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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文荟
【热评】

《新神榜：杨戬》│ 国产动画神话宇宙的新拼图

|中国艺术报

追光动画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一流水准动画电影的理念，近

十年来持续深耕精品国漫电影市场。目前，它已经推出《小门神》《白蛇：缘起》《新神榜：哪

吒重生》《白蛇 2：青蛇劫起》以及今年 8 月 19 日上映的《新神榜：杨戬》等优秀国产动画电影。

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取材于中国古典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以特定的历史时代（殷

商或魏晋）为故事背景，充分融入现代艺术元素和国际视野，“重述”并“重塑”了中国传统文

化，构建了一个穿越古今、联通中外的“新神话宇宙”。这些电影中无论是建筑、服装、美术，

都尽可能多地从传统文化中取材，将东方式的神秘之美传递给现代观众，同时在现代电影工业美

学实践中塑造了既具有民族精神传承的艺术美又体现了全球视野的现代风的中国动画电影系列

品牌。

追光动画以及光线影业、彩条屋、哔哩哔哩等知名动画电影制作公司近十年所创作的《魁拔》

《大鱼海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风语咒》《大护法》《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优

秀动画影片，为观众构建了一个个前所未见的中国神话世界，它们将各个朝代各种样式中式古建

筑、服饰、器物、书法、文学、歌舞、音乐、饮食、风物、民俗等传统文化的形式元素都融入到

故事情节之中，呈现出美轮美奂的美学场景与视觉画面；同时，它们的主创团队也熟练地借用了

现代西方艺术中的蒸汽朋克、科学幻想与夸张怪诞的艺术表现手法重塑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为

观众呈现了一种异域风情画的观感与陌生化的新异审美体验。

《新神榜：杨戬》（下文简称《杨戬》）是追光动画“新神话宇宙”的新拼图，也是 2022

年暑期档国产电影大制作梯队中的佼佼者。总体上来看，它进一步扩大了国产神话电影宇宙的版

图，不断充实国产动画电影“封神宇宙”的故事线，将一种关于中国远古神话和历史文化的新经

验带给电影观众，也再次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品牌效应与艺术价值。

首先，《杨戬》延续了追光动画的《新神榜：哪吒重生》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等作品对“封神题材”中的核心角色的“魔改”与“重塑”，构建了源自中国上古神话但又隐含

着现代生活气息的“新神话人物”谱系。人物形象及其故事线的“重述”与“魔改”，连同着追

光动画对白素贞、哪吒、小青（《白蛇：缘起》《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 2：青蛇劫起》）

以及光线电影与彩条屋的哪吒、太乙真人、申公豹和姜子牙（《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等形象内涵的“再生产”一起，共同塑造了国产“封神动画宇宙”人物谱系的新特征。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也是当代动画电影工业通过新媒体技术手段有机缝合传统精神与现代生活、高雅艺术

与大众文化的有益尝试。

其次是主题形式与内容创新层面，《杨戬》的多主题变奏与故事情节的反转让观众眼前一亮。

一方面，《杨戬》通过现代艺术手段的嫁接，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别具一格的“新神话世界”，这

个世界既有虚无缥缈的神山仙岛与变幻莫测的神仙洞府，也有柴米油盐的寻常街巷与尔虞我诈的

险恶江湖，还有充满科技感的仙家法宝与神舟飞梭，古典的神秘与现代的寻常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杨戬》同《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 2：青蛇劫起》等一样，充分地借鉴了现代

西方艺术中的“科幻叙事”与“蒸汽朋克”创作风格，结合中国传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玄幻

叙事的内容，打造了一种融汇中西文化的精致艺术拼盘。《杨戬》中的神话世界不仅包含着古典

的唯美，也体现出现代的壮阔与未来的震撼。

第三是在工业生产流程与技术融合的标准层面，相比此前的国漫作品，《杨戬》有了质的飞

跃。从某种意义上讲，动画电影是当代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一种典型体现，也是民族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标志，其内在的艺术特质本身则包含了较高的现代科技要素。在创作环节，将现代技

