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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睡在荆山脚下
火种熄灭在地底
空洞的黑夜起了又升
吃人的藤蔓生了又长
千年又千年
我不曾见过人的模样

东方
一轮火红的旭日升起
晨光点燃了我的羽毛
烧死了黑夜与藤蔓
振翅 翱翔
我在熊熊大火中
拥抱第一缕霞光

长江上的汽笛响得亮

平原上飘来了稻田香
我的子民
心中有了红色的信仰
楚辞随时间低吟
编钟敲响了历史的回音
祝融的火种
重新燃烧在这片土地上

我的子民啊
将古老的图腾
放飞在九州的苍穹之上
百年啊百年
我登上黄鹤楼 越过鹦鹉洲
一直向太阳飞去
风渡过我 雨没过我
却永远熄不灭那火光

当我向太阳飞去
□ 陈娇

你要是问我
荆楚大地是什么颜色？
寻寻觅觅
没有停歇
我想
或许是红色的吧
小小红船撕破沉沉黑夜
荆楚大地燃起革命星火
火红的校园旗帜
骄傲地迎风启航
或许是金色的吧
油菜披上了金光闪闪的新装
玉米展示出粒粒饱满的金珠
金灿灿，黄澄澄
极目楚天
是浓墨重彩的画面
是荆楚生金的模样
或许又是青白色的吧
青山隐隐平畴千里
生命长江白浪层层

节能降碳留下了绿色银行
十年磨剑孕育了碳资大脑
绿意浓浓是荆楚新风貌
减污扩绿也一分不放松
也许你会疑惑
蓝天，净土，朝霞，飞鸟
又该是什么颜色呢
我会告诉你
从千湖璀璨、湿地纵横
到市井人间，炊烟几缕
荆楚大地啊
是历史名域
是发展繁荣着的现代化省区
也是焕发彩虹色彩的烟火温情处
啊！荆楚大地啊！
在脑海，在口边
在心上，在原地，在每时每刻
是啊，
你从来不是单一色调
因为，你是彩虹色的啊！

彩虹色大地
□ 杨苗苗

校园影像

紫藤萝

姚静烨 摄

光影留声

“几位作家的私人记忆对我们每
个人来说，就好像一个情感的索引；我
们可以沿着这条线索，最终游进去的
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情感大海。”——
贾樟柯。

影片中反复提到乡土与自己的关
系，在大部分中国现代文学里面，农村
或是县城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部影片所聚集的农村人民生机又有
韧性，土却也有故事。大量的底层生
活片段，通过个体的生存事实，关照人
存在的一种普遍状况。

余华在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小
的时候他曾经在海边游泳，不知不觉
游进了海流里，海流把他带到了四十
里外的地方，他在那里上了岸，赤着脚
找到回去的路。“14亿中国人如果都
在赶路的话，每个人其实都拎着一个

行李，这个行李都是从乡村带来的，乡
村是一个可以携带的概念。它有你的
生活方法，它有你的伦理，有你的浸入
到骨血里面的文化记忆。”

然而在时代的海流里越游越远的
人，却并不往往能够找到回去的路。
父辈和乡土的记忆既不能写进史书
里，也很难找到什么合适的载体，文字
缺少泥土的温度，更多的是口耳相
传。对于正在消亡的农村来说，这其
实是挺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你
永远不能去批判别人应有的权利，树
犯下的错误，也不能归咎到叶子身
上。那些从乡土里走出的一辈人凝视
里带有的中国人共通的记忆温度和乡
土气息，也许早已在他们的眼睛里荡
然无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

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
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
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
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
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
意义。”影片的最后一章梁鸿听从内心
的指引从北京回到老家梁庄“寻根”。
当真正走进乡村时，尤其当以一个亲
人的情感进入乡村，会发现作为一个
长期离开的人对乡村并不了解。什么
时候开始，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
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
悲伤。是底层”“荒凉”“寂寞”“负担”
的代名词？看到在城市黑暗边缘忙
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农民我们会
有一种悲怆欲哭的感觉？这其中包含
了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又包含了
多少无奈的呼喊？或许这是每个关心

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问
题。贾平凹在《带灯》里写过故乡的一
种定义，书上说：“你生在那里，其实你
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
地”。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
埋下的种子。而当这种子发芽的时
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
抱你的缘起。

不展现奇观不煽情，海水是黄色
那就游到它变成蓝色。

正亦如贾樟柯所说：“在缓慢的时
光流程中，感受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
或沉重。”我们曾时时刻刻想把握住时
代的波动，但又似海中浪花，经常感受
到命运的难以把握。所以，就一直游，
游到海水变蓝。

打败命运的唯一方法是相信他，愿
我们都拥有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勇气。

城市向农村的回溯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观后感

□ 饶威

《中国奇谭》由八个植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独立故事组合而成，自播出
以来便好评如潮。开篇的《小妖怪的
夏天》以刷屏的姿态奠定了基础，之后
的《鹅鹅鹅》《林林》等作品也引发了观
众的激烈讨论。

