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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思树》：温和的致敬也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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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跌宕自喜》

《因死而生》

不煽情，却异常催泪；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却可让人们的内心随着她的人生波澜起伏。

影片更像是一部传记电影，依赖诺丽丽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段，拼接出她的人生轨迹与爱情传奇。

春光无限好，我们何以不

在蓝天下享受拂面的春风，而

要走进博物馆与文物面对面、

与文物专家面对面？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联合河
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在新
馆A馆一楼展厅举办系列红色收
藏展。系列展将根据不同时间节
点，推出不同内容、各具特色的红色
主题珍贵藏品，为党的生日献礼。
在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启幕
展出百余件红色妇女运动珍贵文
献，展览持续到3月底。

本次展览分为巾帼元勋、革命
烈士、妇女英模、文艺女兵、燕赵女
杰、艺术形象、妇联成立、妇运丛书、
婚姻法律、妇女报刊十个部分。其
中1938年《新华日报》三八妇女节
特刊、1948 年《晋绥边区婚姻条
例》、1949年《新中国妇女》创刊号
（封面为石家庄大兴纱厂女工）、《中
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
献》、中华全国民主妇联筹委会出版
的“妇运丛书”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
编印的各种妇女英烈人物著作版
本，都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和
红色收藏价值。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西柏坡时期
妇女运动的红色文献，总结归纳出
石家庄妇女运动在中国革命即将取
得最后胜利的转折时刻所作出的历
史性贡献，见证了新中国妇女事业
从这里走来的辉煌历史。

“80后”的梁卓参观完后，很有
感触地说：“作为一名女性，我第一
次这么深入地了解了革命战争年代
妇女运动先驱们的光辉故事。我要向她们
学习，继承她们的遗志，立足自己的岗位，在
新时代建功立业。” （周丽婷 董英明）

马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十年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似乎也足够
让死者和生者都卸下悲泣哀婉的面容，令一
个真生命自灰烬中重生，只要她的诗句与文
辞仍跌宕自喜在无数不相识的读者的心里。”

本书是马雁生前为自己第一本随笔集拟
定的名字。她为自己写的书稿介绍是：以古
代诗歌、世界文学为主的读书生活随笔。其
中重点关注语体和语用学意义上的创造性写
作技巧、阅读审美经验传达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等三方面主题。用30篇左右的5000
字以内的随笔文章，互相支撑、构造出一种丰
富的、具有个人审美倾向和知识特征的阅读
生活场景。

新版恢复书名的同时，也恢复了马雁全
部自选篇目及编排顺序，或可让新一代读者
辨识出马雁在遭遇意外之前的生命本真。

谢宛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善终不是最艰难的，最艰难的是同理与
陪伴病人及家属那摆荡、纷乱、担心后悔又疼
痛的心绪。”

本书，是一个个血泪交织的写实生命故
事，一部临终关怀医生的工作手记。面对死
亡，那些不忍自己离世而让家人心碎的爱与
拉扯，那些盘根错节、撕心裂肺的家族纠葛，
那些一心以寻死作为解脱的孤独灵魂，都在
谢宛婷医生专业又温柔、如同大海包容一切
的医疗和应对中，有了往前走的力量。

她以勇气诠释着生与死的真谛，教会我
们，因为死亡无可避免，人更应活得精彩。

(端木紫)

■ 吴玫

春节前，“穆穆曾侯——曾国出土
青铜器特展”在苏州吴中博物馆开幕。

穆穆，一为端庄恭敬之意，一为仪容
或言语和美之意。这个特展为何选择在
吴中博物馆展出？江苏省最好的博物馆
在南京，苏州最好的博物馆是由贝聿铭
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更何况，公认
为青铜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
物馆与苏州吴中地区近在咫尺。

所以，迟迟没有将去苏州观赏“穆
穆曾侯——曾国出土青铜器特展”放进
日程。

阳春三月，吴中博物馆特别策划了
名为“秘境·曾国”的悦读沙龙。活动总
共5场讲座，主讲嘉宾分别是西北大学
考古学博士、苏州博物馆副馆长程义，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谢
肃，考古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后张天宇，博士、海昏侯墓音乐考古专
家组组长王清雷和考古学博士、首都师
范大学讲师陈北辰。在圈外人看来，这
些名字也许并无特别之处，可细看5场
讲座的主题，要么带领听讲者走进神秘
的先秦社会，要么向听讲者揭晓编钟的
铸造过程，要么给听讲者详细解释“穆
穆曾侯”部分展品的价值和意义，试问，
哪一场讲座的含金量不高？

正因为如此，选择综合症拖住了我
的脚步：去听哪一场呢？就在这时，吴中
博物馆推出了一场更为重量级的讲座，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

主讲的“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楚、曾（随）”。
我只是偶尔会关注一下考古话题，

