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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诗不同。
2018 年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盛魁

大观园剧场，第 3 届“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
晚”一枝独秀，凌寒怒放。一场如梦如幻的诗歌好
戏上演，原创者和吟咏者完美对接，古趣盎然，新
意迭出，诗歌雅集之美重现“江湖”。“草原风雅诵”
之寓意：草是草根，原是原创，风是风流，雅是雅
趣，诵是诵读。这 5 个大字，划定了第 3 届“草原风
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的主题。

日升月沉，冬去春来，3 年来，“草原风雅诵·
内蒙古诗歌春晚”秉承“原创、自由、干净”的风格，
如绕梁余音婉转缥缈，如雨后清风轻抚面颊，如漠
上甘霖泽润心灵，如塞外仙葩怒放诗情。3000 人
直接参与、300 万人线上观摩，纯美，自由，公益，
草原诗歌春晚别具风情。如今，内蒙古 3 届诗歌
春晚已成为草原诗坛新风、人文地标。

诗歌，历来是人类最美好的表情达意手段，以
诗言心，以诗惠人，以诗歌丰富春晚舞台，是诗歌
社会活动的普及方式之一。2016 年春，“草原风
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首绽青城。第 3 届“草原
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承续前两届诗歌春晚之
余韵，开启 2018 边塞诗坛之序章。一个凝神屏气
的下午，与会者如痴如醉、静静地倾听那跳动着火
焰的诗行：雪域高原劲风的涌动，蒙古高原花开花
落的四季，唐诗宋词的不朽风骨，跃马弯弓的青铜
骑士⋯⋯对生命浩大气息的赞美，对书卷与意念
的一往情深⋯⋯青海湖的浩淼，土蕃西域的波澜
壮阔，达尔罕草原的萧条秋色⋯⋯一个个妖娆的
点睛之笔，构筑了这个由修辞和吟咏形成的诗歌
盛宴。

第 3 届“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突破
首府门户，向全区发出征稿令，共计收到全区诗作
者来稿约 600 多首，评委透明打分，甄选出新、旧
体优秀诗作近 60 首。12 盟市诗坛爱好者同台亮
相，实现了内蒙古诗歌界民间诗人首次跨区联合。

“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以“诗、酒、
春、天、地、人”为主题，以晨旭艺校少儿们表演的

“诗酒迎春礼”开场：汉服采风官，手摇木铎，逍遥
陶醉，采风民间。童子们追绕问询，采风官作答。
垄上女子献上佳酿，对答这里是敕勒川，是盛产好
酒和好诗的乐土。“我有一壶酒”同题诗擂台赛，句
句珠玉，声声金石。虽预设题材，但毫无羁绊，呈
现出内蒙古诗坛的新气象。

“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由该春晚组
委会主席锦衣郎策划、组委会秘书长海若编剧、组
委会总导演曦鹤执导，首创了微诗剧《千年酒局》：
屈原愤懑汨罗投江、陶渊明悠然南山赏菊、李白狂
傲长安骂酒、杜甫悲苦西蜀沉吟、苏轼疏放赤壁怀
古、李清照高冷窗前凄婉、辛弃疾沉郁江南望雁、
仓央嘉措空灵雪域独行⋯⋯他们穿越时空，抛玉
句扬金樽，痛饮了一场千年大酒，把诗坛至尊聚于
方寸之间，气压全台，观众叫好之声不绝。

20 人 联 诵 大 诗《人 民 万 岁》，复 原 当 年 梦 之

队，以七旬翁李鸿年、十大中华诵读艺术家刘晓宁
为首，形成梦幻阵容，首次搬上舞台，群星合诵，荡
气回肠。

“第 3 届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以高
标准的审美水平、高超的工匠精神、高尚的公益使
命，成为内蒙古诗坛的一股清流。“谁解春风语？
天生有情人。莫道荒蛮地，梅自绽芳芬。问君何
能尔？冰心出纯真。诗神多儿女，十年木森森。”

“忧思出绝响”。“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
晚 ”是在行使“诗以纪事、存史、议政、忧国等本
份”，志在铸造一张内蒙古年度原创诗歌榜单，无
论精英意识，抑或底层思索，兼容并包，不蔑新人
无 名 氏 ，惟 美 至 上 ，自 由 纯 净 。 诗 ，要 芳 鲜 的 生
命。“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不排斥古典主
义创作，亦是探索实践新体诗的实验场。