术理念与生活方式融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再造与重塑过程，是发展转型中的国产动画电影的重要路

径。

第四是《杨戬》在叙事层面对中国神话故事传统的反转与超越，影片借助于“神灵降格”的

叙事突破表达了某种批判意识，并将其与现实生活相互对接，借以引发观众的深思。这一剧情设

定和思想表达既印证了它“成人向”的故事设定，也延续了国产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反思意识。

新世纪以来，较为出彩的国产动画电影中，远古神话世界中正邪分化与对立的固有思维常常被打

破，而被融入了新的思考。

神话与传统文化的当代再创造

（选自豆瓣影评）

当元神化身大战时，更是如同绣像话本插图都活过来一样，持国天王的琵琶铮铮，弹出十面

埋伏的刀光剑影。多闻天王宝伞一开，旋转起来风呼啸欲来。风火联动，具象化的音符变为了流

火暗器，从未想过在大银幕上能看到熟悉的四大天王能打得那么酣畅淋漓，而且画风中还带有一

种汉晋石砖造像的神韵，喜欢逛博物馆的人是有一种迷之感动的。

看守混元加气站、给各个飞空艇加气的无头巨人，如果是熟知传统神话的人一定会心一笑，

这肯定就是刑天了。传说中“刑天舞干戚”，肚子长眼睛，而动画中让刑天的眼睛长到了手心里，

犹如移动摄像头般无死角监视，可太适合做加气站保安的工作了。

重头戏的“劈山救母”，动画中演绎成了两个版本，杨戬劈桃山救母和沉香劈华山救母。看

完电影后我特地去查了一下，二郎神话中还真有“劈山救母”的传说，只是流传不广。电影中把

两人处理成了镜像对照的关系，悲剧世代轮回，曾经经历过痛苦的杨戬看到沉香重蹈自己覆辙，

很难忍住不伸出手救赎。

而前期神秘的“婉罗”自报家门时也震惊到我，这位竟然是巫山神女！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可太熟悉了，从《高唐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再到《神女赋》著名的楚襄王与神女同游，

屈原的《山鬼》也与她有关，“神女”瑶姬形象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艺术史。

而婉罗在瀛洲一舞时，歌唱的是曹植《洛神赋》，舞蹈造型来自于敦煌飞天，舞毕在后台喝

的是唐宋的煎茶。金霞洞遇到的小童是经典的“道童骑青牛”意象，山顶上封印二师兄尸身的水

池取材自九寨沟黄龙的地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文化经典意象混搭再创造。

悦耳悦目更要有好的故事内核

选编自《劳动报》

《新神榜：杨戬》的一大不足便在于故事主线不明，前后逻辑不通。比如电影前半段对于杨

戬接赏银捕沉香，申公豹惨死等案件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但到了剧情中段，主角没有讲清楚案件，

反而是由其他人物简单地揭示了真相，到了后期剧情里，铺设了大半场的两起命案又被抛诸脑后。

情节的前后关系和部分人物的行为动机存在逻辑上的不足，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次，电影中的人物也有些空泛，虽然片名是“杨戬”，但本应是绝对主角的他在片中却更

像是给沉香打辅助的角色。这些都让电影遭遇了口碑上的巨大争议。由此可见，观众的追求不仅

仅是“悦耳悦目”，更要有好的故事内核。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国产动画电影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即过于在乎画面精美、动作特效，

主编：赵小艳 审核：代静 吕梁学院附中高一语文组

大美之歌

《诗画中国》许嵩作词

春雨定风絮

青石道旁鹿饮溪

我追寻着你的足迹

晓风善解意

拂动花枝来相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野鹤穿竹林

放游仙山闲云里

我流连于你的风韵

纸上万里行

落笔成诗情画意

谁伏案窗前斜照岁月剪影

你飞扬的笔墨

挥洒出一马平川的广阔

在山峦的巅峰

你展开诗卷向我轻挥手

你飞扬的笔墨

舞动出传续千年的不朽

一盏烛火长映心中

以不渝的丹青勾画了神州

【另解】

 前半部分三句一小段，写春雨、晓风、

竹林；后半部分四句一小段，写山川

和历史。

 春雨定风絮，晓风善解意。

野鹤穿竹林，纸上万里行。

 青石道旁鹿饮溪，

浮动花枝来相迎。

放游仙山闲云里，

落笔成诗情画意。

 追寻着你的足迹，

放游仙山闲云里，

谁伏案窗前，

岁月照剪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盏烛火，长映心中，

流连于你的风韵，

不渝丹青，勾画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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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忽视了故事的内在呈现。精美的视觉画面固然重要，但究其根本，动画电影作品首先要遵循

