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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下旬，我和舍友们一拍即合，决定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使本该在早晨睡懒觉的舍

友一反常态，活力满满地订了十点的动车票，随

后在一阵手忙脚乱的准备中，我们坐上列车出发

前往福建最美海岛———平潭岛。

“列车前方到站———平潭”，我们一行五人带

着对风车海滩的无限憧憬踏上了旅途。下车的瞬

间，微风裹挟着秋季特有的凉爽与我撞了个满

怀。明丽的阳光洒满轨道，远处低矮的屋舍隐入

成片的绿植，湛蓝的天空中悬挂着一朵迷路的

云。正当我陶醉在这惬意的美景中时，一个严峻

的问题猛然砸向我：车站无法打到网约车，而我

们距离海岛一日游的第一站———北港村，还有十

几公里。在我们手足无措的空隙里，一位穿着土

黄色上衣，黑色过膝短裤的圆头圆脑的胖大叔找

上了我们，他表示可以以500一天的价格为我们

提供包车服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我们

最终以450元包车一天的价格，正式开始了未知

的旅程。

胖司机细心地观察到我同伴走路时一瘸一

拐的，又穿着笨重的皮鞋，于是主动提出要在路

边小店买拖鞋的建议。“果然便宜没好果子吃，这

不，一上车就有附加收费”，我暗自想道。司机七

弯八绕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村庄里，两边的道路

肉眼可见地从四车道变为坑坑洼洼的土路，正当

我小心翼翼地查看导航时，胖司机已经把车停在

一家老旧的杂货店门口了，“路边的店都是坑你

们这些游客的，这家店比较偏，但东西卖得便

宜。”他笑着解释道。我半信半疑地下车，在看到

写着“拖鞋10元”的纸皮后终于舒了一口气。

一路上，胖司机不停地给我们介绍平潭的旅

游景点，他实在太胖了，说话的时候腮帮子一鼓

一鼓的，很难不怀疑他是平潭岛里化为人形的观

赏鱼精。“马上到北港村了，你们去玩的时候注意

点，不要被坑了，本地海苔一包一般卖五块，鱿鱼

丝一包十块，海螺风铃不要买，都是义乌货，村里

路窄没法开车，我在入口等你们，有什么需要就

打我电话。”从他喋喋不休的嘱咐中，我对景区司

机的刻板印象逐渐有所改观，也对平潭这座平凡

的小岛大概有了一个初印象———淳朴且温情。

“天气正好，微风不燥”说的应该就是今天

吧，体感温度26度，迎面吹来的海风不疾不徐，路

边小摊的海螺风铃轻轻晃动，时不时碰撞发出清

脆的“叮铃”声，我们就在这童话一般的氛围中相

约观赏了热烈而内敛的海港小村。海水在阳光下

轻颤，雪白的浪花与黝黑的礁石各显身姿，岸边

的渔船如搁浅的大鱼，点缀于明黄色的海滩……

我在车窗里频频回首，试图用目光抓住大鱼绚丽

的尾翼。

“喂！小姑娘，别回头啦，快看前面，最美环岛

路要到啦！等下我把车停在最佳观景点，你们下

去拍两张照片，然后我就慢点开，咱在车上看风

景，不热不晒，回去还是白白嫩嫩。”我们在一阵

玩笑声中推搡着下了车，远远地看见海水如一条

碧蓝色的绸带般攀附在环岛路旁，路上行驶的车

辆仿佛下一秒就会撞上浪花里的礁石。走近一

看：碎银子般的阳光在海面欢快地跃动，周围没

有山峰和绿植遮挡，爽朗的海风猛地灌入衣领，

将我们吹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我从未见过

这么漂亮的海，毕业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一起

来一次吧，毕竟某人还在这里把脚扭了，确实很

值得纪念！”“好啊好啊，而且我们要做永远的好

朋友！”

