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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
和“全民健身计划”的部署展开，近年
来涌现出一批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
国产体育电影，这些作品不断拓展项
目取材，持续探索表现手法，推动该
类型成为新的创作热点。入选北京市
广播电视局“青春中国梦”网络视听
精品创作项目的《黑鹰少年》是一部
值得关注的体育电影，这部影片既展
现体育竞技的自身魅力，又注入了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实现自我价值的
思想意义。

《黑鹰少年》的主人公是四川省大
凉山一支名为“凉山黑鹰”的少年篮球
队。在业余教练阿木的激励和指导下，
篮球少年不负热爱、追逐梦想、逆境成
长，从家乡一步步靠球技打进北京，与
全国顶尖的小学篮球队同场竞技。影片
改编自真人真事，小队员们亦由原型人
物出演，这些人物身上极富感染力的拼

搏经历和自强精神无疑为二次创作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拓宽受众群体、提升观赏效果
的诉求，新近的国产体育电影倾向于运
用类型复合的手法，《黑鹰少年》就在体
育动作、青春励志、个人成长等元素之
外还叠加了轻喜剧手法。影片起始的一
段画外音中，阿木被誉为“天赋异禀、灌
篮高手、百发百中”，形成反差的是，俯
拍镜头中却是儿时的阿木将玉米棒一
一掷到竹筐之外，声画对位营造出一种
轻松诙谐的喜剧效果。影片主创尤为注
重通过情节与镜头语言来让观众产生
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在《黑鹰少年》中，生活、训练与比
赛这三块主体情节相互穿插、彼此影

响。如小队员们投身篮球训练纷纷遭到
家长们的激烈反对，因其耽误了学习或
农活；而当篮球队一次次靠拼搏精神取
得骄人战绩时，越来越多的长辈开始认
同他们的付出和坚持。小小的篮球从激
发矛盾的引信转变为了化解矛盾的良
药，新旧观念上的更替弥合了代与代之
间的裂缝，并最终促成亲情的救赎与
升华。

《黑鹰少年》图绘了颇具地方感的
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影片
实地取景，写实性描摹了大凉山彝族地
区的风土人情。对篮球队来说，除了贫
困缺钱、不被理解，高海拔、球场简陋这
些地理、物质条件是另一种艰难困阻，
反过来看亦是玉汝于成的一个注脚。唯
有在多重戏剧冲突与困境抉择中，主人
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自信自强的精
神力量方能被淋漓尽致地显影和放大。
矫健的老鹰是彝族的标志，更可视为自
由翱翔的精神符号；时常出现在画面中
的远山、白云既是当地真实的自然景
观，又贴切地喻示了黑鹰少年纯粹的理
想与美好的愿景。

体育电影往往将运动故事与人生
感悟相结合，《黑鹰少年》展呈的与其说
是一支球队的竞赛史，不如说是篮球少
年们的精神锻造史和心灵成长史。当木
呷不专心训练，被罚两百个俯卧撑时，
阿木主动陪罚，“我是教练，你犯错我也
受罚”；木呷力竭之时，队友们纷纷主动
请缨，“剩下的我替木呷做”。这场戏形
象地表现了身先士卒、精诚团结的集体
主义精神如何潜移默化地形塑少年们
的身心，并淬炼为球场上的凝聚力与战
斗力。

《黑鹰少年》表现体育又超越体育，
它从表层的体育故事迈向了更深层的
心灵世界和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在时代
性和地方性中蕴含着可贵的文化诉求
和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视频直播这种新
传播方式，黑鹰少年的篮球故事感动了
万千网友。在送球队进京时乡亲对阿木
说“等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
以住新房子了”，这句台词窥斑见豹地
浮现出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加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的时代语境。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强、逐梦的黑鹰精
神已升格为一种新时代奋斗精神，竞技
场域需要这种精神，乡村振兴、国家建
设的历史征程中更是如此。

