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赤诚润芳菲

王绪浦是我熟识多年的朋友。 他长期在政府
的经贸领域耕耘， 曾亲历了我市商贸流通事业一
系列重大变革，是业内经验丰富、颇有心得的一位
领导干部。

此外让我定神注目的，是他的乒乓球技艺了得。
我亦是此运动的爱好者，每逢市级机关举办赛事，凭
着一点久疏不练的童子功，也会去凑个热闹。可常常
是第一轮便败下阵来。只见绪浦兄挥板自如，一路斩
关夺隘，力压群雄，风光无限地登上冠军领奖台，着
实令人歆羡！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说我的基本功很
好，只是练得少了。有一次，他特意安排他的几位女
弟子与我过招，说是对等式交流。结果并未见人家怎
么挥板用力到“花枝乱颤”，只是轻松的“玉臂初秀”，
我便难以招架。晚上，绪浦还安排大家餐叙交流，其
乐融融。

真正与绪浦接触多起来，是我担任市诗词楹联
协会会长之后。承蒙几位诗词界老前辈抬爱，让我
执此重任。早就听说绪浦退下来后，自筹资金，在老
家云台樱桃谷，精心打造了一片毛泽东诗词红色教
育基地。因协会是挂两块牌子，其中之一就是毛泽
东诗词研究会，于是，在绪浦的陪同下，我专门去考
察观摩一番。

红色基地建在风景秀丽、 文化底蕴丰厚的樱桃
谷糜竺湖畔，是传说中当年刘备东山再起之地。正是
樱桃熟了的季节，这里名不虚传。碧叶叠翠的柔枝丛
中，一簇簇、一串串成熟的樱桃，在阳光的映照下，像
一盏盏闪着明媚春光的红色小灯笼，尽情地舒展、跳
跃在逶迤的湖岸山坡。隐约中，便见到红色基地在花
果丛中庄重的姿影， 正契合了红色基因传承至今的
芳菲氛围。

实木镶嵌的艺术长廊， 错落有致地悬挂着毛泽
东书法体的伟人诗词楹联；穿过长廊，一片斜坡的墙
体上，镶满一块块闪烁着幽墨色调的大理石。上面镌
刻着一行行鎏金大字，有伟人诗词，亦有古今诗人的
睿言警句，汇聚成一种催人奋进的浓郁氛围。

走进红色文物展示厅， 既有毛泽东各个历史时
期的塑像，亦有琳琅满目的革命历史文物。一幅幅图
像、一件件实物，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革命波澜壮
阔的红色史诗，给人以心灵洗礼与境界升华！

之后在一次市诗词楹联协会理事会上， 我提议
并表决通过， 正式请王绪浦同志担任协会常务副会
长，请他牵头继续深化打造毛泽东诗词研究基地，使
之成为省内有特色、有影响的品牌项目。

不久，省诗词协会、省楹联协会召开理事会，我
分别向蒋定之会长、 周游会长汇报了我市创建毛泽
东诗词红色基地的进展情况， 引起了省会领导的热
情关注，表示一定适时来连调研指导。这次会议还安
排了现场观摩交流。绪浦是个有心人，详细了解了所
展实物的制作过程。会后，我们一路风尘，直奔那家
制作公司而去。

几日后，公司技术人员来到樱桃谷，现场测量
定位，商讨木质诗词楹联完工后的悬挂之地。于是，
红色基地新一轮的扩展、美化工程，如火如荼地有
序推开。

绪浦的红色文化情结，在心灵深处洇染弥漫，常
使他激情奔涌，在兹念兹，欲罢不能。一些人多有不
解，退下公务之后，大可养花莳草、健身垂钓，何必自
拿积蓄几十万，东跑西颠、辛劳找烦？

绪浦一言以蔽之：只是热爱，一种刻骨铭心的热爱！
是的，因了热爱，他多年苦练毛体书法，如今下

笔刚健洒脱，酷似毛体，在业界饶有影响，被选为中
国毛体书法协会副主席；

因了热爱，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当年红
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在这一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
漫长行旅上，绪浦翻越娄山关，横跨铁索桥，跋涉茫
茫草地，攀援巍巍昆仑，一路写下丰厚感悟诗文；