胖司机摇下车窗听着我们的幼稚对话，然后

挠挠后脑勺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我在想，可能他也

曾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拥有过三两知心好友，最后

在人生中的无数十字路口，互相慰藉、搀扶，跌跌撞

撞地成长为无坚不摧、乐观生活的大人吧。

我们在最美环岛路上仓促结束了一天的旅

程，落日像蛋黄一般悬在天边，远处转动的风车把

晚霞搅乱，我们坐在胖司机的车里，静静看着窗外

翻腾的浪……我知道，再美好的相遇也会有离别，

仲秋诗篇的最后一笔，与礁石碰撞成雪白的浪。

再见，再遇见。

(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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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

文系写给冰心的挽联，也是茅盾对于冰心极富褒奖的

评价。

谈起谢婉莹，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谈起“冰

心”这个名字，应该就广为人知了。得益于她“大爱”的

辉光，冰心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作家之一，更是

无数青年与儿童心中高悬在夜空中的耀眼星辰。

1900年10月，冰心于福州三坊七巷的谢家大宅中

呱呱坠地。降生在书香门第的冰心自幼便对文学情有

独钟，早早就接触到了各类文学书籍。她不仅饱读中外

著名文学作品，还慢慢用独到的见解来培养自己的行

文风格。同时，冰心的舅舅是同盟会会员，经常将同盟

会刊物《民报》带回家中，《民报》里的进步新思想有如

泉水一般涌入她的内心，渐渐地凝聚成了磅礴的浩然

之气。

1919年，她第一次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

小说《两个家庭》。提及“冰心”这个笔名的由来，她认为

“冰心”二字简单好写，又与本名中“莹”的含义相照应，

况且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澄澈诗意在先。在随后的

数年里，她没有辜负她的笔名，借“冰心”二字，用她的

文字生动地描绘了人世间的真善美，撰写了众多脍炙

人口的文学作品———民族大爱，得以窥见。

在我看来，冰心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儿童文学。她以

孩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生活中的万物都怀有赤诚的

热爱，并将这份爱转化为文字，散播给读者。她歌颂母

爱、童真和自然，还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

人”。冰心以儿童文学作品对少年儿童进行美的教育，

但她的作品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而是同特定的社

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

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

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

有泪可落，也不觉悲哀。”这是冰心在《寄小读者》中所

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向孩子们表达了最纯粹、最真挚

的爱，教予他们美好与希望。23岁时的她决定用自己文

字来回应喜欢她的小读者们，她断断续续写了60年的

《寄小读者》，期间收到过许多读者的热情回应，正是这

些回应，让她感到“永远年轻”！直到冰心百岁过世时，

她也仍是一个充满童真的“老小孩”。

“一代代的青年人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

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于冰心，

巴金如是评价道。冰心在文学圈不受待见或许与她

的文学风格有关，可能因为家境显赫，她从小就被保

护得很好，因此在冰心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带着与当

时黑暗年代相违背的“阳光感”。在那个年代，大多数

文学家写的都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而她的作

品则注重于“善”与“美”。不可置否，她笔下对孩童的

爱意在每一个细微的笔触中流露、在每一寸铺陈的

纸张中倾吐———爱意是榆叶细密的纹路，探向落墨的

每个角落。

素时锦年，时光荏苒，当你我褪去幼年纯真，变得

成熟、变得独立，当你我的眼界由狭隘变得宽广，眼里

所看、心中所想也就与以往不一样了。而兴许是作品风

格的原因，当时民国的文人们对冰心颇为轻视。陈西滢

曾说道：“冰心的文字一望而知，便是从未出过校门的

人作的。”但不论民国的文人们如何评价，冰心的贡献

却是不可磨灭的。和在暗夜中振臂疾呼的斗士们相比，

冰心更像是提着小桔灯徐步前行的引路人———以笔尖

传递爱与希望，是儿童心灵的成长导师，更是为国为民

的教育先驱！

(设计与创意学院21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 叶婷婷)