《黑鹰少年》在主题立意、类型融
合、生活质感、情感共振上有颇多亮点；
当然影片亦有微瑕之处，如一些人物的
态度转变过程尚不够自然顺畅。众所周
知，我们业已跻身竞技体育强国，而进
一步推动电影强国、文化强国建设也必
然召唤国产体育电影与时俱进的多样
化表达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叶航）

书伴人生清风来
马晓旭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亦是我繁忙生活中
清神醒脑、滋养身心的良药。

每当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头脑中的空间被世俗占
据所剩无几，似乎丢掉了本真的自己时，我都会拾起
一本近期自己书单里的书，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读着
读着，书里的某个道理、某段产生共鸣的文字、某个精
彩情节，在某个瞬间忽然就涤荡掉了脑海里的烦恼。

此时又回归为一个思路清晰的自己，有时思维会
被书里的文字提升几个维度，有时顿觉枯燥的生活又
有了生机。

在读《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时，我仿佛
随着作者的笔触，找到了生活中一方心灵的栖息地。
其中“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
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痛苦与不幸。”这句
话我深有体会，是阅读练就了我强大的内心，使我每
当遭遇生活中的不如意时，都能够安然于行。在《平凡
的世界》里，我体味到：人可以生而平凡，但要以善良
为本，通过不懈努力，让平凡的生命活得有意义。幸福
真的是奋斗出来的！《百年孤独》中我印象较为深刻的
是这句话：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
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学会独处的。
例如独身的我，每天在单位干劲十足，但有时回到家
还是会有一种“灿烂之后的失落”。我并没有选择内
耗，内耗只会让自己更沉沦；我也没有每一次都选择
找人倾诉，倾诉可以缓解这种孤独之感，但之后还是
要自己走出来。所以我选择读书、做家务等来填充这
种落寞。也有振作不起来的时候，咬咬牙，起身，告诉
自己不能淹没在这漆黑的落寞深渊里。

我也会读一些轻快的文字。我读过一本名字叫
《一天一朵云》的书，书里科普数百张不同情境下的云
并配以诗意般的文字。也能看到历史的天空中漂浮过
的云。读过此书，每当抬头望天，看见天空中的云时，
我会想：在这到不了诗和远方的地方，一样可以捕捉
到生活的美。在读《浮生六记》时，沈复和芸娘无论在
什么样的生活境况下的那种生活意趣与对美的追求，
让我在脑海中不断构想出这对夫妻的别样浪漫。其实
生活本没有优劣之分，全看自己怎么想怎么过。

也读身边人出的书，最近读了一位文友写的《童
言趣语》，作者化育儿时生活的繁琐为创作源泉，记录
了一个个自己与宝宝日常偶得的难忘生活片段。真是
思维一变，生活处处是春天。在读钱国宏的《忽然半
生》时，他用他深厚的文字功力书写着他的丰富人生。
读着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我也如同吃着、游着、经历
着，访古通今，酣畅在他的文字里。他的文章犹如我文
学庄稼地里的肥料，我汲取着养分，向上生长。

每次外出旅行，我也会抽出时间去当地的书店，
淘几本书回来，作为这次旅行的独家记忆。每次外出
逛街，累了的时候，我也会找一家书店歇歇脚。发现一
本或几本明亮了我双眼的书，边读边休息。在不知不
觉间，那种疲惫感早已荡然无存，逛街也可以逛出精
神之旅的味道。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
精爽。”感恩有书为伴，在我迷茫失措之时，馈我一缕
清风，梳理我人生的航向；在我百无聊赖之际，赠我一
泓清泉，甘冽着我生命的航程。使我在平凡的人生旅
程中，一路向阳，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春季，万物生长、生机勃发，是个适合
作诗的好时节。自古流传了很多春天的著
名诗句，哪一首最撩拨你的心，让你忍不
住想身临其境，亲自感悟一番呢？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春日
【宋】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泊船瓜洲
【宋】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春思
【唐】李白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春怨
【唐】刘方平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春怨
【唐】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春晓
【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灵兽之语》是当代作家傅菲创作的散文集，收录了作
者新近创作的动物散文十余篇，以猴子、狗、鹿、马、黑熊、狐
狸、豹子、花栗鼠为书写对象，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并由此反思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伦理命题。作者
的书写忠于现实，有一颗悲悯之心，再现了动物在当下社会
中的生存境遇，并流露出呼吁人类爱护自然的精神诉求。作
者行文清雅、功底沉厚，为自然野趣注入与众不同的深厚人
文关怀。