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讲好故事，只有从表现形式到内在逻辑都具备合理性，才能真正使观众信

服，产生观影共鸣。

【漫谈】

中国动漫未来的发展

文化孕育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中国动画同样也是在

五千年积累的文化环境中不断成长、成熟的。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动画承载着文化传播

功能，成为一种传播媒介和文化符号。“动画艺术的根本精髓，是将某种精神文化附着在动画形

象上进行传播。观众接受和喜爱一个动画形象，同时便接受了这个动画形象作为视觉符号所传播

的精神文化内容。”动画产业发达的国家，如日本、美国都将文化资源运用到动画作品的制作中，

通过动画形象的传播，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受众的心灵深处。中国本土艺术形式，如水墨画、书法、

剪纸、泥塑、年画、壁画、雕刻等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浑厚的受众群体，为中国动画提供了创作

的源泉。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科技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冲击下，西方社会更是以强势经济为后盾，对东方展开“文化殖民主义”，

试图把东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来。好莱坞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曲解随

处可见。未来动画创作对于本土文化进行发掘，塑造真正意义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象才是我

们的创作方向。这不仅涉及动画产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动漫已经承载了发扬我国文化的责

任，已经具备了文化上的战略意义。

在漫长的现代艺术历程之后，现代主义对于“新”的追求逐渐消失，“新”已不再是衡量艺

术的标准，而衡量的标准更倾向于在艺术中有没有“根”的体现。后现代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生

产的新产物，它的真正所指被忽视，后现代艺术追求的是“回归文化”。它是一种寻根的艺术：

寻找和重新发现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回归正是我们在推动动画产业时应该思考的问题，在

动画艺术中呈现的主题应该回归到民族文化中去探索。

从古至今，东西方的文化累积，使得我们拥有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在这样庞大的艺术宝库

中，我们需要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正是民族文化带给我们的。鲁迅曾经说过:“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历史中传统的积累是一种内动力，还原是相对的，裂变中的传承、转化中的创

造却是绝对的。”“对他国动画亦步亦趋的模仿是不利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只能导致中国动画

衰亡，只有民族化，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出路。”古往今来，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各种艺术创作的

源泉。

（作者周建国；文章摘自《电影文学》）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与日俱增。与国画、书法、古建筑、

服饰器物相关的各类古代知识，都在年轻群体中不乏拥趸。故宫成为网红，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

浓缩体现。人们既在古物中获得审美享受，也由此建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身份认同。在这场方兴

未艾的复古热潮里有一种近乎严苛的科学态度，即力求严谨，锱铢必较，以图接近古代的原意原

貌。大凡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片，上映后都会遭遇“考据派”“科普党”影迷的严格审校。几年

前的《大鱼海棠》，片尾字幕工整列出“参考古籍文献资料”，具体包括：《诗经》《庄子·逍

遥游》《搜神记》《太平广记》《列仙传》《通鉴外纪》《山海经》《中国土楼》《中国传统纹

样摹绘精粹》《海棠蛱蝶图》《鱼乐图》。有细心的观众盛赞导演把清华大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引

入艺术创作，也有挑剔者逐条陈列嫘祖、祝融、赤松子等上古神仙被架空了人物性格和人际关系，

沦为传统文化的单薄符号。更有影迷整理出 30 多页的《大鱼海棠》神兽考，通过比对图版《山

海经》，确认片中六足四翅的小兽是帝江，蹲踞水畔的巨兽最接近犼而非貔貅，摆渡者萝卜仙并

无原型，只能根据其独眼三手的特征，勉强对应于烛龙或鳙鳙鱼。无独有偶，2018 年中传动画毕

设短片《春困》片尾，也列出参考资料：《关雎》《洛神赋图》《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第二