在众多以异世界题材的作品中，各种“龙傲

天”式的爽文主角似乎已将异世界占领，而灰幻

作为异世界的一股清流，以其真实性吸引了我。

或许，正在阅读此篇文章的你会对我口中所

谓的“真实性”感到奇怪———一部剧情纯属虚构，

而且故事的发生地点还是在一处脱离现实的异

世界的作品，凭什么谈真实呢？有此想法的你，不

妨先收起这番对“异世界”的固有印象，且听我慢

慢道来。

故事的开始是主角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转

生到异世界———格林姆迦尔。但他们却失去了之

前的记忆，只能靠着摸索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

规则，并试着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为了谋生，

主角们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并组成一支见习义勇

兵队伍，开始进行打怪赚钱、购买用品和学习技能

的提升之路。可成为正式义勇兵谈何容易？在这个

世界中，肉和衣服是奢侈品，一撮盐一瓶水也弥足

珍贵。作为在异世界初出茅庐的新手，武器的选择

及操纵、对攻击的承受程度、惯性动作衔接的熟练

程度、与敌人打斗时合理的发力部位，这些都能影

响到打怪换钱的速度，入不敷出、食不果腹是常

态，不慎者还会死亡。这些情节仿佛都在向我们倾

诉这才是真正的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而“龙傲

天”式的爽文生活是不存在的！

人物的设定不仅真实，而且富有魅力。虽然

本作只有短短十三集，但它的剧情却足以让观众

对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路历程产生极其深刻的

印象。有从懵懂无知到能独当一面的队长哈尔，

有从天真可爱到成熟冷静的猎人梦儿，有从胆小

畏缩到直面敌人的术师席赫露，有温柔聪明却因

决策失误不幸牺牲的前卫马纳多……敌人的存

在也刻画得令人动容：他们会在闲暇时与同伴下

象棋，会在打到猎物时开心蹦跶，会在睡意袭来

时偷偷躲在角落打盹发出鼾声，会在身处绝境时

歇斯底里地呐喊……这个异世界里，多了一份对

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主角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就

算是怪物反派，他们也在为了活下去而拼尽全

力！正是因为这些细节，人物才显得更加丰满，这

部动画才显得更加真实。

这种“真实感”实际上贯穿了整部灰幻———

夕阳下的城镇建筑、街道上的买卖、瘫在街边的

潦倒义勇兵、费劲千辛万苦终于吃上饭的人们、

马纳多送给希赫露的发夹……曾经的他们对于

未来有无限畅想，而如今的他们担心的却只是

能否吃到一顿饱饭。身边相伴的再也不是高楼

耸立的喧嚣，车水街头霓虹灯的绚烂夜色，等待

他们的只有在满身疲倦时溜去镇上小酒馆的娱

乐，与外城泥土的气息。主角团们时而仰望星

空，时而眺望远方，可他们是否思考过回到原来

的世界呢？答案毋庸置疑，但回去的方法无处可

寻。美好的风景撇过头便难以再见，永恒存在的

只有那窗外高高挂在夜空中如血般鲜红的月亮。

正如剧中说到的：“哭泣并不是因为软弱，忍耐

也不是因为坚强”。每个人其实都在和残酷的生

活作斗争。

在我看来，异世界这个奇妙舞台，华丽但现

实。灰与幻想的世界中，灰色交错着彩色，人生

的坎坷与世界的残酷交织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这既是一个灰与幻想的故事，也是一个你

我忘却已久的故事。我觉得这种因残酷现实而折

射出的美，才是最令人着迷的景色。没有那么多

勾心斗角、阴谋战争，有的不过是喝喝小酒、打

打小怪、学学技能———这才是普通人的真实冒险

故事啊！

(外国语学院19级商务英语1班 郭惠芳)