因了热爱，他每逢寒暑假，总要举办公益性中小
学生毛泽东诗词培训班。 他要在一个个稚嫩的心田
上，播撒下红色基因的种子，让其抽芽长叶、根深枝
繁，成为祖国明天的栋梁之材。

樱桃谷红色基地火了！机关、学校、社区、企业，
或流动党课、重温誓词；或观摩碑林、回望红史；或聆
听史诗、凝眸未来……

川流不息的人群，身着浅蓝色红军服装，鲜亮的
红五星红领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想， 王绪浦倾情追求的， 不就是这样一种传
承、一种濡染、一种境界，一种心灵上永不熄灭的火
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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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随笔

□ 胡利民

开山岛上访初心

开山岛作为红色主题实境
教学基地， 以鲜明生动的爱国
主义精神迎来一批又一批接受
教育的党员干部。 我曾有幸登
岛感受饱含家国情怀的开山
岛， 得以实地感受王继才同志
坚守32年黄海前哨所蕴含的初
心和使命， 淬炼思想灵魂和价
值追求，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从灌云县燕尾港码头上
船， 当船驶向海天茫茫的黄海
深处， 雪白的浪花在船后划出
两道翻滚的航迹，远处的商船、
渔船以及翱翔于海空之间的海
鸥顿时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
亲密伙伴。 虽然都是邂逅于黄
海的过客， 但在浩瀚无边的海
天之间， 我对这些匆匆过往者
感到无言的亲密感。王继才、王
仕花夫妇在坚守开山岛的32年
时间里， 应该也会对每天经过
开山岛海域的商船、渔船、海鸥
怀有同样的亲密感吧。

大概开了半小时， 在海天
相接之处忽然露出隐隐约约黑
点。 开船师傅说， 那就是开山
岛。渐渐地，黑点越来越大，轮
廓越来越清晰，岛上的灯塔、风
力发电塔架、房屋、码头以及高
高飘扬的国旗， 渐次清晰闯入
视野。望见迎风飘扬的国旗，我
的内心顿时激动起来： 国旗飘
扬的地方， 就是可爱的祖国所
在。 王继才每次返回开山岛途
中， 也会经常凝视这面自己升
降过上万次的红旗， 一定也会
感受到这面朝夕相处、 血脉相
通的五星红旗的深情召唤和殷
殷嘱托。 他的感受应该比我更
加丰富、更加深厚。

当船快靠岛的时候， 我赶
快选个合适位置， 从船上为开
山岛拍个全景。开山岛，又名铜
钱山， 面积仅0.013平方公里，
岛上怪石嶙峋、陡峭险峻。传说
古代有一樵夫登岛砍柴， 突然
山门打开，呈现奇珍异宝，故名
开山岛。开山岛虽为弹丸之地，
但战略位置重要。1939年，日军
久攻连云港不下， 遂改从开山
岛入灌河口登岸。现在，燕尾港
仍有“日本侵略军登陆点”警示
碑。建国后，开山岛一直由部队
驻防。1985年部队撤防，将开山
岛交由地方守护， 设立一类民
兵哨所。1986年7月14日， 王继
才作为守岛民兵第一次踏上开
山岛，从此开始海天为之动容、
国人为之点赞的32年守岛生
涯。

开山岛虽为滔滔黄海中人
迹罕至的孤岛， 但和祖国大地
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样，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
文化遗存和民族基因， 与中华
民族的发展历史、 民族命运息
息相通、血脉相连。我们如果用
宽阔深厚的眼光透过这坚硬的
岩石、 倔强的树木、 默默的野
花，都能一样读懂隐藏在这山、
这树、这花、这草、这水、这营房
背后的故事， 都能感受到深藏
其中的情感涌动和自信豪情。
32年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
浪花，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人
生的重要华章。 王继才守岛32
年， 践行自己当初守岛直至守
不动的誓言， 用全部青春年华
和生命华章将自己的人生与开
山岛融为一体。 这其中多少日
夜、多少奋斗、多少坚持、多少
信念、多少追求、多少担当、多
少汗水与浩浩荡荡的黄海、傲
立海疆的开山岛、32年的风雨、
200多面褪色的国旗、40多本海
防日志、20台听坏的收音机、10
余盏用坏的煤油灯魂魄相依交
织在一起，该有多少让人敬仰、
赞叹的平凡而伟大的场景。