十三回》《鸟语花香四条屏》《梅兰竹菊四条屏》《千里江山图》《芥子园画谱》，同样获得一

片赞叹。

有趣的是，这种对待艺术的方式，似乎既有中国文章的用典传统和西方图像志、图像学的现

代理路，却又有悖于中国但求意会、不求甚解的文艺美学传统。这正提示我们，当下的文化复古

不是单一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中国深入全球化进程的产物，融合了古今中外多重文化元素。这

种强大的融合性，或许正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征。

从《千里江山图》到《只此青绿》：古典资源如何创造性转化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 年 09 月 07 日 07 版）

怎样以古代文物“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是传播技术层面的探索，更对深入研究文物的艺

术价值、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以及发掘其精神资源并作抽象继承和现代转化，提出了更多、更

切实的要求。

2017 年 9 月，《千里江山图》作为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核心展品再

度亮相，一时成为热点。四年之后，取材和表现《千里江山图》的舞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

院首演，正式和观众见面。该剧全国首轮巡演甫一开启，便收获了如潮好评，更在登上 2022 年

春晚舞台之际惊艳世界。《只此青绿》以新创“舞蹈诗剧”的概念和形式，讲述了一幅古代绘画

杰作的“身世”及其背后的中国故事，既展示了古典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无限可能，也体现了研究

提炼物质文化遗产精神价值的正确导向。

“青绿”和“山水”是《千里江山图》的两个关键词。山水是这幅作品所属的画类和题材，

但“山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从来不是单一的、没有内涵的物质实体和对象，它与“人”

息息相关，是古人理解自然、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媒介；青绿固然指画的设色及颜料，作为

色彩的“青绿”也有特殊的文化意涵，寓示着春天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状态，代表了充满勃勃

生机的东方世界。《只此青绿》将“青绿”这一极富内涵的概念提取和诠释出来，不仅通过展现

属于东方审美的“健”的精神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钦仰，同时以借助人来表现自然的方式，透

露和传递出天人互益、物我同春的东方智慧。

古人心中美好的政治愿景，时常通过描绘安宁、静谧、祥和、悠闲的自然世界和人间生活来

表达，《千里江山图》中不光有延绵无尽、秀美壮丽的河山，更可见行旅、赶集、驾舟、捕鱼这

类平凡而世俗的“烟火”与“人情”，整幅画卷充满和平安定、富饶美好，画出了人人期待和享

受的太平景象。可以说，《千里江山图》实现了风、雅、颂的完美融合，它采撷民风和风物之美

以利君王“观风”，它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极为典雅，更以颂的形式作无声礼赞，是“国家意识形

态”的集中呈示。

《千里江山图》既是美学价值卓越的艺术珍宝，也是历史讯息丰富的文化遗产，要将它搬上

舞台，必须在深度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选择与提炼最核心的要素，同时做好创造性转化，以适

应时代价值观念和观众的需求与接受心理。《只此青绿》真正让《千里江山图》“活起来”，运

用了不少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是将画卷的叙事之抒情转化为舞剧的抒情之叙事，二是将表现的主题和对象从景观转化为

人，千里江山被希孟画“活”，化为青衣绿裳、高髻蛮腰的女子，作为“人”的“青绿”最能打

动观众，“青绿腰”由此成为爆款舞姿，而舞剧的七个情境其实也是七个具体的行为和动作，行

为和动作的主体是人，完成这些行为和动作的过程，正是舞蹈的表演过程。三是画卷所承载的帝

王趣味转化为舞剧所传递的民众审美，《只此青绿》的多个单元，记录和诉说的都是普通民众的

生产生活，无名匠人们的种种工作既是传承也是创造，他们既存在于过往也活在当下，劳动的过

程被加工和抽绎，终于成为超越于现实的艺术。

今日的传统文化热，是新时代文化自信不断深入人心的直接体现，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所持有