即便如此，黄凤春这个名字却早就留驻
在了我的记忆里。主持的考古发掘工
作两次荣获考古界的重要奖项中国考
古十大发现奖后，有人羡慕黄凤春的运
气，跟随过黄凤春的学生却用一句大白
话揭示了所谓幸运背后的付出：“在我
印象中，黄老师基本上天天都泡在考古
现场，一年回家的时间不足一个月。”不
在家的那11个月，黄凤春将足迹留在
了随州的擂鼓墩、郭家庙、文峰塔、叶家
山、苏家垄和枣树林等地，因此，他参与
了曾侯乙墓发掘，主持了叶家山西周曾
侯墓地和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的发掘
工作。黄凤春因此取得的成绩，岂是幸
运二字可以概述的？我想去听黄凤春
老师讲故事，关于一个风餐露宿的田野
考古工作者艰辛的探索过程和喜出望
外的片刻。

去年初夏去吴中博物馆，一楼的临
时展馆还虚位以待。才过去大半年，两
个特别展览就已经成了网红——我得
为我的好友吴中博物馆馆长点赞，不到
一年他带领着他的馆员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看，“三国志文化展”吸引了不少
孩子们前来通过文物走近他们喜欢的
三国英雄。匆匆浏览过“三国志文化
展”后，我走进了”穆穆曾侯——曾国出
土青铜器特展“，第一眼，先是被策展者
选用的与青铜的色彩和形态相得益彰
的光源，打动了。收回目光定睛在由擂
鼓墩2号墓出土的编钟，在幽暗却又能
将展品细部照射得纤毫毕现的灯光下，
8件大型编钟和28件小型编钟呈演奏
格局排列在展柜里，仿佛演奏者从侧旁
鱼贯而入后，我们的耳畔就会响起庄严
高妙的乐声。

远观近看侧着端详，也没能看够这
一组编钟。轻轻翻阅导览手册，发现吴
中博物馆为了这次临时特展，花了大心
思，下了大工夫。

湖北随州，曾是古国曾国的天下，
但长久以来，那只是一个史书上不见记
载的传说。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传
说终成历史：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
曾国走过了由始封到消亡的700年历
史。可在这700年里，曾国发生过什么
样的兴衰更替？1978年以后的40多

年里，随着湖北省境内擂鼓墩、郭家庙、
文峰塔、叶家山、苏家垄、枣树林等众多
曾国贵族墓地的发掘，十多位曾侯的世
系逐渐明晰，而“穆穆曾侯”就用一件件
青铜器，帮助观展者理清了曾侯的承继
关系。只要跟着策展人的思路慢慢看
展，我们就能看到南宫簋、甬钟、铜鼎、
戟、戈、兽形座熏灯、帷帐构件、方缶、立
鸟盖悬铃铜罍、兽首形铜面具等等从历
代曾侯的墓地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
细细琢磨这一件件青铜器展品，目力所
及，不得不叹服曾国工匠精湛的工艺，
至于蕴藏其间的文化内涵，可真不是一
眼就能穷尽的，而黄凤春老师的讲座就
要开始，那会儿我真后悔没有给“穆穆
曾侯”留出更多的时间。

吴中博物馆二楼的多功能厅，能容
纳70个听讲者。虽说这场讲座的名额
瞬间就约满了，我以为一定有预约者是
为了满足占有欲。没有想到，讲座开始
前10分钟，多功能厅已经济济一堂。
一些有准备的聆听者，还携来了黄凤春
老师的著作，得到黄老师的首肯后，他
们愉快地排起了队请黄老师签名。人
逢知己精神爽，休息时显得有些疲惫的
黄老师，一坐到讲台旁，顿时中气十
足！在他的讲述中，我再一次体会到了
田野考古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不过，整
场演讲给我触动最大的，是黄老师的这
一席话：近年来发掘的众多曾国遗址与
墓地，清晰地揭示了曾国自西周始封到
战国灭亡700年间国君世系、社会阶
层、文化面貌。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
田野考古工作者顶风冒雨、孜孜不倦、
不言放弃的努力，传说中的曾国才有可
能成为历史的曾国。

吴中博物馆地处苏州吴中地区澹
台湖风景区内。正是草长莺飞的三月
天，走出博物馆放眼望去，柳树绿了，垂
丝海棠正在绽放粉色小花，碧波荡漾的
澹台湖边，微风过处芦苇摇曳，经历过
1200年风霜雨雪的宝带桥则在不远处
宠辱不惊地横跨湖上。春光无限好，我
们何以不在蓝天下享受拂面的春风，而
要走进博物馆与文物面对面、与文物专
家面对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
要去了解已经消亡了2000多年的曾国
的前尘往事？太阳底下无新事，700年
曾国盛衰，何尝不是一面历史的铜镜？

■ 钟玲

银幕上，电影《守望相思树》的故事结束
了。于我心，却并没有结束，像是种下一颗种
子，万般思绪在不断地发芽、成长、壮大……
那其中，有敬仰，有叹息，也有从他人生命里
感悟到的百种滋味。时至今日，脑海里，仍尽
是那棵山间哨所旁的樟子松，还有那条写满
了相思与期盼的哈拉哈河。