内蒙古诗歌也像内蒙古的地貌一样，博大而
辽远，但各盟市之间缺乏大型互动。而“草原风雅
诵·内蒙古诗歌春晚”，实现了集川汇海、打开路径
的作用，尝试打造内蒙古诗歌的“战船”，引领着内
蒙古民间诗歌的潮流。难能可贵的是，“草原风雅
诵·内蒙古诗歌春晚”除了对文字的孜孜求索，也
注重建树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褒奖代表人类精神
正确方向的优秀作品。

诗歌，为人类的精神世界点亮明灯。“草原风
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承袭了一贯唯美的风格、
不媚俗的风骨，致力于打造内蒙古诗歌春晚舞台
的文艺风向标。

一眼望去，“草原风雅诵·内蒙古诗歌春晚”便
是自由生长中的内蒙古诗坛印象，带着草根从泥
土中散发的清香，带着边塞草原的纯朴诗情，走进
观众的心灵。

诗歌的盛会 高雅的归来
——“内蒙古诗歌春晚”赏析

◎海若

有《湄公河行动》这道“硬菜”的铺垫，林超贤的
《红海行动》在这个春节爆红几乎是可以预料的，但
还是没有想到这么火爆。有观众评价：“场面真实
震撼，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军事题材电影《红
海行动》成为今年春节档的一个爆款。

与《战狼 2》一样，《红海行动》也是以 2015 年也
门撤侨的真实故事为背景。《战狼 2》将国产片票房
拉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片中彰显的国家概念让
人热血沸腾。作为少有的以近年真实事件为背景
的军事题材作品，《战狼 2》着重突出个人英雄主
义，而《红海行动》更强调团队的协作。所以《红海
行动》很难看到某一个人战场上的超长特写，对于

“骨灰级”军事发烧友而言，团队作战无疑远胜个人
英雄主义。

不可否认，林超贤在本片中将战争的惨烈表现
得淋漓尽致。子弹打掉了耳朵打穿了嘴巴、手榴弹
炸掉手臂、炮弹炸断腿、腹部中弹⋯⋯特别是，那些
在激烈战斗中濒临死亡的战士不是想当然地抒发
一下自己的豪情壮志再慢慢倒下，而是回归于身体
疼痛的本能。

当然，吴京的《战狼 2》也展现了战争的惨酷，
但吴京显然更偏重于剧情的平衡，所以经常会安插
一些笑点，缓和紧张气氛。林超贤则不然，从头至
尾，激烈的交火一次比一次猛烈，投入的火力也一
次比一次强大，特战分队的遭遇也一次也比一次艰
难⋯⋯就是眨把眼的工夫都可能错过几个激烈交
火的画面。

毫无疑问，林超贤对好莱坞战争片多有借鉴，
许多镜头能够看到好莱坞战争片的影子，但这并不
掩盖本片的光芒。众所周知，好莱坞战争片常常是
全球票房“收割机”。现阶段技术借鉴是国产片实
现弯道超车的一条捷径。

这让人不禁想起，近年来观众对抗日神剧越来
越反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一些抗日影视剧
违背人性常识、军事常识、生理常识、物理常识⋯⋯
总之越来越没有常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剧
情狗血，镜头花哨，颠覆认知底线。观众对常识的
强烈呼唤，其实也是对作品真实性的渴盼。从这一
角度看，《红海行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强烈反响，并
不是因为添油加醋地渲染，而源自于对残酷战场的
真实再现，毕竟子弹炮弹不长眼睛，根本容不得谁

在那里摆 POSS。
没有真实艺术就没有生命，也就是说，真实才

是《红海行动》爆红的原因。
作为一部军事题材作品，林超贤对现代战争的

描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不能不说的是，《红海行
动》也留有一些瑕疵，比如片中特战分队的战术优
势与装备优势并未真正体现出来，近年来在战场上
大出风头的无人机好不容易露了个脸，结果首秀便
葬身沙场。

《红海行动》为什么能这样红？
◎禾刀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献礼电影
《母亲的肖像》，由我区著名导演赵国桦执导、
著名演员艾丽娅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出演。电
影《母亲的肖像》是我区近年来拍摄的现实题
材佳片之一。

