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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淮水汤汤，运河攘攘。带淮扬而襟吴
越，连齐鲁以通幽燕，此运河盛象，淮安华
芒。

观里运河之胜，若灵姬偃卧，襟江带海，
控楚衔吴。接洪泽浩渺，纳六塘清殊。堤岸
蜿蜒，犹翠裳舞风；波光潋滟，似明镜落珠。
烟柳依桥，若佳人凝睇诉幽情；画舫逐浪，如
锦鲤嬉波弄碧虚。朝晖焕彩，金鳞耀似繁星
闪；夕照熔金，丹影纷若绮霞铺。春临花绽，
姹紫嫣红映碧水；秋至叶飘，素黄淡紫韵幽
途。夏夜流萤，星芒明灭舞清风；蛙声阵阵，
天籁和鸣传野庐。荷香沁月，幽绪悄生；兰
舟漾影，逸兴难拘。星汉垂河，宛若天链耀
银浦；渔火照水，恰似繁星落镜湖。实人间
胜境，尘世仙都。

稽古溯源，运河滥觞，岁月迢迢。夫差
开邗沟，漕运初萌，霸业基成，勋业铭于史
简，运河始发轫，若雏凤试啼，声动初晓；炀
帝拓河道，南北畅连，漕粮集京，宏图布于华
夏，运水遂浩汤，似蛟龙展志，势震云霄。淮
安居要冲，若金锁扼喉，“南船北马，九省通
衢”，威名赫赫。漕舟蔽空，帆影连云；贡赋
盈路，货财如雨。盐运衙署，榷税征商，府盈
财货；钞关埠口，装卸繁忙，贾客熙熙。河下
古邑，雅士咸聚，儒风馥郁。淮安城中，市列
珠玑，坊盈罗绮，酒绿灯红，胜友如云。繁华
依漕运而盛，盛景入史卷而殊。

文翰淮安，才俊如林，星耀河汉。枚乘
枚皋，辞赋传家，文韵悠扬。承恩感世，《西
游》著而奇文显；耐庵叹时，《水浒》书而义声
扬；贯中汇粹，《三国》成而史迹彰。若璩稽
古，学究渊深。群贤辈出，或擅辞章，或精理
政，或通经史，诚人文渊薮，俊彦灵墟。

淮安胜境，贤才辈出，各竞其辉。韩信
起微，若潜龙腾空，将略非凡，兴刘室帝业，勋名耀古，威震遐荒。梁红玉
披坚，似雌霓贯日，抗金鼓震，留英风载册，浩气盈川，义昭汗青。沈坤举
义，以状元之躯御倭患，功垂梓里，若砥柱中流，英名长驻。关天培守疆，
身先士卒卫海嵎，血洒虎门，似雄关傲立，忠烈千秋。

而淮安之杰，恩来为尊。恩来降世，若仙鸾临凡，志冲霄汉，情系兆
民。少小志宏，负笈天涯，求中华之崛起，解苍生于困屯。旅欧建党，帷
幄兴军，辅国理政，德泽厚坤。文可安邦，武能靖乱，尽瘁鞠躬，恩同海
深。德馨沁世，如日耀东，仪范千秋，与山河共存。

淮医自古，源起上古，兴于秦汉，盛于明清。流派众多，精研岐黄，妙
手回春。医馆栉比，药香满巷，杏林郁芬。诸医怀德，救患无分，悬壶济
世，誉满乾坤。典籍浩繁，医术奥深，医库增珍。鞠通妙方，除疾解瘟，医
术流馨。

近世漕衰，铁道继起，汽轮替帆。然淮安英贤，矢志图新。改革风
劲，开放潮奔，古韵新容并臻。浚河复秀，画舫悠巡，梦续千年；修楼焕
采，华灯耀滨，商埠骈阗，贾旅如云；文博焕彩，古今相因。

噫吁嚱！里运河，国脉攸关。往昔繁华入帙，今朝盛景赓延。愿此
河长流，福泽绵绵；期淮安恒盛，瑞象连连。

壹·叙事失衡：仓促的成长与割裂的抉择

146分钟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试图以双线
叙事展现郭靖的成长与家国大义，却因节奏失控沦为

