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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面上的花 （ 第 八 季 ）

《楚门的世界》中说道：“就算跌断腿

也要爬上山去，每个人都要有战胜自己

的勇气，攀登内心的高山。”“因为山就在

那里”，这是影片《攀登者》中多次被提及

的台词，被攀登珠峰的队员们视作座右

铭，始终贯穿全片，因为在每个攀登者的

脚下，都担负着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责

任，只有登上去，让五星红旗飘荡在雪山

之巅，中国人才可以硬气地向全世界宣

告珠峰的主权。

由吴京、章子怡、张译、胡歌等人主

演的国庆献礼片《攀登者》，为我们深刻

再现了在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攀登英雄

们成功登顶珠峰的伟大壮举；这是真正

属于我们自己的英雄故事。据史料记载：

1957年我国在于尼泊尔在对珠峰边界的

划分问题上产生分歧，我们提出平分珠

峰的决议，尼政府却讥嘲到：“你们中国

都没有爬上去过，凭什么平分呢？”这使

得中国政府当即决定，组建自己的登山

科考队，站上山巅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

有能力登上自己国家的峰顶。因此攀登

者们前行中的每一步，都凝结着个人信

仰与家国情怀的使命与担当，带给观众

一次崭新的视觉盛宴。

这次的攀登举动，是关乎着个人对

自然环境的极限挑战，更是关系到我国

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最终于1960年5月

25日凌晨4时20分，中国登山科考队成功

开创由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三

位登山员在微弱的星光下，颤抖着声音

说：“我们登顶了！”此时，在广角镜头下，

他们三位英雄就像是三个小黑点，此刻，

在巍峨的雪山之巅，终于拥有了属于“中

国人”的名字与荣光。一个民族理应牢记

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背

后，是人类的勇气、忠诚、热爱与奉献，不

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这些

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但是，由于丢弃了摄影机，珍贵的登

顶记录没能被有效地保存下来，因此，国

外登山界始终不承认中国人此次成功登

顶的事实。这也是萦绕在方五洲、曲松

林、杰布等人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遗憾

心结。转眼间，十五年的光阴匆匆而过，

方队长等人心头始终怀揣为国再次登顶

的情结。于是，在1975年，我国决定再次

组建中国登山队，测量珠峰的“真实高

度”。这一次，登山对伍中包括各类专业

领域技术人员，一行400百余人的对伍统

一进行驻营训练。训练中，曲松林对摄影

师李国粱的训练标准极其严苛，李国梁

忿忿不平的抱怨道：曲教练，“你为什么

总是针对我？”曲教练凝重地看向他：“我

不是针对你，我是珍惜你。”最终在1957

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顶

珠峰，也测出了珠峰海拔8848.13米的真

实高度。

在观影的过程中，我认为影片中最

触动人心的情节是：在海拔8600多米，零

下40度的第二阶梯，方五洲跪下来，用自

己的身体当作梯子支撑队友，曲松林却

不忍穿着有钉子的登山靴踩在他身上，

他脱掉鞋子，光脚攀爬，直至脚掌与脚后

跟冻烂，只能选择切除。这一幕真实反映

了当年的登山英雄屈银华的事迹，他为

此失去了10个脚指头和1根手指头。

人活着，总要有点精气神。从遇难的

老队长对队员说：“爬上去，让全世界看

到，中国人！”到新队长李国梁以壮士断

腕的勇气隔断绳索，将摄影机留给队友

们，在坠崖前说：“我要你们继续！”再到

现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人登上珠峰。他们

在前行的路上，坚信一定可以征服未知

的困境，这种甘愿牺牲小我，誓死也要登

上顶峰的冒险精神，也提醒着我们，是否

具备和他们一样的决心和毅力？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做新征程的追

梦人。《攀登者》记录的是一段值得被永