文笔挑战

我来人间一趟……

 我来人间一趟，不惧豺狼虎豹。

毅然穿上军装，镇守祖国一方。

纵使血染边疆，清风伴我回乡。

 我来人间一趟，不为碎银几两。

守望一方月光，不忘来时模样。

 我来人间一趟，无惧雪雨风霜。

却为碎银几两，自此漂泊异乡。

奈何岁月见长，父母两鬓沧桑。

年少囊中羞涩，如今难说无妨。

 我来人间一趟，纵横六合八荒。

登尽三山五岳，遍游万泽千江。

一曲阳关回荡，孤影相偎斜阳。

 袁隆平

我来人间一趟，志满天下粮仓，

世人无惧饥荒，万家炊烟米香，

来世再活一趟，看尽禾下乘凉。

 苏轼

我来人间一趟，大宋光华万丈。

沙洲寂寞荒凉，策论难挡锋芒。

乌台豪尖作浪，奈何虎落平阳。

天上宫阙，阴晴圆缺。

仙心欲归琼楼，

落笔却是人间烟火。

 贾宝玉

我来人间一趟，看场百花盛放。

当年胭脂浓妆，如今两鬓成霜。

昨日歌舞登场，当下衰草枯杨。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绛珠草也泪尽归乡。

独坐陋室空堂，

恍如大梦一场。

我打碎了夕阳

 我打碎了夕阳，他让我赔偿，我赔他

山川湖海，万丈荣光，他还我山河壮

丽，锦绣川乡。

 我打碎了夕阳，也揉碎了月光，拉着

李白大醉一场，撒下九州的霜。

 我打碎了夕阳，洒在你身上，你有了

圣光，我黯然退场。

 我打碎了夕阳，要忘掉一个姑娘，奈

何想念碎在海上，荡漾，摇晃。

 我打碎了夕阳，放出一个月亮，清风

吹落我一身伪装，城市灯火，不及这

一晚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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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也不再仅是基于一种虚浮的意气和态度，而是植根于深刻的理解和共情。人们早已不满足

于对古代艺术和文化的浅泛了解，更多时候是在用一种研究的方式去欣赏、评判和分享。《只此

青绿》之所以备受青睐，就在于它不但找到恰当的路径对古典资源作出创造性转化，同时站在观

众的角度设计了进入历史空间、观察审视细节的步骤和方案，以今人的匠心体会古人的匠心，以

当代的集体创作致敬古代的集体创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属于新时代的艺术典范。

【话中秋】

月亮是诗人最钟情的题材

在诗人的眼里，月亮总是最为钟情的题材，古代描写月亮的诗词多到不可胜数。在中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就有一首《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这首诗以月起兴，描绘了心爱女人的姣好容貌，也写了内心在追求爱情中的焦躁心情。诗中

的僚、懰、燎是形容人的容貌美好，而悄、慅、惨则是指诗人的内心不安。

月亮之所以会被诗人所钟情，是因为在天体中，月亮最为变化多端，它有盈亏圆缺，它有新

残朔望，有上弦下弦，它满月如盘弯月如弓，它还有红月如血……在我们这个农业国，月亮还与

历法、节令、劳作、经济、社会交往以及阴阳学说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有过农村生活经历

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很多事，譬如庙会、集市都是按“月”举行的。在月光如洒的夜晚，有很

多农活也都可以进行。

人们喜爱月亮，把很多美好的传说都寄托在它身上。关于月亮的传说起源很早，在屈原的楚

辞《天问》中就有月兔之说。除了月兔，还有嫦娥、吴刚、月桂、金蟾、广寒宫……其实不单是

诗人，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交集于此了。

由于对月亮的喜爱，人们给与月亮好多名字，比如玉兔、玉盘、素娥、冰轮、玉轮、玉蟾、

桂华、桂魄、蟾蜍、顾菟、婵娟、玉弓、玉桂、玉钩、玉镜、冰镜等等。李白有一首《古朗月行》

就是将月亮称作白玉盘的。用字不直说而用代字，这种情形在古诗词中是大为流行的。南宋沈义

父在《乐府指迷》中说：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

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对此，王国维颇不以为然，他以周邦彦词《解语花》

中“桂华流瓦”为例，说境界虽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

中秋节的起源和月亮密不可分。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祭月

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是古老的“祭月节”，

后演变成了以“家庭团圆”为主题的祭祀仪式。现存文献中，“中秋”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成书