灰烬中诞生的真实冒险
要要要观叶灰与幻想曳有感

一片冰心，千秋童稚

铸剑为犁，和平永驻
要要要观叶伊万的童年曳有感

电影《人生大事》讲述了刑满释放的殡葬师

莫三妹在一次出殡中遇到了自幼由外婆照顾的

稚童武小文，在目睹小文被家人无情抛弃后，未

婚的莫三妹决定收养“孤儿”小文，最后两人在细

水长流般的生活中互相激励、互相救赎的故事。

影片先以小文的视角呈现了这样一副景象：

还未来得及收拾的麻将桌、成堆的药罐子、无人

接听的电话，以及叫不醒的外婆……屏幕突然陷

入黑暗，而后，穿着花衬衫、随手将路边烧香用的

金纸拿来点烟的莫三妹，踏着嘈杂的葬乐、拨开

拥挤的人群，大马金刀地推开木门、一言不发地

用热毛巾擦拭小文外婆已经发硬的尸体。窄小的

房间、扎堆在门口的邻里亲戚、儿子软弱的请求、

儿媳妇嫌弃的言语，以及拿着“红缨枪”的稚童突

然破柜而出，大声喊道：“别碰我外婆！”并用木头

枪尖直捣莫三妹的脊梁骨……这个以死亡为主

题的故事就在这嘈杂、混乱、令人发晕的氛围中

铺陈开来。

年幼的小文不懂死亡的意义，只知道自小照

顾自己的外婆被莫三妹装在黑色箱子里拉走了，

于是她带上自己的全身家当———外婆做的“红缨

枪”，和一个电话手表，急匆匆地追到了莫三妹的

殡葬店———“上天堂”里。至此，调皮捣蛋的小文

和痞里痞气的莫三妹正式打上了交道，从打电话

让他舅舅将其带走，到以两天一千元的价格收留

小文，再到目睹了小文舅母的无情弃养，莫三妹

终于狠下心来，收留了小文这个混世魔王。

影片通过刻画小文从不理解死亡的含义，到不接

受与外婆永别的事实，再到最后“想念外婆的时

候就抬头看天上的星星”的动态过程，生动地向

我们展示了一个稚童对于生与死的独到的、梦幻

的见解，以孩童的眼睛看世界，总能发现绝境中

的点点萤火。“我没有外婆了，但我有爸爸。”绚烂

星空下，小文澄澈的双眼和真诚的言语将莫三妹

身上被市井生活磨砺出的尖锐棱角温柔地包裹

住，就好似一粒糙石陷入平静的湖，一种名为爱

与依赖的种子在两人身上慢慢发芽。

故事在一个平静的午后迎来了转折，因为

要帮前女友因车祸死亡、连尸体都被货车碾碎

的老公修复尸体、“画骨描皮”，莫三妹软硬皆施

地请来了深谙此道的父亲。在通宵达旦的工作

后，莫三妹和父亲因职业观分歧而颇有隔阂的

关系终于有所缓和。看着死者家属感激、动容的

眼神，莫三妹终于明白了殡葬师这个职业的伟

大之处———让死者体面地走，让生者释然地告

别。而正当他开始反思自己从前因不愿继承殡

葬师这个职业而多次与父亲吵架、甚至大打出

手的种种不孝举动时，年迈的父亲独自在手术

台晕倒了———“我最后给你留一道题，你帮我办

一个令我满意的、不一样的葬礼，不然我做鬼也

天天来烦你。”莫三妹摸着父亲逐渐变冷的手，

泣不成声。

而后，莫三妹好似终于明白了生与死的意

义，他开始把更多的温柔与耐心投入到小文身

上，并把小文看作自己在世界上仅存的依靠。在

他因父亲的死而萎靡不振时，小文带他看星星，

“就像当初从天空中找到最像外婆的那颗星星那

样”，小文的小手搭上莫三妹的大手，月色里两个

互相搀扶的影子，就这样从毫无关联的陌生人，

变成不离不弃的亲人，并相互扶持着去经历、去

探索未知世界里的生与死。

“拥抱生命，珍惜当下”应当是这部影片的主

旋律。莫三妹与小文的相遇本是一个美丽的意

外，他们在互相救赎的过程中碰撞出的亲情的火

花，使两人能够在残酷的市井生活里，拥有带着

伤痛继续前行的勇气，拥有怜悯众生的善意，也

拥有珍惜当下的坚定。我想，人生如蜉蝣，在短暂

的生命里，不妨多一点爱与良善、多一点对生命

的敬畏与思考，即使带着往日阴霾，也要有砥砺

前行、拥抱生命的勇气与释然。

渊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冤

拥抱生命，珍惜当下
要要要观电影叶人生大事曳有感

如今的我们，不曾经历战火，不曾饱经风霜，住在

宽敞明亮的屋舍内，享受着因和平而带来的物质条件

与精神生活的极大富足。我常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屋

内，内心反复咀嚼着一个问题：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

究竟能否感受到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摧残？对

于这个问题，我在前苏联经典电影《伊万的童年》中找

