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

有的手温……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

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

娘，我爱你。 ”在服装厂打工的女工邬霞在纪录片《我

的诗篇》中述说着她的打工故事，展现着她独有的职

工诗人情怀。

11 月 1 日，职工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以一种

全新的“互联网众筹包场”形式在福建晋江首映。 这

部纪录片作为中国诗歌纪录电影的开山之作， 首次

在晋江亮相，放映的第一场就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

知名影评人的广泛关注。

这部纪录片由中国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为总策

划人，由吴飞跃、秦晓宇担任导演。 作为首部完全从

诗歌的角度深入职工工作与生活的纪录电影，《我的

诗篇》聚焦于 6 位各具特点的职工诗人，他们是：巷

道爆破工陈年喜、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

毛工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 30 年的煤矿工

人老井。 6 位职工创作的诗歌，均为他们在工作和生

活中的所思所想。 根据他们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

爱诗歌的真实故事拍摄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侧面

表达出中国工人的理想与灵魂， 并且聚焦工人们的

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

据导演吴飞跃介绍，拍摄纪录片《我的诗篇》的初

衷，起源于对工人诗歌的关注。 他说：“我们通过互联

网、诗歌期刊等寻找一些比较优秀、比较有特点并具

有代表性的职工诗人及他们的作品， 从中收集 50多

位优秀职工诗人的作品，出版了《我的诗篇———当代

工人诗典藏》，在此基础上挑选出６位拍摄对象。 在

纪录片《我的诗篇》摄制过程中，我们发现职工诗人们

在创作诗歌的背后每人都有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

据悉，在长达一年的拍摄过程中，纪录片《我的

诗篇》 拍摄团队从这些职工诗人的真实工作和生活

切入，并且进行现场拍摄，细致地反映出职工日常工

作与诗歌创作的艰辛， 精心打造出这部展现职工诗

人情怀的纪录片。

在今年 6 月份上海第 18 届国际电影节上，这部

纪录片由于没有夸张造作的表演， 完全是职工们最

平凡、最朴实的展现与讲述，因此受到广泛好评，荣

获了最佳纪录片金爵奖， 还入围有纪录片奥斯卡奖

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大奖以及台湾金马奖

这两项重要提名。

吴飞跃表示，《我的诗篇》 是展现职工诗人风采

与情怀的开篇之作，今后，拍摄团队将会有更多的策

划，努力为职工诗人搭建创作平台，让职工情怀得以

延续，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产业工人。

刘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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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是全国惟一的吴歌传承之

乡，流传于张家港凤凰镇的河阳山歌，是

江南吴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踞今已有

6000 多年历史。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曾

题词盛赞河阳山歌是“人民的心声，民族

的情结。 国家的瑰宝，世界的奇葩。 ”

自古以来， 河阳山区的农民们在劳

动中引吭高歌， 唱出了一首首乡情浓郁

的河阳山歌。 独具吴歌雅韵的河阳山歌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原生态民间歌谣，已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