“流水账”。影片前20分钟以倒叙潦草勾勒郭靖的武
功大成，观众尚未见证其从木讷少年到侠者的蜕变，
便被迫接受一个已然“满级”的英雄形象。导演对原
著第34至40章的改编，本可聚焦宋蒙之战下郭靖的
抉择困境，却因叙事割裂导致“成长”与“大义”双双落
空。

尤为突兀的是，郭靖以“金刀驸马”身份阻止成吉
思汗“借道伐金”的行为——这一改编虽意图强化戏
剧冲突，却瓦解了人物动机的合理性。原著中拖雷攻
宋的侵略性被弱化为蒙军“借道”的权宜之计，使得郭
靖的“大义”更像一场自我感动的作秀。当角色沦为
编剧强行制造矛盾的提线木偶，“侠之大者”的厚重命
题便只剩空洞的口号。

贰·逻辑崩塌：武侠世界的失重危机

影片对原著情节的魔改，暴露出对武侠世界观构
建的轻慢。契诃夫“猎枪理论”在此彻底失效：西毒部
下能轻易擒获黄蓉，却在与郭靖对战时自食其毒；致

命铜环被华筝公主用匕首轻松破解；数万蒙军水源危
机被一笔带过……种种漏洞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了
观众对武侠世界的信念感。

更致命的是核心矛盾的逻辑塌陷：成吉思汗若真
以伐金为战略目标，郭靖本可斡旋于宋蒙之间寻求共
赢，而非简单粗暴地以武止战。当侠者的智慧让位于
编剧的机械降神，金庸笔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
壮，便降格为儿戏般的二元对立。

叁·人设崩塌：流量时代的符号解构

肖战版郭靖的困境，是资本与经典博弈的缩影。
其清瘦俊美的外形与传统“憨厚质朴”的设定形成撕
裂，演技更无力支撑角色内心的挣扎——劝谏大汗时
的僵硬台词、面对黄蓉时的模式化深情，让“侠之大
者”沦为AI生成的完美纸片人。

黄蓉的崩坏则始于服化道的灾难：披发造型穿越
如现代偶像剧，宋代褙子、发饰等时代符号集体失
踪。更令人扼腕的是角色内核的异化——古灵精怪
的“蓉儿”竟成推诿责任的“作精”，与华筝的冲突戏码
充斥着网络爽文的狗血套路。唯独梁家辉饰演的欧
阳锋成为全片高光：阴鸷眼神与蛇纹腰封构建的毒物
意象、微表情中暗涌的权力欲，让西毒在诡谲与威严

间达成精妙平衡，证明老戏骨才是武侠片的定海神
针。

肆·江湖何处：被消费的武侠情怀

金庸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否则难免会出现1977
年那句话的复刻:“你休想再碰我的作品！”

客栈的酒旗在风里招摇，檐角铜铃锈迹斑斑，刀
尖上滚过红尘，剑影里埋着旧梦。

当片尾《铁血丹心》的旋律响起，7080后观众恍然
惊觉：这不过是又一场情怀屠宰。徐克式的江湖奇
诡、张纪中版的山河壮阔在此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
是网红审美支配的塑料质感、算法计算出的“爆点”堆
砌。那些被魔改的剧情、跳戏的妆造、同质化的五毛
特效，都在嘲笑着金庸“侠之大者”的初心。

真正的江湖，本应如黄药师箫声中的桃花岛——
既有刀光剑影的凌厉，也有落英缤纷的诗意。当资本
将武侠IP视为流量提款机，当创作沦为大数据下的标
准化生产，我们怀念的何止是郭靖黄蓉？更是一个允
许笨拙生长、尊重人性复杂的武侠黄金时代。银幕上
的射雕英雄终会老去，但江湖不该死在算法与流量的
荒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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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喜欢笔直的河流，因
它太过笔直，会让人一目了然。
也让人看不出意境，更让人产生
不了神秘的遐想……我喜欢弯弯
曲曲的河流，因它的弯曲，让人生
发出好奇与想像: 弯子的那头
是什么？总会令人生出种种无限
的遐想……