人还未登岛， 眼里就先有
几棵茂盛的树；登上岛后，才发
现每棵树都与王继才盘根错节
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与王继
才的价值追求和个人情怀、艰
苦岁月交相辉映。 开山岛上到
处都是石头， 这里植物都跟王
继才守岛一样面临充满挑战和
艰苦的生长环境。 为建好开山
岛这个美丽的家， 王继才夫妇
上岛后就开始坚持不懈踏上同
样艰难的绿化之路。 岛上到处
都是石头， 王继才夫妇就像燕
子衔泥一样， 一趟一趟从陆地
向岛上陆陆续续运送泥土。尽
管困难重重， 他们夫妇俩在开
山岛上种植100多棵松树、苦楝
树、无花果树，为开山岛带来宝
贵的绿色。 王仕花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到栽树的酸甜苦辣。
她说：“我和老王带来了几百颗
苦楝树的种子， 种了好久都没
长出来。 有天看到一颗终于发

芽了，这是岛上第一棵树。我们
又种了桃子、无花果、梨树、葡
萄……昨天去看桃子树， 树下
的杂草都长了半米多高， 如果
老王在，一定会和我一起除草，
这杂草早就没了。”“这么多年，
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
栽下的……老王说， 要让这个
岛有花有树有果， 现在老王做
到了， 老王最高兴别人夸他种
的果子好吃……” 当我面对这
些树、这些草、这些花的时候，
看到这些饱经风吹雨打、 或歪
或斜、 充满顽强生命力的沧桑
绿植，眼前总是浮现培土浇水、
辛勤不已的王继才夫妇的身
影。在这些树中，有三棵非常独
特的树， 一棵是山道入口的无
花果树。这棵树种植于1992年，
现在枝繁叶茂， 每年都会结出
很多香甜的无花果。 每当产果
的时候， 王继才夫妇都会用其
招待上岛避险的渔民。2011年9
月，王继才受邀赴京参加“五星
红旗， 我为你骄傲—————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文
艺晚会”，临行前在这棵树干上
刻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山岛，
王继才，2011年”， 表达矢志不
渝守岛的决心以及对开山岛的
深厚感情。 另外两棵是紧密相
挨相依的苦楝树与无花果树，
位于礼堂西侧。 它们种于1989
年，现在也是枝繁叶茂、俯仰相
亲。2008年8月8日，王继才在无
花果树干上刻下 “热烈庆祝北
京奥运会胜利开幕”。2012年，
“钓鱼岛事件”之后，王继才又
在树干上刻下 “钓鱼岛是中国
的”。当我看到几处树干上粗糙
的刻痕， 想想王继才当年挥刀
刻字的情景， 内心同样产生强
烈震撼。在祖国各地名山大川，
我见过太多摩崖石刻、 碑刻作
品， 绝大多数都是令人敬仰的
文人骚客、名流大家留下，所刻
作品也多为名言警句、 名篇佳
作。王继才自己在亲手种植、浇
灌长大的无花果树干上刻下这
些话语， 所获得信息的渠道当
时还是依靠收音机。 为收听新
闻、掌握国内外大事，王继才先
后听坏20多台收音机。 当举国
上下欢庆奥运盛会的时候，有
谁想到在黄海前哨， 有一位守
岛民兵在以这样的方式献上深
深祝福呢？