到了答案。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这部老电影，那么它的

故事情节是十分俗套的。本片的主线讲述了一位在二

战中失去双亲的苏联小男孩伊万，为了替父母报仇，

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养父军官想送他去军事学院

读书的建议，而选择成为一名刺探敌军军情的侦察兵

的故事。

既然这部电影是如此的俗套，那么它为何能成为

影史上的经典呢？我又是如何在这部影片中，找到反思

战争的答案呢？其原因就在于本片那充满诗意的镜头

语言、梦境与现实相互交融的拍摄手法和对人物详细

的刻画。

影片开头，就是一段伊万的梦境：明媚的阳光照在

一片树林中，树上的枝叶被照得闪闪发光，伊万赤裸着

上身游走在林间，此时的他皮肤洁净、面容有神，随后，

他来到母亲的面前，俯身向下，痛饮摆在母亲面前铁桶

里的水。但美梦没有持续太久：母亲的表情突然变得惊

恐，伴着倾斜拉近的镜头，伊万回到了现实，此刻的他

身处一座破败的小屋内，穿着一件满是缺口的外套，头

发肮脏蓬松，双眼内满是惶恐。美好的梦境与糟糕的现

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观众对主人公的过去与现在

唏嘘不已，不免让人感受到战争对于社会个体———特

别是孩童———会造成多么大的心灵创伤。

接着，伊万被带入一处苏军营地，在他和一名中尉

谈话的过程中，镜头给到一处墙，上面写着“我们有着

八个不超过十九岁的孩子，一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被枪

决，为我们报仇！”这句话本应该出现在别处，却被导演

用交融的手法巧妙地表现在这处安全的地方，很难不

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恐怖。而在伊万即将被送去侦察前，

还有这样一段：伴着瘆人的音乐，伊万在一栋漆黑的屋

里发现一件军大衣，他拿着棍子不断拍打着这件衣服，

用带着哭腔的语调怒斥敌军的邪恶。

最令我感触的，应该是导演对伊万结局的表现。影

片在推进到“伊万被送入敌军阵地”后，便开始播放二

战胜利后，苏军庆祝的画面，随后便以那名先前接待过

伊万的中尉的视角，带我们了解伊万的结局：在一栋残

破的监狱内，空气中散落着灰烬，中尉打开一份已被处

决人员的档案，里面赫然出现伊万的照片。而后，影片

通过对过去伊万受刑时的声音和现在中尉所见情景的

交叉，激发了观众们对伊万不幸遭遇的想象，使观众对

战争的反思情绪到达顶峰。

另外，片中还有一段令我印象颇深的剧情：一位老

人徘徊在一处早已被摧毁的屋旁———这里似乎是他曾

经的家，即使它破败不堪，老人还是在它那倒塌的墙面

挂上奖状，关上它那脆弱的木门———无论生活遭到了

什么样破坏，人们还是要继续坚强地、乐观地活着啊！

也许，生于安定年代的我们的确无法完全感受到

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艺术

作品和历史影像来反思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战争，

从来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一切战争都是非人道

的：它的出现，只会破坏人民的物质财产和精神生活，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双重灾难。如今，我们谈论战争，不

应该玩闹似的谈论它，简单地将其当做儿戏；也不应该

狂热地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套用到一切冲突上；

更不应该盲目地忽视它，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对待战争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严肃地去思考它，并牢记历史上的

战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避免它的再次发生，也避免让

人类文明再度陷入灾难！

愿和平永在。

(海峡财经学院21级金融班 吕茁)