久铭记的传奇，作为新时代下的新青年，

我们更应该保持先进性和光荣感，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正是有了老一

辈科学家们重任在肩、甘愿牺牲自我来

培育民族希望的奉献精神，才滋养了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攀登者”们后来居上、

砥砺奋斗，开创出新时代下的新的民族

魂！让我们为攀登英雄致敬，为中国高度

致敬！

渊海峡财经学院18级会计学班 吴泓磊冤

志高珠峰矮，路从脚下伸

电影《我的姐姐》首映，在点映场口

碑已经爆棚，好评如潮，这使我感到一丝

好奇，究竟是什么能够让坐在影院中的

人们涕泪交垂？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

影院，只想一窥催泪的子弹。

影片《我的姐姐》是一部以亲情为题

材的电影，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重男轻

女的家庭，父母车祸离世，姐姐安然在面

对要独立生活还是要放弃自己抚养弟弟

的抉择中展开的一段亲情故事。单看简

介，似乎平常不过，但在电影中加入了社

会现实题材与姐弟之间的微妙关系，在

影片呈现上却引起了不小的涟漪，成为

威力巨大的“催泪弹”。

影片的中心内容主要是独立女性与

传统价值观念重男轻女二者之间的碰

撞。在传统重男轻女价值观念中，女性从

来是男性事业中的牺牲者。影片《我的姐

姐》以小见大，将这一传统观念用家庭的

方式呈现，寓意深刻。在影片中，除了安

然受到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外，安然的姑

妈也是一名重男轻女观念下的牺牲者。

安然姑妈是一个愿意为家庭牺牲，并把

为家庭付出视为人生重要任务之一的传

统女性。为弟弟能够考取中专，放弃学

业；为照顾弟弟女儿，放弃在俄国的事

业，始终秉持着“长姐如母”的思想。被重

男轻女观念的思想所束缚在安然和姑妈

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梦想与现实的选

择题，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多的是选择，

难的是选择后的过程。

在感受重男轻女文化带来的影响

时，同样也能感受到亲情间妙不可言的

默契。亲情如一泓清泉，由清泉繁生的

溪流，不会忘记它的根；正因为是一泓

清泉，往后的溪流总带有清泉的思念，

滔滔不绝。在影片中，安然与弟弟的第

一次见面是在父母的葬礼上，大眼瞪

小眼，好不陌生。在日后的相处中，安

然从一开始不想领养弟弟到后来与弟

弟共同生活而逐渐产生的难以割弃的

情感。正是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

安然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亲情总

是很微妙的发生作用，即使在陌生的

关系中，也能因为同流一种血液，产生

心灵的碰撞。

影片结尾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是

抚养弟弟还是放弃梦想，每个人对结局

的看法莫衷一是。正是开放式结局，给予

了我们对安然与其弟弟之间生活的无限

遐想。同时，在末尾姑妈与安然也尝试着

与自己“和解”，为“独立女性”这一主题

描绘得更加深刻。比起以往的战争年代，

新时代于女性独立的需求更为迫切和必

要。《我的姐姐》正是一部反映独立女性

现实题材的电影，将社会痛点暴之于众，

给传统的思想观念沉重一击。

导演殷若昕在一条采访里这样说：

“好像重男轻女这个东西，是隐隐地流淌

在我们骨血里的，我们既要自立，也要学

会爱别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

人。”于安然而言，抚养弟弟还是追寻梦

想，每个选择下的结果都带着自己与父

母的和解。学会自立和爱别人的这个过

程是艰辛痛苦的，但时间会给予我们治

愈的力量，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不被传

统观念束缚，努力追求梦想，抵达希望的

终点。

渊海峡财经学院20级金融管理班 陈丹冤

手握主动权，掌控生命长河
要要要观电影叶我的姐姐曳有感

《小鞋子》是一部伊朗电影，该片获

得1999年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外语片提名。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一对兄