于两汉之间的《周礼》中说，先秦时期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

月)”的活动。

唐诗咏月贵在意境

汉代已有过中秋节的习俗，但中秋节作为一个节日得到官方的认可，大约是在唐代，《唐书·太

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代帝皇中，唐玄宗游月宫的浪漫传说就和中秋节有关。相

传某年八月十五之夜，唐玄宗在宫中祭月时随侍道人作法，将手中拐杖化作空中银桥后，步入月

宫。但见门楼匾额上书“广寒清虚之府”，门口的高大桂树下白兔正在捣药，宫内嫦娥诸仙女在

悠扬的乐曲伴奏下，翩翩起舞。玄宗从月宫归来后，命人整理出暗自记下的舞曲，命名为《霓裳

羽衣曲》。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诗文中，有很多中秋赏月、饮酒、赋诗的习俗。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

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故事结合起来，使之充满浪漫色彩，赏月吟诗之风大兴。

在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至少有四首都写到月亮，比如《明月皎月光》《青青河畔草》《孟

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等。在以月亮为题材的古诗中，李白的一首《月下独酌》是非常有名

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这首诗中，李白再次给我们

展示了他恣意的潇洒和漫无边际的想象。文字间表达出诗人内心的孤独与失意，让读到这首诗的

人都有所动。

当然，与月亮相关联的诗中，李白的《静夜思》更为出名，达到人尽皆知的地步。这首诗把

思乡情与月联系在一起，成了每个远离家乡之人的共同情感。

从咏月的意境来说，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由景入情，给人雄浑阔大之感。

与“海上生明月”一样，张九龄的“孤鸿海上来”在意境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一首《八月十五夜玩月》是具体写中秋之月的：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

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

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

这首诗不单把中秋月夜的情景写得十分真切，还在最后发出了天道恒常、世道沧桑的感慨。

刘禹锡一生坎坷，他的很多诗里都会有类似的感慨，比如《前度刘郎》，比如《西塞山怀古》，

比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苏轼兄弟词说中秋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词

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苏轼有一首词《阳关曲·中秋月》：暮云收尽

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据说这首词是苏轼为与弟弟苏辙重逢所作。团圆固然美好，但终须离别又引起无尽伤感。苏

轼与苏辙感情至深，他的另一首词还是写中秋月，也是写给苏辙，这就是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

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由创作者与读者、观赏者共同完成的。特别是诗词

这种高度概括的作品，观赏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也就都会有不同的“作品”被共同创作出

来。而这就是“诗无达诂”的奥义所在。比如这首词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篇

首已说明是写给苏辙的，是写兄弟之情，但更多人愿意用在男女思念之情上，却又何妨？当然，

需要说明的是，苏轼词中的“婵娟”指“明月”。“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代指明月。“共

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把古人诗

词内容作另外解读的为数不少。比如《诗经》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是写战士间盟

誓的袍泽之情，后人则用来形容男女之爱情，却也更为贴切。

苏轼写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 1077 年，他离京赴徐州任知州，

苏辙与之偕行。到达后，苏辙在徐州停留了百余日，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终于得过一

个团圆的佳节。然中秋过后，苏辙又要转道赴南都(今河南淮阳)任职，于是苏辙在临别前写下《水

调歌头·徐州中秋》。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

的园圃。作为宋词代表人物之一，苏轼的词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他与兄弟苏辙词说中