记者在采访凤凰镇河阳山歌馆馆长虞永

良时， 不仅了解到河阳山歌的起源与现

状， 还了解到当地的民间趣闻和历史典

故， 在一首首吴侬软语的河阳山歌中有

着生动地反映。

最早的一首河阳山歌，距

今已达

6000

多年

河阳山歌的历史相当悠久。 在古代，

河阳山区的百姓们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喜

怒哀乐配上纯朴自然的曲调， 形成了一

首首好听又好学的河阳山歌。

河阳山歌馆馆长虞永良， 是研究河

阳山歌的资深专家。据他介绍，河阳山歌

有着许多之最。其中最早诞生、最为原始

的一首就是堪称中国民间歌谣珍稀“活

化石”的《斫竹歌》，“吭唷斫竹，嗬哟嗨！

吭唷削竹，嗬哟嗨！吭唷弹石，飞土，嗬哟

嗨！ 吭唷逐肉，嗬哟嗨！ ”这首有着 6000

多年历史的最古老的河阳山歌， 是上世

纪 60 年代虞永良回乡务农时， 听到 20

多个村民在拖船时同声高唱的。 到了上

世纪 80 年代，虞永良在研究河阳山歌查

阅史料时猛然醒悟，农民们吼唱的《斫竹

歌》，和远古时期的《弹歌》有着惊人的相

似。 于是他一下子意识到，《斫竹歌》可能

就是《弹歌》的前身。 虞永良没想到他的

偶然发现竟然改写了中国诗歌史与中国

音乐史， 并且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

注。

后来经专家考证，《斫竹歌》 与我国

文字记载最早的诗歌《弹歌》有着惊人的

相似，而且，《斫竹歌》出现的年代比《弹

歌》还要早。 因此，《斫竹歌》被认定为目

前考古研究发现最早的华夏民歌。 如今，

这首最古老的河阳山歌穿越 6000 多年

漫长的时光隧道， 竟然仍流传在张家港

的凤凰镇， 不能不说是中国文艺史上的

一大奇迹！

虞永良还告诉记者， 河阳山歌最短

的 4 行，最长的 6448 行。 河阳山歌按照

长短主要分为 4 大类别， 其中包括 4 句

头山歌、短山歌、大山歌以及长山歌。 河

阳山歌中 400 行以上的为长山歌，《十里

亭》、《天门阵》等长山歌，都是以抄本形

式世代传承。乾隆年间的长山歌《古人百

家姓》，全长 488 行，将百家姓中的 180

姓与姓氐中的历史名人相组合进行传

唱， 成为书生们掌握姓氏文化与历史知

识最通俗易懂的课外读本。

当年项羽练兵台，变成百

姓赛歌大舞台

在许多河阳山歌的歌词中都反映了

“项羽起义”、“岳飞抗金”、“太平天国”等

重要历史事件。 其中对秦朝末年项羽在

吴地起义、 在河阳山招募兵勇这段历史

的描述格外生动。 河阳山歌《项羽》的歌

词为：“北来秦始皇，造反出项王。旗树大

江东，西战汉中旁。 ”另一首河阳山歌《唤

英台上唤英雄》 对项羽赞美道：“唤英台

上唤英雄，项王不肯过江东。 一言九鼎壮

烈去，江东弟子义独钟。 ”

虞永良向记者介绍， 根据当年流传

下来的《项羽》、《唤英台上唤英雄》、《唤

英台上万人呼》 等河阳山歌进行研究与

考证， 可以从中了解到项羽与河阳山区

父老乡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秦末时期，项

羽曾在河阳山耀家坝一带修建练兵台竖

旗招兵，四方乡邻纷纷响应。项羽渡江西

进告别河阳乡亲时曾发誓：“不灭暴秦，

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然后率领从河阳招

来的兵勇挥师渡江。

项羽渡江西进后， 河阳老百姓们为

了表达怀念与爱戴项羽、 期盼他凯旋归

来之情，特地将项羽的练兵台改称为“唤

英台”。 星转斗移，当年项羽练兵的唤英

台后来变成了河阳民众进行对歌与赛歌

的大舞台， 有一段山歌歌词很形象地描

述出人们在唤英台赛歌的盛况，“唤音台

上山歌响，耕织采桑乐洋洋。 ”

男青年不会唱山歌，很难

找到好老婆

在河阳山歌中， 具有原生态特色的

情歌占有很大的比例。 情歌的内容是劳

动人民追求美好爱情的真实反映， 譬如

河阳山歌《相约情哥河阳会》这样唱道：

“桃花樱花加梨花，阳春三月美如画。 妹

约情哥河阳会，双双对对去看花。 ”其唱

词中良辰加美景，赏花与对歌，活脱脱描

绘出一幅情景交融的乡村爱情“风情

画”。

据虞永良介绍，自古以来，流行于河

阳山区的对歌形式与当地男女青年的婚

恋习俗息息相关。 在河阳山区，有一句老

话从古流传到今：“只有河阳山歌唱得

好，才能娶到好老婆。 男青年如果不会唱

山歌，那么，家有万贯财产也没人愿意嫁

给他！ ”因此，多少年来，当地男子为能讨

到好老婆， 都纷纷向河阳山歌老艺人们

取经学习，并且都勤学苦练，争当令人羡

慕的山歌王。 在古代，河阳山区每逢春秋

季节，对唱山歌盛极一时，或同庄对唱，

或隔河对唱，妇女们送茶担饭，孩童们欢

呼助威，气氛相当热闹。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流

传 6000 年之久的河阳山歌，张家港凤

凰镇不仅新建了河阳山歌馆， 编撰与

出版了 150 万字的《中国·河阳山歌

集》，还建立了河阳山歌培训基地。 河

阳山歌的传承与保护还引起许多艺术

家的关注， 由著名国画大师魏紫熙之

女魏莉创作的巨幅国画 《福村河阳

图》，将河阳山歌馆、恬庄老街等人文

景观浓缩在 10 米长卷中。

记者 汤雅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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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阳山歌蕴含着太多的珍闻趣事

