骑着你那辆破单车……”这首配乐对于体现当时少年阿
娟的窘迫的生活状态再适合不过；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阿娟选
择只身前往大城市打拼的一瞬间，窗外是朝夕相处的师父和朋
友们跟着车跑的场景，耳边响起了《Rollin’On》——“嘿我的伙
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离别的场面，配上椅子乐团温柔而
随性的唱腔，瞬间戳中泪点；而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作为

《雄狮少年》的片尾曲，“莫愁前路无知己，就算上刀山也要接过
火炬……”则对阿娟“上山”、“下山”的命运做出了总结。少年内
心的成长过程，少年逐渐强大的过程，也都在歌词中得到了体
现。

民族文化内核突破传统表达方式

《雄狮少年》选用舞狮的题材无疑是戳中了国人共同的文化
记忆，影片将视角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彰显了国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奇魅力，也突出了中华崛起的精神气质。

影片中咸鱼小队苦练的醒狮，是一种融武术、舞蹈、音乐等
为一体的文化活动，因其丰富的寓意和象征在民间备受欢迎，在
广东地区，每逢喜庆节日或重大活动，必然有醒狮助兴，这个传
统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在 2006 年 5 月 20 日，醒狮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醒狮文化作为
岭南民俗文化的优秀代表，醒狮精神作为一种不屈雄健的民族
魂的象征，在影片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雄狮少年》如同一场生动形象的舞狮普及
课堂，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使观众了解到关于舞狮的许多有
趣知识。例如师父在带领三徒弟前往商店采购狮头和舞狮服装
之时，将“点睛”仪式，“采青”的含义与由来，“擎天柱”存在的意
义等一一进行了阐释，影片巧妙的将舞狮的基本知识融入进了
电影叙事之中。

《雄狮少年》的主创团队怀揣着虔诚的创作初心，每一位创
作者都对舞狮文化充满了热爱，通过深入的学习，潜心的创作，
最终通过影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岭南醒狮文化，也让更多的人感
受到醒狮所体现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发挥出了电影的社会文
化价值。

《雄狮少年》的出圈也为中国动画电影创造了全新的可借鉴
的思路，它提醒着中国动画创作者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投向需
要关注的年轻群体，投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新风潮，在内容、故
事和技术上深耕，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
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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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记忆之四：鲍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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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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