妹与一双小鞋子的故事，是献给成人的

童话，唤醒人们对童年遥远的记忆，进而

想到贫穷生活与单纯、天真、善良、快乐

之间的关系。

影片的开头，哥哥阿里不小心弄丢

了妹妹莎拉的鞋，妹妹得知后非常伤心，

几番寻找无果，哥哥和妹妹商量，决定先

不把鞋子丢了的事情告诉父母，让妹妹

暂时先穿着他的鞋去上学。阿里一家生

活在一个贫民区，父亲的工作薪资微薄，

母亲身染重病，家里有三个小孩，其中一

个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成长在这样一

个家庭里，9岁的阿里过早地承担起作为

一个家庭成员的义务，但同时他也懂得

一个家庭最宝贵的情感内涵，便是爱与

责任。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弄丢了妹妹

的鞋，并不是因为他怕受到责罚，而是因

为他知道家里境况不好，这种问题提出

来就是雪上加霜。

因为只有阿里的一双运动鞋，两人

不得不换着穿去上学，他们在巷口交换，

莎拉从学校跑来，阿里换好了鞋再跑去

学校。因为莎拉途中各种事情的耽误，阿

里几乎每次都会迟到并受到了主任的警

告。虽然阿里屡次受到警告，但他从来没

有因为此事说过莎拉，他爱惜自己的妹

妹，宁可自己背负所有的压力和痛苦。当

主任以迟到过多为由要将他赶出学校

时，他无法辩解只是沉默着哭泣，这其中

的辛酸曲折，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起，

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

后来政府组织了一场长跑比赛，阿

里得知比赛的奖品里有一双球鞋时，他

动容了。不由分说地，他立刻去办公室找

体育老师求情，希望能够破格让他参加

比赛，老师以他已经错过预赛为由拒绝

了他的请求，但阿里的百般恳求，以及保

证自己能够拿到第一名，老师破例给了

他一次测试的机会，最后阿里成功通过

测试，得以参加此次长跑比赛。

因为弄丢了妹妹的鞋，阿里心中一

直有愧。于是他用尽所有力气奔跑，只

是想得到季军的奖品———一双球鞋。比

赛一开始，一群孩子乌泱泱地从起点跑

了出去，阿里一开始根本占不到上风，

跑得非常吃力，但他还是非常努力地

跑，一直加速往前冲。看到他一步一步

地往前冲，甚至在被人撞倒的时候也能

够立刻站起来，继续奔跑的时候，我觉

得最好的哥哥也不过如此。阿里不停奔

跑的镜头，就像阿甘正传里阿甘的奔跑

一样，二者都充满了对生活和生命的隐

喻。前者将奔跑赋予爱，赤子般的爱，真

挚无暇，如同水晶；后者的奔跑，被赋予

对生命的追问和寻找，同时，也意味着

对爱的寻找。

五千米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就像

马拉松一样，从未受过任何训练和指导

的阿里最终却赢得了冠军。是平日那艰

苦而紧迫的生活状态造就了他，更是深

重的爱和责任赋予他的信念，在最困难

的时候化为他坚持的力量。没有激烈的

戏剧冲突，没有强烈的煽情处理，只有平

淡的叙述，却足以令每一位观众深受感

动。全片都没有使用太花哨的镜头表现

方式，仅仅用最朴实的电影语言交代事

件与情感，却非常地扣人心弦。

整部影片中，阿里给了我最多的感

动，他对妹妹悉心的爱，对父母的理解，

对家庭的责任，这是一种在一般的家庭

已经缺失了的感受。我们看到越是艰难

的生活，彼此扶持的感情越是真挚。影片

处处为我们传达着简单却感人至深的温

暖，爱不一定要是华丽的衣物，数不尽的

零食才能表达，爱，就是当阿里发现莎拉

的铅笔短得她的小手都握不住时，默默

地将自己的笔放到她面前；爱，就是当阿

里发现可以通过参加比赛为莎拉换一双

新鞋时，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

整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了生活艰苦的

一面，展现了贫富差距这些社会现实，但

更展现了人性里的善良美好。全片看似

波澜不惊，平淡朴实，实则触动心灵，难

以忘怀。少年之爱，不染任何杂质，晶莹

剔透。

渊公共事务学院19级社会工作2班 苏

雅琳冤

奔跑，以爱的名义
要要要评叶小鞋子曳

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些角落，他们出

现在这里，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

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最顶级的文物修

复专家护士。他们的言谈与我们无异，外

貌也与我们相同，我们一同生活在机器

工业时代，可不尽相同的是，他们的手艺

已有几千多年的生命了。

中国最 大的 古代 文化艺 术 博 物

馆———故宫博物院，在其中收藏着上万

件珍宝。“罕见的三米半身长，珍贵的紫

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镶铜寿

字，透露出它的尊贵。”万寿屏，共三十

二扇，是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当时在

世的十六个儿子和三十二个孙子送的

祝寿礼物。这些积满灰尘和破损痕迹的

屏风，已经在故宫的地库里封存将近

300年了。如果没有修复师们精湛的技

艺，这些曾经华贵无比的屏风，还会以

这个模样继续在故宫某个角落里残破

下去，但正是因为师傅们珍贵的手艺，

才能使其保存下来。但想要修复这样一

扇屏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之中凝聚

了故宫文保科技部、青铜、木器、漆器、

镶嵌、书画和织绣等多个工艺组的共同

智慧。他们要在庆祝故宫博物院建成90

周年庆之前，将屏风修复好并展示出

来，那么便要保证平均一周修复一扇屏

风，才能赶上展览进度，现在离展览只

剩五个月了，他们还必须修复大量的文

物。他们通力合作，而屏风，还只是修复

工作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故宫博物院的修复，大多包括文物

保护、金石钟表修复、镶嵌织绣文物修

复、木器漆器修复、书画修复、书画复

制、囊匣制作7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着

自己领域的特殊技术，离不开的是传统

手艺，也与现代技术相适应。当遇到重

大的文物修复工作时，这些分开的部门

又会组织在一起，共同完成文物的修复

工作。

一只待修复的青铜器与一只它的复

制品，两样看似只有细微差别的青铜器

摆在了王有亮师傅的面前，“能做好一

件物品的复制品，基本就可以入这行。”