影片讲述了当代都市一对母子之间爱恨
恩怨的故事，探讨了母爱这一人类亘古常新的
话题。青年画家岸春受人之托在完成一幅母
亲肖像的创作过程中，几易其稿却难画其神，
由此引发母亲的话题，进而触碰到画家 5 岁时
母亲离家出走在其幼小心灵中留下的刻骨铭
心的伤疤，而这一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成为画
家完成母亲肖像的心理障碍。

该影片的主要特点是成功运用了白描的
手法，为故事情节的展开进行了大量的铺垫，
从开端、发展到高潮环环相扣，平实中有迂
回，高潮间有跌宕，结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
意料之外。影片运用新闻式镜头交代了画家
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林立的
高楼、太极晨练和空中飞过的和平鸽⋯⋯都
市和谐安详的生活美景尽收眼底。影片主要
场景是青年画家的起居室兼画室：四壁挂满
的油画作品、宽敞的单人床、鱼缸中孤零的海
龟和空间有限的厨房等等。没有现代化生活
的绚丽场面描写，也没有都市五光十色梦幻
般大场景展现，画面均撷取于日常生活，贴近
自然，贴近实际，如清泉汩汩流泻，平铺直叙，
娓娓道来。

影片表层讲述的是画家应约为生前没有
留下一张照片的蒙古族老人的母亲创作一幅
肖像，而透过表层展现的却是画家创作过程中
折射出的母爱对于人生不可或缺的深刻内
涵。画家在牧区苦心创作却无功而返；偶遇心
仪的单亲母亲如西，以为可以完成母亲肖像创
作，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寻找年龄相近的佣人
刘妈作模特，却因为刘妈面部表情木讷、缺少
情感而夭折⋯⋯几经周折，始终没有达到满意
的效果。作为康城成功的青年画家，拥有自己
的工作室、经纪人和保姆，其代表作《父亲》好
评如潮，此时却陷入了困惑和迷茫，影片悬念
由此产生。这一悬念符合剧中人物的发展轨
迹和心路历程，充分调动起观众对剧中人物命
运的关切，增强了影片的吸引力。

影片明暗两条线索交织推进，通过画家成
名作《父亲》引出母亲肖像的创作，通过经纪人
初姐的叩问：“难怪画不好，缺失母爱”，引出画
家同意找寻母亲的结果。而单亲母亲、记者如
西不懈的努力，为找寻答案提供了条件。随着
调查的不断深入，画家母亲出走的真正原因浮
出水面，原来是隐藏在背后的家庭暴力。而这
一结果彻底颠覆了岸春的思维定势，推翻了其
心中父亲的形象，剧情结局也朝着他所不愿意
的方向发展，不能不引起观众对岸春幼年遭遇
的同情，从而引起强烈共鸣，增强了影片的艺
术感染力。

该影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紧紧抓住了人
物情感纠结，着眼于矛盾心理的刻画，青年画
家的郁闷、画家母亲内心的酸楚、记者职业的
执着、经纪人的直率等等，或内敛恻隐，或欲开
还闭，或坚守执着，或痴心不改，主要人物形象
鲜明，表演入木三分。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
如下方面：

一是自幼缺失母爱与现实渴望母爱的内
心冲突。在岸春 5 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他和父
亲，是父亲一手将他抚养成人，父亲的思想深
深地影响了岸春——“天下的女人都是不可信
的”，包括他的母亲。在岸春心里，母亲没有给
他完整的母爱，为了自己抛弃了年幼的他和这
个家庭。岸春对母亲只有与日俱增的怨恨，性
格随之变化，常常沉默寡言，对婚姻、爱情从小
就失去了自信。

二是人物身份设计贴切。主人公岸春从
事美术创作，靠卖画为生，经常是独立思考、独
立创作、独立完成，特立独行是他心理长久压
抑得不到释放的原因之一；画家女朋友如西是
记者，刨根问底、寻根溯源是其职业特点，她助