秋的佳作，永世流传。

 我打碎了夕阳，为了碎银几两，放走

了诗和远方，后来万事逢迎一路通

畅，生活无恙也算理想，除了——常

梦见自己看日落的模样。

 我打碎了夕阳，铺在卧榻旁，好扯一

缕如梦，消磨长夜微凉。

 我打碎了夕阳，也种下了希望，若此

世只有疾苦，谁还来这人间彷徨。

 我打碎了夕阳，为千里晚霞梳妆，宛

如那年脸颊通红的姑娘，装饰了我的

梦和窗。

风是抓不住的……

 风是抓不住的，沙握紧了便散，日升

月落自然，潮来潮去随意。人来人往

的渡口，路遥马急的人间，佛岿然不

动千年，魔画地为牢几世，时间这条

河啊永不停歇，生命这首诗啊生机勃

勃。

 风是抓不住的，它啊，得意了马蹄，

却也让人间有了别离。

你要写……，就不能只写……

 你要写月，就不能只写月。要写晴夜，

写皎洁，写李白举杯邀约，床前霜雪；

写阴晴，写圆缺，写苏轼把酒问青天；

写天上宫阙，写疏影横斜，写南唐后

主春花秋月，写李清照云中锦书叠。

写一轮弯月，让陶渊明采菊晚别；写

一轮半月，让辛弃疾别枝惊鹊；写一

轮满月，让张九龄海上升明月。千古

称绝，写尽人间的风花雪月。中秋夜，

无离别。

 你要写月，就不能只写月。要写晦暗明

灭、写阴晴圆缺，写世人看不出的沧桑

与诡谲。要写雨夜梨花打湿阶，孤影独

孑。写别枝惊鹊，写关山难越，写一盏

酒的氐惆与凄切。写昨日西楼锦书叠，

佳人惊鸿一瞥；写白发青丝犹带血，西

北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折笔，把你写

进词的下半阙，独独不道离别。

 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要写云动，

写雨声。写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

与情。要写月下树影摇摇，远处雨雾

腾腾。写玉门关难入，写野渡舟自横。

写吹皱的一池春水，任思念嘲弄，写

春潮带雨急匆匆，佳人在西我在东，

写烟尘四起晚霞笼，谁人与共。可以

只字不提风起云涌，但要悄悄溜进此

风中，翩翩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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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浪漫】

25 个句子告诉你，张岱有多会写

 万象

冬日在他笔下，是：万山载雪，明月薄之。

雨后在他笔下，是：新雨过，收叶上荷珠煮酒，香扑烈。

午夜在他笔下，是：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江月在他笔下，是：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 噀：xùn，喷水。）

居所在他笔下，是：门外苍松傲睨，蓊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

音乐在他笔下，是：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

美食在他笔下，是：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六月歊暑，柿

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为之明。（歊：xiāo，炎热。）

 四季

他写春游之况：桃柳烂漫，游人席地坐，亦饮亦歌。

他写夏日消暑：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余设凉簟，卧舟中

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簟：diàn，竹席。嗒然：

dā rán，形容身心俱遣、物我两忘的神态。）

他写秋夜赏月：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他写冬日闲趣：梧叶落，蜡梅开，暖日晒窗，红炉毾㲪（tà dēng，带花纹的细毛毯）。以

昆山石种水仙，列阶趾。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

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闲情

他游西湖：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

或逃嚣里湖。

他观潮水：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冰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

而下。（擘：bò，张开、分开。）

他看龙舟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艓（dié，小船）齐开，

两岸沓沓然而沸。

他听说书：款款言之，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他园中读书：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

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他一枕酣睡：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一枕黑甜（酣睡），高舂（日影西斜近黄昏时）始

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

 碎语

他笔下的“旅游旺季”是这样的：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

肆无留酿。

他看了一出好戏，激动地发出“好评”：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供一刻

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

他自嘲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吃货”：耽耽逐逐（瞪着眼睛，望眼欲穿的样子），日为口腹

谋，罪孽固重。

他有自己独到的“装修理念”：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

篱下也。

他认为行行出状元，职业无贵贱：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

他认为人际交往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

其无真气也。

一句话评点自己的生平，他说：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

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当一首英文诗传到了中国：

 原诗《I am afriaid》

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

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wind.

But you close your windows when wind bloes.