在无花果树西侧有一个水
窖。 这曾经是岛上最为重要的
基础设施， 也是维系岛上基本
生活的重要设施。现在，岛上已
有海水淡化设备， 目前每天淡
水生产量为10吨， 可以轻松满
足守岛民兵班组日常需要。曾
几何时， 岛上淡水供应都是依
靠雨水收集系统承载老天赏赐
的甘霖。为保持水窖里水质，王
继才花费了很多心思。 有一年
他听人说往水窖里放养泥鳅可
以净化水质， 让这些泥鳅吃掉
水窖里的浮游生物； 有了这些
可爱的泥鳅， 水窖里的水也就
变成涌动之水。站在水窖面前，
听着解说员富有感情的介绍，
我眼前不时浮现出王继才、王
仕花夫妇每到滂沱大雨降临海
岛的欣喜， 还有每天提着水桶
从水窖里打水的辛劳身影。

继续往上走， 就是开山岛
升旗广场。 广场中间矗立着在
望远镜前远眺前方的王继才铜
像。 广场上空飘扬着迎风舞动
的鲜艳国旗。 站在开山岛饱经
风吹日晒的国旗下面， 内心涌
动着跟这海水一样波涛汹涌的
冲动。 跟随国旗一起飘扬在开
山岛上空的， 该有多少难以忘
怀的故事啊。

王继才已经成为新时代初
心使命、 价值信念的符号和标
识， 正在融入民族精神的深层
肌理。2024年3月，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国
家记忆》 栏目组制作特别节目
《中国脊梁》中就有一集《“守岛
就是守国”王继才》。每个人都
应坚守自己岗位， 坚持从平凡
的事做起，把平凡的事做好，把
平凡的事做长久， 把平凡的事
做到别人学习点赞的地步，坚
持积小有为大有、小成为大成，
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守
好每个人心中的 “开山岛”，坚
持不懈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努力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我作别开山岛后，曾写《登
开山岛有感》以表敬意：

开山岛屿访初心， 继才夫
妻品比金；

岁岁年年长守护， 山山水
水倍思君。

开山岛是初心之岛、 使命
之岛， 是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
追求之岛。

□ 王军先

羊山岛的石头

羊山岛没有羊，只有各种各样的石
头。我不知道，这些泼天的石头从哪里
来，又将往哪里去？羊山岛，曾经住满羊
的地方，那些调皮的身影，是不是都变
成了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像赴一场石头的盛会，在一个初冬
的下午， 我踏上了这个面积只有300余
亩的小岛，三面环海，一面与陆地相连。
岛不大，但是，海岸线就有2600多米，就
是这绵延伸展的海岸线，造就了形态各
异、摄魂夺魄的海蚀岩。也正是这些被
大海亲吻过的海蚀岩，激起了我无限的
遐思。

其实，羊山岛有三大“奇观”：造型
奇特的海蚀岩、每家每户插红旗、戴草
帽的村书记。

踏上栈桥，就可以听到海浪撞击礁
石发出的“哗哗”声，低下头去，就能看
到浸泡在海水里的礁石，被千淘万洗的
海浪， 磨砺出一个个洞穴或者坑洼。放
眼望去，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上，都刻
满了海浪的吻痕，形状各不相同，有的
浅显，有的深刻。有一块笔立的岩石，竟

然被海水硬生生地淘洗出几道巨大的缝
隙，每道缝隙足有半米宽，在阳光的照射
下，宛如一柄柄剑戟，上面镀上了一层大
海的色彩。

再往前不远，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经
过海水亿万年的侵蚀， 中间部分已经被
掏空，上方垂下的一块块带状石头，犹如
钟乳石，下面的石头，也被分割成一块块
的礁岩。伫立在这块巨大的礁石面前，我
思绪难平， 不只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与
神工，更被大海的力量深深折服。

还有一块石头， 本来是一块完整的
石头，经过海水的作用，竟然变成了一个
嘴巴状的溶洞，像在讲述着什么，又像在
倾诉着什么，亿万年的涛声，亿万年的撞
击，都已经成为过往。即便它不说话，我
也能知道，这些巨大的石头，在被海水撕
裂时的疼痛和喊叫声。

在羊山岛的东边不远， 有一个浸泡
在海水里的岛礁，面积不大，当我踏上这
块岛礁的时候， 内心却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震撼。岛礁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布满了
密密麻麻的坑洼，也就是海浪的痕迹。在
岛礁的左侧，有一个深达数米的海蚀沟，
整座岛礁，竟然被海水分割成两半，每一