做好一件青铜器的复制品，是为了能在

修复原件时用相同的方法以避免不必

要的失误，这看听起来似乎很严肃，但

其实，一张摆满特殊颜料的桌子，一张

会鲜为人知特殊工艺的双手和一颗对

文物充满热爱的心，便是修复文物的日

常。与我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

面对文物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其

实大多数就是轻描淡写的。也正是通过这

个纪录片，才能拉近修复师与我们之间的

距离，让文物修复不再神秘，让保护文物

变得更加普遍。

在故宫博物院修理文物，就像与几

千年前的工匠们进行交流，有了这样的

记录片，也让我们可以与他们来一场跨

时空的对话。他们对于古物的意义绝不

仅仅在于修复。世世代代传承千年手艺

的修复师们与手中的文物永远在进行着

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这是一场奇幻的

相遇，注定的相知。就像大电影的宣传

语，“择一事，终一生。”很多在故宫的文

物修理师在这一做便是一辈子，就像有

人可以终其一生修理钟表，有人为一只

佛像的手而不断完善，有人为寻找马尾

最合适的角度而东奔西走。或许在修理

文物这方面，他们是掌握技术的高手，但

同时他们也在做掌握时间高手。有些人

终其一生寻找自己的热爱，但总是碍于

走马观花，左顾右盼。有些人随性自由，

可没有生活的目标也总是碌碌无为。文

物修理的师傅们用自己的一生和对文物

的热忱，将修理文物这件事发挥到了极

致，这样的他们何尝不是在掌握自己的

时间呢？

文物修复师们，很注重跟文物的对

话，他们让自己的每一笔，每一刀，每一

次刷漆，赋予了文物再次传播文化的价

值。或许我们也应该在快节奏的生活里

停下来，思考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想要什

么，择一事，终一生，给自己的生活填写

一份最满意的答卷。

渊公共事务学院19级行政管理一班

张子茹冤

择一事，终一生
要要要观叶我在故宫修文物曳有感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从西南小镇

到东北县城，涵盖边疆沿海。纪录片

《人生一串》以独特的视角将美食定位

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展示不同地域

美食特色的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深夜

路边的那份惬意和平凡的市井人生。初

看时会被里面幽默的解说和各种美食

所带来的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所吸

引，但当我们回过头来解读，发现总有

一种熟悉的味道寄托着每个人不同的

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身在他乡的那

份思念，也可能是三两好友之间的回

忆，亦或是其他复杂的情绪。片中呈现

的是不同视角的烧烤摊位，而背后反

映出的是一个个小小的摊位所演绎的

生活百味和人生百态，值得我们去慢慢

品尝。

《人生一串》的第一个片段讲述的是

凉山彝族的火盆烧烤，故事的主角是在

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二哥，这个嗜

酒如命的老板，从挑选食材到亲自上阵

再到和客人打成一片，通过镜头对食材

和食客的反转来体现鲜活的人物故事。

夜幕降临，这场烧烤的盛宴才刚刚开

始，一把烧烤配几两小酒，每个忙碌的

人都渴望从食物中得到慰藉与放松，这

便是开片想告诉我们的。没有了烟火

气，人生不过就是一段孤独的旅行。而

最后一个片段的主题是《不过是别一番

乡愁》，故事发生在哈尔滨，老板姓房，

是位资深的烧烤家，这里有来自各地不

同风味的烧烤。其中有一个片段讲述的

每当过年的时候总有一些客人快到天

亮才走，老板没有撵人，而是一直在旁

边陪伴聊天。原来这些客人是异乡之

人，正如他们所说“我们没有家，这里才

是我们的家”。烧烤之于他们，不仅是美

食，也是情怀，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引起

了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共鸣。一份看似普

通的烧烤，却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情

感，无论过了多久，走了多远，他们还是

会想念那个味道。

印象最深的是《来点解药》这一集，

这集主要介绍不同的烧烤创新，三个摊

位烤出了三种不同的风味，辽宁锦州飚

哥的烤干豆腐卷、云南彝族自治州李碧

的烤湿豆腐和吉林长春郭老板的炭缸烤

土豆。三位主人公都是在经历过各种困

难之后，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将自己

喜欢的事业进行下去。一根小小的串却

承载了人生的小失落和小欢喜，正是这

些复杂情感承载了他们的一段段人生故

事，映射出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激发出不

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

《人生一串》在播出之后便好评如

潮，因为它不同以往美食纪录片的字正

腔圆，而是像一位沧桑的美食家用略带

方言的声音带领观众去感受天南地北的

美食。其成功之处便是，这部纪录片在满

足了人们感官的享受的同时，更直击了

人们的内心，岁月的风味在食物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今天，几乎每个

人对于食物不再仅仅是饱腹和生存的需

求，而是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很多事情

就像食物一般，需要我们慢慢等、慢慢

品，才能真正品尝到其美好。美食不仅让

我们饱腹，更让我们精神愉悦，让我们在

生活的挑战中能量满满，不断向前，这便

是这部纪录片意义所在。

渊公共事务学院19级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班 王宝珊冤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要要要观叶人生一串曳有感