我小时侯故乡的家门前就有
着这样一条蜿蜒的小河，那河水
都是清凌凌的，时常载着浮萍与
水草在我家门前静静地流着，而
后又流向了蜿蜒曲折未知的远
方。这条河起源于洪泽湖畔的淮
河，属淮河支流。人们都称它叫
龙河。就因为它弯曲的河面像游
龙的身子才得名。但它弯弯曲曲
不知又通向了哪里，更不知它有
多长。小时放寒暑假时经常跟随
父母出去渔猎，却总是没有到过
它的尽头。所以我总会时不时地
坐在河边静静地遐想，憧憬和向
往着蜿蜒那头看不见的神秘。有
时就这么呆呆地坐着，望着河水
拥着浮萍与水草远去。目送着它
们消失在曲折蜿蜒处出神……每
逢这时，我的心底总会涌出些莫
名的怅然来……我童年的闲暇时
光多数就是在那想像和发呆中度
过的。

小河的两岸，间或的生长着
芦苇与柳树。河岸边有着很宽的
缓冲坡段。每逢夏季枯水季节，
河水下降，那河岸总会露出一大
片细软的沙地来。那时的我就会
趁着大人午睡，我跟着村里差不
多大的孩子一块在河滩边玩耍。
大一点的孩子去深一点的水里边
洗澡边顺便摸点河蚌与螺蛳回
去。而我只能趴在水浅一点的河
边戏耍。约摸大人午睡快要醒来
时，我就又悄无声息地回到家，装
作没事人似地趴在凳子上假睡。
虽然我的童年在家门口玩得很开
心很快乐，但我始终就对那河弯
的尽头充满了好奇。总想着有朝
一日能去探个究竟。

暑假机会真的来了！因天旱
水枯，附近已没啥鱼可捕了。各
家的大人们都远去洪泽湖深水区
去捕捞作业了。因路远他们往返
时间都比较长，有时早晨出去，要
得下午三四点才能回来。正是瞅
准了这时机，我约了几个要好的
伙伴，趁着大人们外出便结伴溯

流而上了。当我们转过第一个大
弯时，前面却豁然开朗了！那月
牙形的弯子里，有一个赤着上身
的漁夫正领着他的家小在拉“扒
滩网”(一种捕鱼工具)。男的下身
用了一块宽布兜着，女的胸前和
下身也仅用了一块宽点儿的布条
缠着。男人先泅水把渔网在河心
划个半圆，尔后折回来，他与他妻
子每人各拽个网头向泥滩上收
缩。当网圈逐渐缩小时，那被圈
在网里的鱼儿便沉不住气地胡乱
跳腾起来……他那光着全身的三
四个孩子，便捡起被那渔网带上
泥滩的小鱼秧子，在水边的泥地
上挖个小坑，再舀上一点水把小
鱼放进去。他们就这么相互嬉戏
着、有滋有味地玩着。当我们再
转过第二个大弯子时，那视野变
得更加开阔了。极目才能看到弯
子的那头。弯子的中心孤伶伶地
泊着一叶渔舟。渔舟上有一对老
渔翁夫妇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女
孩。那老渔翁盘腿坐在船头默不
作声地抽着旱烟锅，缕缕冒起的
烟丝从他花白的胡须里穿起。阿
婆坐在船艄，边和船舱里的小女
孩说笑着边织着网。当我们几个
走近时，那船仓里的小女孩瞪着
水灵灵的大眼睛，很好奇地看着
我们。当我们几个人都望向她
时，她却羞涩地低下头去，辫根上
的蝴蝶结也灿灿的红……

正当我们想向更远的上游进
发时，却被找寻而来的大人们给
揪了回去。一顿胖揍是在所难免
的。一个下午我都是在母亲唠叨
声里跪着度过的。倒是父亲说了
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让他早
出去走走见见世面也好……

一转眼好多年过去了。前两
天重回故乡时，发现那老屋门前
的小河比我小时候更加清澈明亮
了。河两岸又种上了一排排花草
树木。河滩边又长出了更多的水
草与荷莲。不知名的各种鸟儿徜
徉其间，嬉戏追逐。真的是:鸟鸣
婉转花草吐芬……老屋也被改建
成了新式的住宅小区。