块石头上，都分布着深陷的坑洼。
爬到羊山岛顶，“黄窝村” 三个字，

在夕阳的映照下，十分醒目。向分布在
海岛北边的村庄望去，就可以看到各家
各户的二层或三层小楼上，插满了五星
红旗，在海风的吹拂下，这些五星红旗
迎风招展，像红色的记忆，更是执着和
坚守。

在黄窝村，家家户户插红旗，源于一
个人，这个人就是有着“草帽书记”美誉
的张立祥。他退伍不褪色，常年戴着一顶
褐色的草帽，带领全村渔民，搞网箱养
殖，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也迎来了一次
次的丰收，硬是把黄窝村变成了“黄金
村”。

这时候，我才想起这个岛屿的来历：
古时候， 这个岛上经常有金羊出没，于
是，渔民就把村子命名为“羊山岛”，寓意
吉祥和美好。后来，不见了金羊，是点石
能成金的张立祥，让乡亲们都抱上了“金
娃娃”和“金饽饽”。

乡亲们深知，有了今天的“金饭碗”，
都是党的政策好，仿佛在一夜之间，家家
户户的楼顶上，都插上了鲜艳的五星红
旗。张立祥每每仰望这些猎猎作响的五

星红旗， 一张被海风和阳光淘洗过的脸
上，便会写满了幸福。

大海蔚蓝，广阔无垠，张立祥的胸怀
就像这大海一样，有波平浪静的时候，也
有波急浪涌的时候， 他把最美的青春年
华，都奉献给了大海，都奉献给了黄窝村
的乡亲们。

从岛顶望下去， 有一片不足足球场
大的沙滩，呈银白色，静静地躺在大海的
边上，两边是礁石，这些掺杂着贝壳和鹅
卵石的沙滩，一定藏着大海的故事，这些
白色的砂砾， 也一定藏着曾经的历史和
辉煌。

阳光照在这些石头上，柔柔的，暖暖
的，我发现，这些石头已经不是石头了，
而是铁，是钢，是一个个挺直的脊梁，伫
立在大海中，护佑着我的祖国，护佑着我
的母亲。

陆止于此，海起于斯。这里是海开始
的地方， 也是梦想升起的地方， 每天早
晨，都有许多来观赏日出的游客。离开羊
山岛的时候， 正是夕阳西下， 大海更蓝
了，海浪声更大了，红旗更红了，那些石
头也更沉默了，我知道，一场裹挟着白色
泡沫的浪潮，将会骤然而至。

七彩生活

如是我评

琼瑶经典影视剧歌词溯源

琼瑶在辞世前录制的视频中，
以一种空灵而超脱的语调朗诵道：
“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 我心里轻
轻地唱着歌。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生命里的雪季没错过……这是我
最后的选择，时间已到，生命不会
更好，不拖累所爱，也超越病魔，我
心翩然自如，奔放快乐，当此刻，有
如雪花与火花同时绽放，我将飞向
可以起舞的星河。” 这般如诗如画
的绝笔遗言，是她对自己漫长而绚
烂创作生涯与跌宕人生的诗意总
结，亦为她在文学世界里留下的最
后一抹幽情雅韵。

她一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诸多
作品被搬上影视荧幕后产生巨大
轰动效应，影响深远。琼瑶影视作
品中诸多的歌词由她亲自创作，这
些歌词是作品情感与文化内涵的
有力彰显。它们凭借独特的文字魅
力，精准捕捉作品特定情境中的情
感特质， 巧妙融入古诗词元素。在
相应的影视情节推进中适时响起，
或烘托气氛，或深化情感，如点睛
之笔，让观众在聆听瞬间更深刻地
沉浸于作品所营造的情境里，感受
角色的喜怒哀乐，体会其中蕴含的
爱情、友情、亲情等多元情感与文
化价值，进而在心灵深处引发强烈
的情感与文化共鸣，成为观众理解
作品精髓、感受琼瑶笔下独特世界
的重要窗口。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歌
词， 以极具冲击力的现代表达，与
汉乐府民歌《上邪》遥相呼应。“当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
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
万物化为虚有……”这种对爱情的
决绝宣誓，仿若《上邪》中“山无陵，
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的现代呐喊。是以
现代词汇和独特的歌词架构重新
激活了古代爱情诗中的浓烈情感，
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角色们冲破一