推画家踏上寻亲之路，为整个剧情的展开提供
了条件；母亲的出场是以画家佣人刘妈的形
象出现的，3 年多来，她每天帮助岸春料理家
务、给经常喝醉的岸春熬醒酒汤、做岸春喜欢
吃的稍麦等等。而当岸春发现刘妈竟然是自
己的亲生母亲时，心理对抗达到极致，愕然、
匪夷所思、不可接受⋯⋯这些冲突把剧情推
向高潮。

三是运用象征和伏笔手法。影片第一画
面呈现给观众的是朝霞绚烂的背景下，鸿雁对
对排成行，寻找远方的归宿，暗示着主人公寻
找母亲的心路历程。画家生活环境的静态描
写，反衬其内心深处感情纠结的波澜，寓意着
风雨的来临。画家在野外抓拍小羊羔吮吸着
母羊奶汁的镜头，广场中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
抱，老人在儿女的陪伴下，徜徉在明媚的阳光
里，这些都在渲染浓浓的亲情，与主人公过早
失去母爱形成鲜明对比。房间四壁悬挂的油
画作品，正中间《父亲》的画像几次以特写镜头
出现，表现出父亲在儿子心中的地位，正如画
家自己所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而家
中保姆刘妈第一次出现，与墙壁上的油画《父
亲》呈现在同一个画面，隐含着某种关联，为剧
情发展埋下玄机。如西的出现也暗合了岸春
的心理需求，如西与儿子的温情场面不仅让他
产生羡慕，也勾起画家对母爱的渴望，填补了
内心的空白。当佣人刘妈为岸春扮作模特时，
因为长久的压抑而哭泣得不能自拔，为其以后
真实身份的出现设下伏笔。

四是影片运用了时空交错的手法。把主
人公的过去和现在相互穿插、交织呈现，恰当
地表现了主人公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影片
由悬念引出母亲的话题，通过画家对童年时母
亲离家出走的回忆再现，为画家性格的形成作
了铺垫，这痛心的一幕反复出现，增强了内心
冲突的对抗性和情节的紧张性，提高了观众的
期待心理，引起观众的同情与共鸣。现实与回
忆交织在一起，准确地刻画出主人公内心深处
的情感世界以及对今后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
响。运用蒙太奇手法，时空变幻和镜头的切
换，也恰当地表现了人物内心活动和事件变化
的过程：当如西在公安局查访岸春父亲时，刘
妈却晕倒在厨房，被 120 急救车送往医院。急
诊室刘妈在接受治疗，如西在进一步调查，在
思考⋯⋯镜头时空的转换，加快了故事情节的
推进，增强了影片的节奏感。

五 是 影 片 较 好 地 运 用 了 情 景 交 融 的 手
法。用环境的描写来衬托人物内心的情感
世界和生存状态，主人公岸春的出场是在阴
暗的房间里，单人床、散落的易拉罐啤酒，暗
示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保姆刘妈为画家做
的早点特写镜头：热气腾腾的馒头、面条、小
菜、剥了皮的鸡蛋等等，都为后来刘妈身份
的揭秘作了铺垫。看到公园里母子玩耍的
融洽场景，脑海中闪现出母亲离他而去的情
景：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母亲丢下孩子、一步
三回头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呼喊，表达了母亲
的忍痛割爱和孩子失去母亲的无助无奈，这
梦魇般的场景为主人公与母亲解不开的心
结埋下伏笔。

当然，影片的成功之处不限于此。影片之
所以能够给观众留下久久的回味，产生心灵共
振，还在于影片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成功塑造了
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母亲形象的塑
造，源于现实生活、扎根民族沃土，体现了忍辱
负重、吃苦耐劳的民族个性，折射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积淀，具有鲜明的民族品质。

一份母爱的厚重情怀
——电影《母亲的肖像》艺术特色浅析

◎周琦

青年画家岸春自小在内蒙古长大，当地的风土人情造就了他的艺
术才华。然而他却有着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过早远离的母爱让这位
人前光鲜的艺术家陷入情感的迷失。当受一位蒙古族老人所托，为他
英年早逝的母亲画一幅肖像时，母爱的缺失成为岸春无法落笔的难
题。其实，岸春的母亲是以一个特殊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影
片将拍摄地选在准格尔旗乡村，以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连绵的山脉和
草原上奔驰的马群烘托民族特色，并让观众在母子之间割舍不断的亲
情里，感受母爱的伟大与震撼。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

《母亲的肖像》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