———访张家港凤凰镇河阳山歌馆馆长虞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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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永良（右二）与嘉宾共同欣赏河阳山歌的表演。

他们一个是南京名人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书

法家；一个是上海电视台资深主持人、书法艺术爱好

者，由于他们共同喜爱研究国学、共同擅长创作书法

而巧结翰墨之缘。虽然南京书法家赵剑平与上海电视

台主持人冯冰从未见过面，但是通过微信联络，互通

书画信息，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艺术交流。

上海主持人成了南京书法家的“粉

丝”

最近，能够与上海电视台资深主持人冯冰偶然相

识， 让南京书法家赵剑平感到很高兴。 赵剑平认为：

“主持人冯冰多才多艺，见多识广，而且与许多书画名

家有过交往。 她能够喜爱我的书法风格，让我感到意

外惊喜。 ”

通过微信交流与上网搜寻，赵剑平对主持人冯冰

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不仅知道冯冰在上海电视台主持

的体育新闻节目深受观众喜爱，还知道冯冰很乐意为

韩天衡等书画名家的艺术作品展担任主持人。 而且，

赵剑平了解到冯冰的艺术爱好很广泛， 其中包括书

法、文学、音乐和爱读国学与古典名著方面的书籍。不

仅如此，赵剑平还从冯冰发来的视频上看到她挥毫书

写《惠风和畅》等书法作品的过程，觉得冯冰的书法很

秀气也很大气。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冯冰说， 她与南

京书法家赵剑平相识， 是通过艺术界好

友介绍的。 在微信中进行艺术交流后，冯

冰多次欣赏到赵剑平的书法作品， 她觉

得赵剑平的笔墨功底很深厚， 其书法作

品既清新流畅又具有书卷之气。 冯冰爱

读《道德经》，因此她对赵剑平赠给她的

行书作品《道德经》很喜爱，认为这幅书

法作品太精美了。 冯冰在工作之余也擅

长书法创作，她认为：“艺无止境，今后我

要多向优秀的书法家学习， 其中包括赵

剑平老师。 ”

赵剑平认为书法创作就

是要多交流

由于赵剑平对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

作挚着热爱，他在谏壁发电厂、句容供电

局、江苏省电力公司工作之余，将精力几

乎全都倾注于笔砚之间。其中，他对王羲之的名帖《兰

亭序》、《圣教序》临写了几十年，从中汲取王氏笔墨的

气韵与精髓。 正因为他临习碑帖与研究书法孜孜不

倦，其书法具有正气、骨气与灵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

水准。 尤其是他的《唐诗选抄》、《论语选录》等行书作

品均彰显“二王”之风，讲究平和纯正，典雅精致，宛如

行云流水，呈现清丽飘逸之风韵。

值得一提的是，赵剑平在电力行业从事行政与宣

传工作期间，不仅爱好书法与文学，而且吹、拉、弹、唱

也样样精通。他将音乐的弦律之美巧妙融入书法创作

之中，使书法作品富有灵动之感。

赵剑平认为要想不断提高书法艺术水平，不仅

要对书法研究与创作坚持不懈，要对书法以外的文

化素养进行积累，而且还要注重艺术交流。 为促进

书法艺术交流，最近，赵剑平在南京晨光 1865 创意

产业园圈外艺术馆举办以“传承经典”为主题的书

法艺术展，展出他以古今经典古诗、国学文选、名人

格言为主题的书法佳作 50 多幅。 作品展出期间，赵

剑平特地向主持人冯冰发去邀请函，冯冰由于工作

较忙未能来宁观展，她向赵剑平发来贺信，祝贺书

法艺术展举办的圆满成功！

记者 汤雅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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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与主持人巧结翰墨缘