This is why i am afriaid.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普通版

你说你喜欢雨，但是在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

你说你喜欢阳光，但阳光播撒的时候，你却躲在了阴凉之处。

你说你喜欢风，但清风扑面的时候，你却关上了窗户。

我害怕你对我也是如此之爱。

 文艺版

你说烟雨微茫，兰亭远望；后来轻揽婆娑，深遮霓裳。

你说春光烂漫，绿袖红香；后来内掩西楼，静立卿旁。

你说清风轻抚，醉卧思量；后来紧掩门窗，幔帐成殇。

你说情丝柔肠，如何相望；我却眼波微转，兀自成霜。

 诗经版

子言慕雨，启伞避之。子言好阳，寻荫拒之。子言恋风，阖户离之。子言偕老，吾所畏之。

 离骚版

君乐雨兮启伞枝，君乐昼兮林蔽日。君乐风兮栏帐起，君乐我兮吾心噬。

 五言律诗版

恋雨偏打伞，爱阳却遮凉。风来掩窗扉，叶公惊龙王。

片语知语短，相思缱绻长。郎君说慕我，不敢细思量。

 七言绝句版

恋雨却怕湿秀衣，喜日偏向树下倚。欲风总关绮窗景，妾身岂敢心付伊。

 七律版

江南三月雨微茫，罗伞叠烟湿幽香。夏日微醺正可人，却傍佳木趁阴凉。

霜风清和更初霁，轻蹙蛾眉锁朱窗。怜卿一片相思意，犹恐流年拆鸳鸯。

 律诗版

清月缠绵雨微扬，轻提罗裙撑伞巷。泼墨山水绘艳阳，却藏花亭品幽香。

霓裳轻舞惹风起，但遮幔帐引寒霜。佳人启唇心悦我，颔首起身惮思量。

 词曲版

点点春雨润青山，艳鲤浅，纸扇漫叠小舢板。

雨后艳阳拨云岚，抚人暖，傍木品茗窃清闲。

月影作伴漫散天，听风赞，却怕风凉躲帐间。

卿说恋我明眸间，心惘然，停杯轻笑叹岂敢。

 你要写妈妈，就不能只写妈妈。写嗷

嗷待哺的娃，写临别不舍的话，写童

年温情的守候，写长大还惦念的温

柔。写求学的路，写锅里的粥，写身

影渐消瘦，写青丝变白发，写你一生

的守候。

 你要写思念，就不能只写思念。要写

无眠，写归雁。写偶然翻出的信笺与

物件。写雨打窗前，写顾影自怜。写

江上船如飞箭，雪落满天。写执手相

看泪眼，故人梦中现。再写良辰美景

不得见，此恨长绵绵。书至此处，胸

臆方得见。

我偷了黄昏的酒

 我偷了黄昏的酒，借了夜色下口，做

它一刻神仙，不贪天长地久。

 我偷了黄昏的酒，还想拉晚霞的手，

活得蝇营狗苟，却心念海棠花瘦。

 我偷了黄昏的酒，只敢浅唱一口，怕

海风吹湿眼眸，也怕月亮洒下的愁。

 我偷了黄昏的酒，浇在月下柳梢头，

唤来佳人微醺入梦，放任思念予取予

求。

 我偷了黄昏的酒，也生了双望月的

眸，既有阴晴圆缺，何来慕雪白头。

 古人对月亮的雅称：望舒、婵娟、冰

轮、玉蟾、月桂、园景、玉轮、顾兔、

白玉盘、瑶台镜

 中秋节的十大雅事：焚香、沐月、品

茗、赏味、猜谜、燃灯、酌酒、闻桂、

念友、设宴

 中国人的十大雅事：焚香、听雨、拾

花、赏画、品茗、探幽、观云、候月、

酌酒、抚琴

 山不叫山，叫翠微；海不叫海，叫沧

渊；云是纤凝，风是扶摇；太阳叫做

扶光，月亮叫做望舒。狂风吹起来 的

沙砾又叫惊沙。纤凝翠微颠，扶光入

沧渊。扶摇惊沙起，山弄望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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