整部动画片从中国表达、中国意
蕴、中国美学出发，打造了一个个独属
于中国人的浪漫故事。这部由上海美
术制片厂制作的动画是中式美学一次
淋漓尽致的展现，讲好了属于一代代
中国人的奇谈。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把中国传统哲思投射到作品中，故
事有的改编自经典名著《西游记》，有

的来源于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鹅笼
书生》。

在一笔一画勾勒而成的水墨古韵、
青山绿水中，乡土变迁、童年记忆……
一一展现，创作者在其中注入思考，不
只讲好了奇谈，更抓住了背后的哲
思。用中国式的含蓄留白讲述寓意深
刻的故事，让人感悟关怀与温暖，深度
与思考，《林林》《鹅鹅鹅》《乡村巴士带
走了王孩儿和神仙》给观众留下了无
限解读的空间。

《中国奇谭》的破圈传播，还离不
开与时代契合、和观众共鸣的情感价
值传递，它不仅从传统文化这片富矿

中挖掘，还追逐时代的脚步，在其中折
射了当代人的情感。爆红的《小妖怪
的夏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一话让
不少观众感慨“小猪妖就是我自己”

“句句不提打工人，句句都是打工人。”
它以孙悟空师徒四人前往西天取经为
故事背景，不同的是，这次把关注点放
在了一只普通的小猪妖身上。作为妖
怪界的底层，做着脏活累活，因为寄托
着家人希望，所以不敢向家里人坦白
真实情况，只好报喜不报忧。这样的
境况映照着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走
进了观众心中，贴近大众自然就会引
发共鸣。

这一话动画的结尾反转也堪称神
来之笔，大圣没有一棒子把小猪妖打
死，还给了它三根毫毛，说明我们历经
万苦，仍然坚强，总会有一个从天而降
的齐天大圣，带给你温柔和美好。这
个结局不止是在回溯我们儿童时期的
大圣，同时也带领我们找回在这个浑
浑噩噩的人间丢失的真心，让观众不
要忘记心中的信仰与希望。

这只小猪妖唤醒了中国动画的寒
冬，让大家记起中国动画曾经的盛
夏。其实，底蕴深厚的中国动画从来
不缺好故事，好题材，只要用心创作，
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中国奇谭》：高分动画 抓住精神底蕴
□ 李盼

走在街上，虽然心中有目的地，但
也毫不着急地在路上走着，我饱览周
围的一切，不知不觉嘴角停不住地上
扬，一切还是那个熟悉的模样，一些小
变化无非就是哪哪多了几栋建筑，哪
哪新开了几家店……

但走在街上，我开始喜欢和憧憬
这种小县城的生活：突然想见朋友了，
不用化妆，不用在意穿着打扮，发个微
信，十几分钟就能见着面，哪哪都能走
着过去，两三个小时就能把城区逛完
一圈，小县城慢节奏的生活，让我们能
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的生活气儿……

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路灯的时
候，我看到对面正有一个穿着黑色嵌
着红色校服奔跑的少年，我一眼就认
出那是我们学校的学弟，他跑到十字
路口就停下来，单肩背包，一手捏着肩
带，正注视着信号灯的倒计时。对于
只有周六下午拥有两个半小时假期的
高中生，时间就是金钱，奔跑已经是常
态。看到这一幕，我自觉地拿起手机
记录下来，并发了朋友圈，不一会儿就
收到一个评论：“那在学校死活不愿
穿。”是啊，人只有当不再拥有某一件
东西的时候，才会开始无尽地怀念，怀
念那些曾经在年少时光里无比渺小的

细节，不知不觉它们都不动声色地滞
留在漫长的生命里，成为了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的印记。

青春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抛下
我们，去迎接它的下一批客人。

喜欢又怀念那时的纯真与懵懂：
快迟到了，就拼命奔跑，却在距离教室
门前一步的地方停下来，看看手表上
的时间，擦擦额头上的汗，缓一口气；
上体育课，就先去集体报道，然后和三
两个小伙伴约着去超市吃泡面；看到
小伙伴被班主任惩罚，二话不说就跑
到班主任那去要说法；收到暗恋的人
送的礼物会手足无措和突然心跳加
速；写不出来的数学题和物理题就和
它死磕到底，花了一天的自习无果后
还是无奈地和它妥协；头发越掉越少，
发际线后移严重就让化学背锅，谁让
每次化学考试，课桌上总是会掉上一
些头发呐，关键是头发掉了，题目也没
做对，化学这就有些不太仗义……那
些在青春里无限美好的事，现在逐渐
变得无限久远，全部都埋葬在那个盛
夏里。学校请张飞来演讲，那一刻，我
们竟然觉得实现梦想很容易，可后来
慢慢发现，实现梦想很不容易，就连找
到自己心中的梦想都没那么容易……