终身与船相依，一生的轨迹都交织在船的

航线里；名声合该遍布陆地的每一寸，却只有一

张破损的唱片碟留存在二手店里；人们叹他才

华局限于船内，他偏觉得悠扬在海面上的琴声

才算是得其所。他叫1900，固执的、才华横溢的、

昙花一现的海上钢琴师。看完影片，我奇异地

联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

魂”。或许是隔着古今中外的1900和林黛玉二人

都被自然赋予灵性，也都带着一身的灵气天赋

回归于自然，拥抱孤独，不问世事，心为赤子，

殊途同归。

像主人公的奇特名字1900一般，影片无处

不透露着20世纪的古典氛围感。大众欣赏的音乐

类型的变迁、聚在船头等待着在目睹自由女神像

的第一刻大喊“美国”，都是对20世纪的回顾。船

像20世纪的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

面的人想进来”，见证时间由起伏的海面沉入尽

头，见证新旧兴衰在霞光洒落的甲板上交替，而

1900是其中不遵守规则的唯一变量。

被弃养在贵族船舱，被船上的煤工丹尼收

养，一次偶然的机会，1900对钢琴无师自通，鲜花

与掌声自此来到他的身边。毫无疑问，他是天才，

与灵感相依，由天性引领，长于海风里，飘摇浮船

上，特定的环境里长出奇异的天才，海上的风浪

间孕育出洁净的灵魂，他持不同于世人的一份觉

知，有不同于世人的一份坚守。他这一生从未下

船，或许冥冥之中这位天才钢琴师的命运构成因

素就包含了终身与海相伴，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构

不成这片咸湿海风里的传奇。

他本有机会下船的，他也一定从与船上流动

的两千人的相处中形成了自己对陆地的认知，但

最终都结束于“不愿”二字。与自称爵士音乐鼻祖

的杰里斗琴，因接触到了船外世界音乐的美好而

流泪；透过船舷对姑娘一见钟情，因瞬间的心动

而创作出唯一传世的音乐。与社会连接的机会时

时展现在他面前，但他是如此习惯孤独，陆地给

他带来数次惊艳，他因陆地上的美好事物与人而

心动，却未曾妥协。他的不愿并非完全来自对陆

地未知面的恐惧，他在船上已经见过了太多陆地

在人们身上的投影。我想对于理想，每个人给出

的答案本就不同。我不同意有人说1900因懦弱而

不肯下船，名利对他已唾手可得，但他甚至都不

希望自己的音乐被做成唱片。况且对他来讲，就

在方寸之间，生命同样无限。

小号手麦克思作为1900唯一的好友，原本也

想要劝他下船，却在聊天的最后尊重、理解了好

友的想法。“阻止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

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东西。在那个无限蔓延

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唯独没有尽头。”以船

为单位度过的人生让陆地对1900而言是太过庞大

的命题，有限的琴键让他创作出无限的音乐，而

没有尽头的世界对他来说只能是不会创作的一

种音乐。看完影片很久后，我始终记得他带领麦

克思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将钢琴轮锁打开，以钢琴

为媒介，与大海同频共舞的一幕———无视船上的

任何屏障，将海的狂风骤浪化为钢琴游走于船厅

的助力，用琴声的悠扬抚平麦克思对海浪的眩

晕，用共同的频率驱除小号手与大海的矛盾。我

看到了年轻艺术家的敢想敢做与知行合一，看到

了一个天生属于大海的灵魂。我想麦克思最终不

再劝说1900下船也有一分来自于对他与大海间天

然契合程度的折服。

诗和远方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注解，在海

上长成完整独立不世俗的人格，在弗吉尼亚号里

延伸出人生自由而艺术的脉络，海能给他磅礴诗

意，船能带他去到远方。船是有限的版块、理想的

浮城，呵护他纯净的理想，维持住他习惯的一切，

当理想的国度在时间的波澜里陈旧，被装上六吨

半的炸药，青年在生与理想的选择中，将自己人

生的休止符谱写进漫天火光的尘烟里。或许归于

大海就是他的宿命，有人讲下船是海阔天空，但

也许海上钢琴师1900的海阔天空只存于海上，理

想根植的土壤仅限于船里，不容许移植。

(工程学院21级工程造价1班 何为)

理想船
要要要观电影叶海上钢琴师曳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