现在我故乡的那条小河更美
了，它像一条碧绿的玉带紧紧地
围绕着我故乡的村庄。它是那么
的温柔、明亮。对它依偎着的故
土是那么的爱恋，就如孩儿依恋
着他的母亲……

当侠义沦为提线木偶：

经典武侠改编的迷失与困局
王忆雯 李轩雨

故乡的小河
赵兴明

近期，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热潮，三岁的
“百亿票房男主”哪吒成为焦点。然而，在这部影片
中，申公豹这一角色同样引人深思。他由豹子精修炼
成人，其经历与挣扎，仿佛映照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的影子。

申公豹与太乙真人同期入师门，他勤奋苦修，却
始终未能晋升十二金仙。他偷取灵珠，只为证明自己
的价值，这种渴望被认可的心情，与我们追求职业成
就和社会地位的心情如出一辙。申公豹在师门中不
受重用，师尊偏爱其他弟子，太乙真人拥有众多法宝，
而申公豹仅有一根雷公鞭。明明是申公豹和太乙真
人共同收服的混元珠，但投胎灵珠的任务却落在了太
乙真人身上。申公豹说：“没有人在意你受了多大委
屈，他们只会在你情绪爆发的时候指责你不懂事。”我
们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在委屈中寻求安慰呢？

在电影的第二部中，申公豹的形象更加丰满。作
为师门中唯一的妖族，他始终被带着有色眼镜看待，
遭受侮辱和要挟。他拼尽全力想要高人一等，甚至不
惜做脏活来换取进仙门的机会。他不想被人看不起，
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仙人，想成为家人的骄傲，想让
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申公豹的弟弟临死前提供的
线索让观众误以为申公豹会失去理智屠城，但后来李
靖夫妇说出真相时，人们恍然大悟，那些成见和误解
如同回旋镖，最终扎在了我们自己身上。申公豹的遭
遇，正如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

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这句话不仅震撼了观
众的心灵，也让我们反思自己在社会中的处境。

申小豹说，哥哥就是他的榜样，七山五岭就只有
申公豹入了仙门，父亲就像吃了大补丸似的，天天倍
儿精神，好多人都拜他父亲为师。在申公豹的家乡，
七山五岭的人们都以他为荣，但在天庭，他却只是边
缘人物。这种反差，让我们联想到自己，那些从小县
城走出来的孩子，他们通过不懈努力进入大城市，却
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同样优秀，竞争激烈。我们和申
公豹一样，背负着家人的期望，希望在这里出人头地，
却发现前路充满挑战。

申公豹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小镇做题家”这一
网络流行词。这个词原本是自嘲，却也被用来嘲讽那
些出身寒门却努力追求梦想的人。其实申公豹和“做
题家”一样，都是通过自我的不断努力来追求梦想，实
现自我。他们都被贴上了标签，遭受着不公平的待
遇，他们一个是妖族，一个是底层普通人，从出生起就
会被一些自称“名门正派”和社会“上流人物”瞧不起，
他们都会被人贴上标签，遭到唾弃和谩骂，这些标签
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有梦想谁
都了不起，每个努力拼搏的普通人都不应该被鄙视和
嘲笑。申公豹虽然是妖族，但是心存道义，有自己的
坚持和傲骨。相反，那些自称“名门正派”的仙人却是
道貌岸然，背后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做题家”
虽然只会考试做题，不懂变通，但他们的努力和坚持，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
申公豹的矛盾，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矛盾。他既是

秩序的囚徒，又是反抗的诗人。他痛恨阐教的虚假外
表，明知在权力的游戏里资源、背景是最重要的，那些
高高在上的头衔都是虚伪的，但还是想要通过培养灵
珠来晋升十二金仙，走世人所谓的“正道”。然而，他
又能和东海龙王共谋，两个被天庭榨干价值的“妖”，
一起向别人证明，妖族也可以建功立业，撕开天庭伪
善的面孔。正是这样丰富多面的形象，才让人产生共
鸣，让人觉得真实。普通人也和申公豹一样，不是非
黑即白，我们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我们追求的，不过
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我们都是申公豹，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没
有哪吒那样的壮丽，要逆天改命，没有敖丙身上那么
重的担子，背负全族兴亡，也没有太乙真人的背景，深
受贵人栽培，我们只有自己的双手和不断努力的心。
我们出生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通
过奋斗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
要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有机会
展现自己。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因为生命不息，奋
斗不止。