一场长距离的跑步需要什么？一副

强健的躯体，一种坚定的信念，一份积

极的心态……这些内界外界的共同组

合构成了奔跑的延续，像条射线一般，

从起点开始无限延长，在这延长线中，

于我看来就像阿甘简单纯粹的思想：

跑！跑！跑！

电影中，珍妮告诉阿甘“若是遇上麻

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地跑”，于是

阿甘向前跑去，跑离学校里嘲笑他的孩

子们，跑进橄榄球场，跑进大学，跑离残

酷的战场，跑向成功，跑向了他想要的简

单幸福。跑步本身作为一个简单甚至有

些枯燥的运动项目，其在《阿甘正传》这

部影片里多次出现，更是有了它特殊的

场景和精神意义，它是朝前看的，是关乎

当下每一步的，同时也是敢于对过去做

出割舍的。

阿甘作为影片中的主角，他是不幸

的，是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先天性的缺

陷注定了他在成长道路上的付出要比别

人来得更多更辛苦。但他同样也是幸运

的，他有一个爱他的母亲，愿意支持他、

培养他，告诉他“你和别人没有任何的不

同”；他有一个理解他的伴侣，教会了他

爱与守护，让他明白他想要追求的幸福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从一部电影的主

人公上发现自我，或是说寻找其在现实

生活上的投射。但我想，我们很难在自己

的生活中发现阿甘，不是因为他自身的

缺陷，而且源于他性格中的那份纯粹和

坚持。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阿甘精神显

得格外宝贵且难得，才能通过影片的理

想化展现出人物的精神魅力。

“跑！跑！跑！”这是阿甘面对磨难的

选择，但奔跑并不等于逃避，它是一种方

式，是身心上的缓和。我们迈开双腿奔

跑，是躯体的伸展和向前的跃进。与此同

时，跑是肉体上的快，跑也是精神上的

舒，因为在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

多的时间思考自己，理清思绪，或者什么

都不想，跑起来，只是想要短暂的逃离和

放松。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日新月异和更新迭代成为了“普通”的代

名词，同样快和新的发展很多时候意味

着慢和旧被抛弃，而这句话不光适用于

物品，还有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我们。我们

要跑，但跑不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追

赶时代，而是为了寻找自己想要的，跑下

去，在奔跑中探寻。阿甘最开始的奔跑或

许是“遇上困难就跑，远远地跑”，但他后

续的奔跑逐渐发生了改变。他面对着这

样一个反复又枯燥的行为，终于找寻到

了自己的方向，执着、向前，一步一步向

未来迈进。

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的时代，奔跑

不光是速度，它更是一种执着，是只管向

前便能冲开所有束缚的精神。而同样的，

“生活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块是什么味道”，正是如此，生活才有

了它瞬息万变、白云苍狗的体验。阿甘的

人生经历多彩且丰富，先天性的不幸无

法取代电影后续的理想化发展，但正是

因为这些美好，让我们相信“善有善报，

知足常乐”，我们便更愿意去追寻，相信

努力和执着本身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

些魅力并不单是结果能给予的，更多的

是来源于过程的附加价值。所以当我们

选定一个目标，不要害怕未知的错误与

失败，并非“一定不能”，最多只是“很难

做到”。相信自己的每一次努力，坚定自

己的每一个选择。只是跑，向前冲，失败

和成功是体验的结果而非全部，相信奇

迹每天都在发生，相信糟糕的事可能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而我们所需要做

的，只是选择一个向前冲的方向，然

后———跑！跑！跑！

《阿甘正传》教会我们回归简单，回

归到目标与执着，只是向前，用力奔跑。

无法知晓未来，敢于抛下过去，重复着向

前。一场长距离的跑步过程会遇见什么？

这样未知的如射线般的前进……那些已

变得不再重要，我们需要做的，只是———

跑！跑！跑！

渊金融学院20级金融学 渊金融学方

向冤班 林心恬冤

跑！跑！跑！
要要要观电影叶阿甘正传曳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