切枷锁、炽热无畏的爱恋，使得古
典爱情诗的精神在现代影视语境
中得以绚烂重生，也让观众更加深
入地代入角色的情感世界，增强了
故事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同名电影《在水一方》的主题
曲《在水一方》，则是琼瑶对《诗经·
蒹葭》 的一次匠心独运的现代转
译。“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
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
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我愿逆流
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
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她
在水的中央。”原诗“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
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
中央”所营造的空灵、幽远且略带
惆怅的意境，在琼瑶的歌词创作中
被赋予了更为生动具体的形象与
情节依托。 听众仿若能跟随歌声，
与剧中主人公一同踏上追寻那在
水一方佳人的旅途，深刻体会那份
求而不得的怅惘与对美好爱情的
憧憬，古老的《诗经》意象在现代音
乐的包装与琼瑶的歌词创作巧思
下，重新走进大众的情感世界。

《梅花烙》的主题曲《梅花三
弄》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
死相许”，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
雁丘词》。在剧中，皓祯与白吟霜之
间的爱情跨越身份、 礼教桎梏，却
又在封建制度的凛冽寒风中饱受
摧残与磨难。当主题曲响起，这一
源自经典古诗词的千古名句犹如
一颗情感炸弹，精准地直击爱情的
本质核心， 将他们爱情的凄美绝
伦、动人心弦烘托到极致。

《彩云飞》的插曲《我怎能离开
你》，歌词在遣词造句、情感抒发等
方面与李白的《宫中行乐词》有着
一定的关联，借鉴了古典诗词的韵
味和手法，展现出了古典诗词对现
代歌曲创作的滋养。

从这些作品来看，琼瑶影视剧
中的歌词中古诗词元素的运用，是

一种深度的情感传承与创新融合。
这些歌词在影视剧中扮演着情感
催化剂的关键角色，它们在剧情的
高潮与转折处适时呈现，能瞬间点
燃观众的情绪火焰，使观众与剧中
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对比不同作品，
《还珠格格》的主题曲歌词采用较为
直白现代的宣誓与古诗词呼应，这
与作品节奏明快且充满青春活力
的风格相契合，其故事背景中相对
宽松自由的民间氛围，使得这种直
白热烈的情感表达更能引起观众
共鸣。而《在水一方》则是细腻的意
境转译，因为电影本身更注重情感
的含蓄表达与内心世界的刻画，其
故事围绕着男女之间那种朦胧的、
略带忧伤的爱情展开，所以主题曲
歌词也以空灵幽远的风格为主。《梅
花烙》因着重于展现封建礼教下爱
情的凄美与无奈，引用“问世间，情
为何物”这样深刻探讨爱情本质的
古诗词，能更好地烘托主题。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琼瑶
的这种创作模式意义非凡。在现代
社会， 流行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古
典诗词往往被束之高阁，沦为少数
人的文化雅玩。然而，琼瑶凭借其
影视剧的歌词这一极具影响力的
流行文化载体，将古典诗词巧妙融
入其中。 琼瑶影视作品播出期间，
好多的年轻观众，因为喜爱其影视
剧主题曲歌词而开始主动探寻背
后的诗词原作。许多原本对《诗经》
《宋词》等古典文学望而却步、敬而
远之的年轻人，因这些歌词而开始
逐步领略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与
无穷魅力。 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众多观众分享对《当》中爱情观
与《上邪》关联的感悟，还有对《在
水一方》 所营造的古典意境的喜
爱。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古典诗词
的传播受众面，为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的传承与复兴提供了一种别
具匠心的创新范例，让古典诗词在
现代流行文化的浪潮中重新焕发
出耀眼的生机与活力。

□ 苗红军

□ 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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