当我们还没有长期离开这个小
县城的时候，我们心中对它更多的是
埋怨，埋怨它怎么只是个小县城，埋
怨它怎么这么小，埋怨它高楼大厦怎
么那么少，埋怨它怎么工资低，消费
水平却那么高，埋怨它怎么连飞机
场都没有，埋怨它怎么冬天还要烤
火……可当我们不得不要长期离开
它的时候，我们开始想念它的好，想
念它重重的口味，想念它夏天不需
要风扇空调，想念它常年空气质量
都是优等级，想念它哪哪步行就能
到，想念它有国家5A级景区，想念
它冬天有火可以烤，想念它一个周
就能回家一趟……

可是当我们真正在做抉择的时
候，我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它吗？会
有多少人选择留在这个小县城呢？

高考后填志愿，父母建议我多填
报几个师范院校，让我毕业后自己回
到本地当老师教书，他们说：“这里虽
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慢，当
个老师，工作稳定，工资也还可以，而
且一年还有好多假期，生活上也没有
什么压力。”当时确实有一个学校的
优师计划自己分数线到了，而且给的
条件也特别的诱人：大学四年免学

费，而且还有补贴，毕业后立即安排
到本地工作。可我当即就反驳，说自
己一定要趁着年轻出去闯闯，年轻哪
里是要图什么安稳，年轻就是要出去
看世界，去拼闯，去开拓一个属于自己
的天地。现在想来年轻的时候真是好
啊，啥都敢说，啥都敢想，可是当我们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会犹豫不决，踌躇
之后还是选择离开它，尽管我们内心
是千般万般地不舍，我们还是不得不
离开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给它带着
些什么回来。

成长就是我们面露微笑，却偷偷
含着眼泪，说我们未来可期。我们盼
着六月高考倒计时结束，却又在九
月，看着相册里熟悉的面孔，因见不
到他们而伤感。曾以为高考结束后
就能做的事，自己却没做几件，以为
高考结束后就能说出的话，可还是没
能说出口。高中，总是我们至死不渝
怀念的青春，所有的忘不了，不会再
复返了。

漫长的生命像一出独角戏，只有
自己不知疲倦地表演，你等不来任何
人，也不会去寻找任何人，我们会不断
地成长，或许随着我们不断地成长，对
待离别，我们不会再如此伤感。

怀念的青春
□ 宋金燕

灯下随笔

我的家乡

印象里的恩施总是群山环绕，太
阳要爬过一个个高高的山头才能照耀
到这片土地上的人儿，恩施孩子的地
理课里少不了的一个内容应该是对于
武陵山脉的介绍，这条连绵的山脉里
的一座座青山绿树组成了我美丽动人
的家乡。

住在恩施，爬山是必不可少的事

情，可能是旅游景点比如“恩施大峡
谷”“利川佛宝山”，也可能是许许多多
的无名山头。老一辈的人对于爬山的
记忆可能最多的是关于翻山越岭去走
亲戚、去集市采买。我五六岁跟着外
公外婆过年翻过一座座山去拜年的这
段记忆到现在还很清晰：拜年的路往
往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碰上天气不好

路上还有泥泞。我在路上高喊着“我
不走了，我要回家”，外公外婆哄着我
说只有一小截路就到了，于是我就这
样在路上被哄了无数次。

去年冬天的三九、四九天，家乡
这边即使是低山地区也飘了雪。我和
妈妈商量了去一个林场看雪。给车胎
套上防滑链我们就出发了。绵绵的雪

盖住了青黑色的山头，薄薄厚厚，一层
又一层。恩施的路以盘山居多，山景
不断后退。作为一个不怎么见过雪的
人来说这场景是很奇妙的，世界纯净
到有一些刺眼。一路上我趴在车窗上
往外看，树杈子上全是雪，几乎要被压
断了，我想起了“朝来试看青枝上，几
朵寒酥未肯消”。

如今也难再见到有人徒步翻山越
岭去探望亲戚，也少有我在这座山上
大声呼喊着对面那座山头的亲人朋
友。一条条路修了起来，恩施人民的
交通出行也是日渐便利，我知道，那些
呼喊、那些走过的一步又一步已经随
着时代更替留在了过去。高声而热切
的呼唤穿过每一座山、每一棵树，此起
彼伏的余响或许用另外一种方式留存
在了山间，回荡在了老一辈的心里。

上学的时候经常怀念家乡的山
水，郁郁葱葱的山峦此起彼伏，村落
房屋坐落在地势相对和缓的地带，夜
晚还能看见村子里的路灯，只要看见
这些疲惫的心仿佛就得到了治愈。
我常常觉得在家乡翻山越岭踏过的
一个个山头已经留在了我的心里，我
总记得那种感觉，仿佛它永远在为我
守望着。

我有时也觉得，那些山间的回声
也荡到了我的心底吧。

翻山越岭
□ 戴雨涵

饶洋饶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