短短93分钟的电影，一个平凡又简单的
爱情故事，却倾诉了她一生的悲喜。

由丁震、温馨执导，朱研、李槐龙领衔
主演，宋春丽、祝新运、韩月乔等特别出演
的边防军旅爱情电影《守望相思树》，讲述
的是一位军嫂的人生故事，关于她的爱情，
关于她的思念，关于她的守候——边防连
长张忠良在巡逻途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
他的妻子诺丽丽，在哨所旁种下一棵樟子
松寄托哀思，此后 30 余年里，她独自一人把
儿子抚养成才并让他参军守卫边防。2010
年，诺丽丽因病去世，遵其遗愿，她的骨灰
被洒在了丈夫牺牲的哈拉哈河，以终生陪
伴丈夫驻守边关。

回想起来，《守望相思树》自始至终是
深情的、写实的，并无大起大落的故事情
节，一切都好像是自然而来、自然而去。情
节的递进、转折、留白，虽然在不停地变幻，
却丝毫没有改变影片的整体氛围，依旧是
那淡淡的欢喜，淡淡的忧愁，淡淡的爱与被
爱，淡淡的相见与离别。

影片更像是一部传记电影，依赖诺丽丽
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片段，拼接出她的人生
轨迹与爱情传奇。诺丽丽的故事，始于她与
张忠良的一场无声送别，而后，便是恋人间的
思念成沙，与之缔结婚姻盟约的喜悦，两地分
居的常态生活，诞下爱情结晶的欢愉，再至她
失去丈夫的一刻悲痛、终生守候。

关于军嫂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常见，为
数不多的影视作品中的军嫂形象，也大多面
目相似。或是重在描绘她们艰苦的生活与无
私的奉献；或是刻画她们感性以及人性化的
一面，无外乎，军嫂也是普通女性，她们同样
拥有对爱与关怀的渴望。但《守望相思树》没
有那么做，影片并没有将笔墨围绕在诺丽丽
的生活之困与任劳任怨，而是用种种生活化
的影像、细节塑造诺丽丽这样一个女性形象：
她是一个勤奋的员工，一个深情的妻子，也是
一个温柔的母亲。

有意思的是，从那些来自于不同时期的
她的生活碎片里，我们仍能感受到她那可贵

的精神品质：她对丈夫的包容、理解，她对家
庭的无悔付出，她对爱人的无限爱意。

影片中更多的细节，都与相思树有关。
张忠良消失在洪水骤来的哈拉哈河，诺

丽丽抱着年幼的儿子，面色凝重地对待离别，
但是她没有一蹶不振；每一年丈夫的祭日，她
都会来到哨所，再看看那棵树，再看看那条
河，再看看丈夫昔日的战友们，那些战友总将

悲伤留在脸上，而她却乐观地笑对；日复一
日，年轮一圈圈地疯长，她渐渐老去，病倒在
床前，却仍然放不下远方的那棵相思树……

那棵树，既承载着她的爱情，也承载着
她的信念。

从前是聚少离多，后来是天人永隔，任思
念成海，她似乎不曾有半寸相思泪滴在脸上，
可她却用半生执着坚守爱情，也将一丝丝感
动逐渐刻在观影者的心上。

其实，《守望相思树》的整个叙事过程，没
有太多波折。影片没有强行为人物制造矛
盾，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无论爱情，还是
婚姻。不过是，用最平常的语言叙述寻常人
家的凡尘故事，但胜在平淡之中，处处流露着
本真。影片之所以能够带给人们心灵震撼，
除了表现手法的平实与真诚，还来自现实世
界真实的诺丽丽与张忠良。

影片改编自报告文学《北疆“相思树”》，
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男女主角的人物原
型，是20世纪80年代北疆边关三角山哨所牺
牲的烈士李相恩与他的妻子郭凤荣。作为一
名军人，29岁的李相恩，在洪流来袭时为救战
友壮烈牺牲尸骨不存；作为一名军嫂，郭凤荣
独自抚养幼子长大，用一生践行了爱情至死
不渝的承诺。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军人的生死
爱情、家国情怀，也是军嫂荣光背后的责任与
担当。一叶便是一生，一叶便可知秋，《守望
相思树》不只是郭凤荣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无
数个军嫂的故事。作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军
队重点献礼影片”，影片意在通过相思树的故
事，讴歌边防军人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怀，以及
让更多人看到军嫂的伟大、理解军嫂的艰辛、
更懂得“岁月静好”背后，是无数军人家庭的
无私奉献。

影片并没有刻意地渲染伤痛，即使生死
离别的悲伤与残酷，也体现得极为内敛，也正
因为这样的克制，才让整部影片停留在明亮
的色彩与温柔的基调下。

不煽情，却异常催泪；没有激烈的矛盾冲
突，却可让人们的内心跟随她的一生悸动，从
平静如水到波澜起伏。而一切转变又似乎只
是一瞬间，大约就是这种感觉吧：爱终令冰雪
消融，令春花绽放。

余音缭绕，不绝于缕。
《守望相思树》的魅力，是没有大喜大悲，

却用舒缓细腻的表现手法和朴实无华的镜头
语言，将她的人生谱写成一首唯美、浪漫的抒
情诗。而这首诗，即便是温和的致敬，也拥有
无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