傅菲的《灵兽之语》，将人对待动物
时的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哺乳动物敏
感、友善、勇敢、机智、有趣、知恩图报。
生灵可亲，人亦有情。傅菲说：他为它们
博大的爱心塑像，也为它们苦难的一生
立碑。

作为活跃在散文界前沿的作家，傅
菲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
他一直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伦
理关系，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诗意的语
言，将大自然搬移到窗前。《灵兽之语》
是其全新散文集，收录了他创作的数篇
关于动物的散文。

傅菲从日常和平常入手，从生活
的具体烟火入手，让我们曾经熟悉和
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改变样貌，成为流
淌的氤氲的诗，回荡，旷远，折射着日
常生活中易被忽略的光。在《敏秀的
狗》中：“敏秀的狗在路口蹲了好几
年，它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

在望什么呢？”原来，那狗在寻找杀害
敏秀的凶手。那狗被敏秀从小养到
大，懂得知恩图报。

“一只小猴子被压断了后左腿，瘫
倒在地，吱吱地叫，可怜巴巴地看着
人群。”在《灵猴》中，傅菲写道：旦春
脱下毛衣，包起了小猴子，去了医院。
自那以后，那猴子成为他家里的一分
子，并给他带来快乐与安宁。有一次，
旦春空着肚子在山里栽芝麻。猴子来
了，脖子上挂着一个饭盒，叮当叮当。
旦春鼻子一酸，说：“你怎么知道走这
么远的路，送饭来呢……”后来，猴子
与它的孩子生活在黄茅尖。旦春一个
月要去两次。去了，他心情舒坦很多
——他把自己心里的废渣，排放出来，
获得了安谧。

还有一篇写到黄麂与人的相依相
偎：“他恍恍惚惚，似乎听到有谁在撞
门，哐当哐当。门撞得很激烈……被撞

开了，继而，房门又被谁在撞……他拉
开灯，一只大黄麂站在门口，望着他。黄
麂‘哦儿，哦儿’地叫着，往屋外跑去。一
股被烧的塑料味扑来……要不是黄麂
敲门，烧了房子不说，还说不定出人命。
黄麂救了人，救了雁坞。”这让与明启一
样在雁坞生活的身患绝症的人，重新燃
起生活之火。他们与黄麂和谐相处，种
黄豆，种玉米等。

这种人文和自然的交融，读来让人
感动。在傅菲看来，一个人对待动物的
态度，可以真切地反映这个人的人性。
一个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真切地
反映这个社会的温度。对于傅菲而言，
融入大地，融入大自然，并不是坐而论
道，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是去认
识自然万物，是用手去触摸自然万物，
是用脚重新丈量大地。我们要关心哺乳
动物的命运，热爱所有的生命，心存敬
畏和感激。

春天，
富有诗意的季节

生灵可亲，人亦有情
——读傅菲散文集《灵兽之语》

甘武进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在热血竞技中培根铸魂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是人们
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文艺作品是
丰富多姿的社会关系，千差万别的人物
形象在艺术家头脑中长期孕育并激发他
们将心目中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结果。

本报开设《文艺天地》版面，内容设
置为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文艺作品鉴赏
（包括但不限于影视作品、书画作品、儿
童文学等）。欢迎给我们来稿交流。请在
文末标明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银
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征稿启事

好书推荐

读书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