赵剑平在展厅介绍创作书法的感想与技巧。

江苏卫视近期播出的《一站到底》节

目精彩纷呈。在节目中，最美足球记者迟

舒欣反应相当敏捷， 将答题竞赛视为球

赛；高知博士徐康不仅博学强记，还现场

赋诗一首赞美《一站到底》；善于模仿明

星的徐州小伙张世玉不仅说话和形态都

挺像周星驰， 而且也像周星驰那样身怀

绝活，现场表演了“飞牌切黄瓜”的拿手

好戏。

周星驰说话风趣幽默， 其声音很有

喜剧性， 当周星驰的台词从张世玉口中

说出时， 人们仿佛觉得周星驰真的来到

了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节目录制现场。

张世玉出场时戴着墨镜，留着与“星爷”

一样的发型，举止形态都酷似周星驰。据

张世玉介绍，他来自徐州，曾做过餐饮、

公司职员，也当过主持人，是一个敢闯敢

拼的年轻人。 现在他是一家演艺公司的

总裁， 公司的特色就是模仿国内外的明

星， 他自己最喜爱模仿的明星就是周星

驰。

张世玉不仅在说话和形态上模仿周

星驰， 而且还学会了几招周星驰在影视

剧中的拿手绝活。 他说：“为了更加贴近

周星驰，我钻研与学习他的语言、神态、

动作有 10 年之久。包括他在每一部电影

中说过的经典台词，和他的每一个眼神，

我都练习了无数遍， 甚至对周星驰在电

影中的桥段与绝活我都认真进行了模

仿。 ”

周星驰在主演的电影《赌圣》中，施

展的“飞牌当飞镖”绝技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在《一站到底》录制现场，张世玉

也表演了“飞牌当飞镖”的绝活，他用飞

牌来切黄瓜， 只见他将一张扑克牌随手

一“飞”，一根黄瓜瞬间切成两段，令现场

观众感到非常惊奇。

张世玉说：“我们演艺公司的员工都

善于模仿明星， 员工们模仿明星不仅外

貌都很相似， 而且就连说话与唱歌都模

仿的有模有样。”张世玉还在《一站到底》

录制现场特地展示了员工的照片， 其中

有的像张学友、刘德华，有的像范冰冰、

杨幂。 张世玉趣说：“我们演艺公司真是

‘群星璀璨’。 ”

江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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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离不开缘分与机遇。 2012 年的