在这条人生路上，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打怪升
级”，就像申公豹一样，即使面对重重困难，也从未放
弃。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虽然平凡，但
我们的奋斗和坚持，正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篇章。

河下之美
朱 卉

春节里的那天傍晚，我们驱车前往古镇河下。夕
阳烧得正红，我下了车，饰弄着被风吹起的发丝，望着
远处被灯光围拢着的“河下”二字，心中为之一震。

河下，是淮安著名的古镇。刚踏入古镇，一股浓
郁醇厚的年味便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炸物的香
气，那是古镇小吃在热情地向游人招手，唤醒了心底
深处对家的眷恋。走进巷子，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
耳。用鼻一闻，潜意识里竟陶醉于那麦牙糖刺鼻的甜
蜜。那糖葫芦里的淡淡果甜，那奶茶里的鲜美醇香
……我眼巴巴地扒在麦牙糖柜台前，母亲终是拗不过
我，让我手中多了袋正热乎的麦牙糖。

沿着青石板路前行，巷子里橘红的灯光影影绰
绰。街道两旁，红灯笼高高挂起，宛如一串串熟透的
红柿子，将整个古镇映照得格外温暖。瞧，那鲤鱼灯，
鳞片在灯光下闪烁着五彩光芒，仿佛随时都会跃出水
面，寓意着年年有余；那荷花灯，层层叠叠的花瓣细腻
而柔美，宛如仙子下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象征着高
洁与美好。灯光摇曳，人影绰绰，欢声笑语交织成一
曲动人的新春乐章。在这里，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幸

福，每一句问候都饱含着温情，让远离喧嚣日常的我，
真切触摸到生活最本真的温度。

向里走着，我滴溜溜的小眼，四处观望，尽是古色
古香的亭台楼阁。砖瓦的黑漆，衬上天空的暗淡，为
这熙熙嚷嚷的人群提供一丝清凉。一路走过，目睹着
众多汉服店，各式各样的汉服挂于衣架前，透过玻璃
窗细细品味，多么精巧的设计！华夏服装，不失大国
风范的宽阔胸禁，亦不失华夏百姓用奋斗铸就辉煌的
坚毅。心中默默赞叹之时，妈妈和爸爸催促着快些向
前。我的手只能默默移开，往前走。

不远处的戏台前，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台上，
演员们身着华服，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尽显功底。
婉转的唱腔，悠扬的丝竹声，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个精
彩的故事中。台下的观众们，有的跟着哼唱，有的看
得目不转睛，还有的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声。这一刻，古镇的夜晚被这文艺表演点燃，充满了
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传统的戏曲表演，是古镇文化的
瑰宝，它传承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情感，让我们在现代
快节奏的生活中，有机会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越往里走，却越发清静了。妈妈正要回头，被我

制止了。过了道，走上木桥，岸边是波澜不惊的里运
河。这里，大概是河下最质朴之地了。路边幽深的树
木倒映于河水中，显出清凉。一阵微风拂来，水面轻
轻一颤，我却立刻平静下来，那被人群挤得已发烫的
的脸此刻却倍感清爽，心中顿时思绪万千。人的一
生，如弹指一挥间，转瞬即逝，有些人轻浮而去，有些
人却永留世间。

站在古镇的桥头，望着眼前这繁华的景象，我心
中感慨万千。这河下古镇的夜，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味
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这里，我感受到
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古老与新生的碰撞。每一个花
灯，每一份小吃，每一场表演，都承载着古镇的历史与
文化，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河下之美，不止于它的名气美，景致美，更在于其
精神。我立于桥边，深思着。

从申公豹身上，看见平凡的自己
张倩禾

鲁中山水 孙 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