暑假，父亲安排我到他的“娘家”原南京

市下关区地税局进行零报酬实习。 7 月

12 日，我在该局第一次见到了她，知道

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吉晨。 在彼此交

谈中， 没想到我们之间不仅有着许多的

共同语言，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着

共同的爱好与追求。

两个月的暑假实习很快就结束了，

我也该回校读书了。 虽然我与她依依不

舍地分开了， 但是俩人的联系却没有中

断，渐渐的彼此心中就有了对方。当我们

都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之中， 我接到了应

征入伍的通知书， 这对刚刚尝到恋爱甜

蜜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

2012 年的 12 月 21 日，我为了实现

当兵的梦，背上行囊走进军营。 当时，我

以为由于彼此见面太少这段感情会草草

收尾，但是，当我有一次偶然翻开她赠送

的日记本，看到扉页上写着“两情如是长

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让我看到了美

好的希望。

参军后的两年时间里， 我们虽然同

在一座城市，同在长江的岸边，直线距离

不到 10 公里， 但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

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很传统的书信往

来。 当一天训练结束后，战友们休息时，

我悄悄地将对她的思念之情写在信纸

上，记在日记本中，在那段时期，书信和

日记成了我对爱情的寄托。 有时训练任

务紧张睡的较晚， 为了不影响战友们休

息， 我在营房熄灯后蒙在被窝里借助手

电筒的亮光给她写信……如今， 满满一

盒的书信见证了我们之间刻骨铭心的爱

情。

在军营两年多的磨练， 不仅让我

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敢于担当的军

人，而且，让我更加珍惜美好的恋情与

缘分， 让我认定了她就是我要一辈子

去关爱与陪伴的人。 无悔的军旅、无悔

的人生，让我无悔的选择了她。 如今，

一封封书信成为我们爱情的见证，“浩

然心晨，爱吉一生”是我发自内心对爱

情的真诚誓言。

孙浩然

一部热播剧， 总会带热一批风景区。

对热播剧《琅琊榜》恋恋难舍的粉丝们，肯

定都想知道剧中出现的那些宛如仙景的

美景究竟在哪里。

雁荡山

男主角梅长苏在《琅琊榜》中

第一次出场时，醒来发现自己身处琅琊阁

的阁楼中，窗外的琅琊山群山环抱，云雾

缭绕。其实梅长苏蛰伏养病的琅琊阁和窗

外的琅琊山就是取景于雁荡山。

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美誉的雁

荡山风光绮丽，景色迷人。 雁荡山以奇峰怪

石、古洞石室、飞瀑流泉称奇。 特别是灵峰

夜景、灵岩飞渡堪称一绝。 观众如果登过雁

荡山就会发现，雁荡山的显胜门、方洞、灵

峰、果盒桥等知名景区，均在热播剧《琅琊

榜》中“显山露水”。 其中，灵峰中心景区奇

峰怪石众多，游人沿鸣玉溪信步前行，可见

两旁峰石高低参差， 千姿百态宛如鬼斧神

工。

横店影视拍摄基地

横店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琅琊榜》在横店

的秦王宫、明清宫苑都取了景。 秦王宫景

区是 1997 年陈凯歌拍摄历史巨片《荆轲

刺秦王》而建造。 雄伟壮观的王宫宝殿共

27 座，主宫“四海归一殿”高达 44.8 米，面

积近两万平方米。巍巍城墙与王宫大殿交

相辉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秦始皇吞并六

国、一统天下的磅礴气势。

明清宫苑是以故宫为模板而复制的，

荟萃了京城宫殿、皇家园林、王府衙门、胡

同民宅等四大建筑系列，真实地再现了各

个历史时期燕京的宫殿风貌和官府民居。

象山影视城

《琅琊榜》里金陵城和

长公主送谢侯离开的一幕，取景自宁波的

象山影视城。 10 多年前，象山影视城因张

纪中导演《神雕侠侣》应运而生。象山影视

城以灵岩山为背景，结合了当地的山、岩、

洞、水、林等自然景观，集影视文化与旅游

休闲于一体。象山影视城分为神雕侠侣城

区、春秋战国城区和西游记乐园。 近年来，

《赵氏孤儿》、《薛仁贵传奇》、《大明王朝》

等热门古装剧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浙西大草原

位于浙江衢州安仁镇

的浙西大草原也是《琅琊榜》外景地之一。

今年 5 月初，《琅琊榜》剧组在浙西大草原

取景拍摄时，剧中男主角的扮演者胡歌吸

引了众多游客围观。 当《琅琊榜》播出之

后， 到浙西大草原旅游的游客明显增多。

浙西大草原以溪流、草坪为背景，构成清

秀的田园风光。

任春

套娃，是俄罗斯著名的传统工艺品。 每套木娃娃不仅

造型可爱，而且都描绘着优美的景物与图案，令人爱不释

手。

俄罗斯套娃最早的创意是心灵手巧的艺人为了取悦小

朋友们，而做成的独立的木头娃娃。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木头娃娃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娃娃，一个套着一个，有 5 件

套、7 件套，还有 12 件套、15 件套。 套娃与独立的木头娃娃

相比， 不仅让人觉得更加有趣， 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

俄罗斯套娃的由来有多种民间传说， 其中一种传说非

常美妙。 相传几千年前， 一个俄罗斯小男孩带着妹妹放羊

时，可爱的小妹走失了，他心中非常想念妹妹，于是，就按照

妹妹的模样刻出一个木娃娃每天带在身上。第二年，他心想

妹妹应该长大了一些，于是又刻了一个木娃娃，就这样他连

续刻了几个木娃娃，并且由小到大套起来，便于随身携带。

时隔 80 年后，当年的小男孩变成了老头子，但是几十年来，

他的身上一直带着自己亲手刻制的怀念妹妹的木套娃。 后

来，制作套娃的工艺在俄罗斯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文哲

徐州小伙喜爱模仿周星驰

书信，见证了彼此真挚的爱情

《琅琊榜》中的“美景仙境”在何方

俄罗斯套娃的美妙传说

喜爱模仿周星驰的张世玉。

雁荡山的景色美如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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