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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辉

清明三天假，补看了不少好电影，《养

蜂人》算是其一。

《养蜂人》是一部由大卫·阿耶执导，

杰森·斯坦森和乔什·哈切森主演的美国

动作片，于2024年1月12日在美国和中国

内地上映。这是一部动作爽片，拳拳到

肉，兴奋抵心。这部电影在烂番茄上获得

了大部分影评人的认可，故事情节紧凑，

动作戏精彩，给观众带来了不只是刺激的

视觉盛宴。

影片的情节紧凑而引人入胜，讲述了

一个退役后重出江湖的特工克莱在隐退

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成为一名养蜂人。

然而，与他交好的房东奶奶帕克被一场网

络诈骗卷走了所有慈善筹款，崩溃自杀。

经过一番调查后，克莱获悉真相，决定重

拾旧业，为给房东复仇，孤身勇闯诈骗集

团复仇，试图清理网络犯罪的源头。在追

查过程中，克莱挖出诈骗团伙背后盘根错

节的利益集团，面临疯子特工、权势财团、

FBI 的接连围剿，游离法律之外的暗卫组

织“养蜂人”也牵扯其中，克莱的真实身份

也浮出水面。这些情节设置不仅让观众

看到了克莱的勇气和决心，还引发了对于

网络犯罪和个人责任的深刻思考。

在主题和基调方面，《养蜂人》成功地

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网络犯罪对个人和社

会的影响。影片通过克莱的复仇行动，展

示了网络犯罪的严重性，以及个人在面对

这种犯罪时所能发挥的作用。影片的基

调既紧张又充满正义感，让观众在感受到

紧张刺激的同时，也对于正义和道德有了

更深刻地认识。

杰森·斯坦森的表演无疑是影片的一大

亮点。他成功地塑造了克莱这个角色的复

杂性和多面性，让观众在感受到他的冷静和

果断的同时，也能看到他的脆弱和柔情。

我在电脑前看片，影片中，杰森·斯坦

森饰演的养蜂人有着出色的动作表演，他

的打斗场面拳拳到肉。我特地开了弹屏，

与我一样喜爱战争和打斗、乐见“邪不压

正”电影的男人们，一些随时剧评像子弹

一样飞满屏幕上端。

美国电影在方向、配乐、电影摄影、制

作设计和特效方面，一贯有不俗的制作质

量。大卫·阿耶的导演功底得到了充分地

展现，他通过精心的镜头运用和剪辑手

法，将影片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配乐

则通过激昂的音乐和旋律，为影片的紧张

氛围增色不少。电影摄影和制作设计也

都相当出色，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充

满魅力的动作电影世界。

弹屏上有条剧评说《养蜂人》：特工的

隐秘江湖与正义的复仇之路，也是我的同

感。这样的电影如美国版的《战狼》，一个

人勇往直前，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体现了

美式电影的英雄主义情怀，高科技元素的

饱满运用，也包含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臆

想。影片可能过于注重动作场面的表现，

剧情略微单薄，缺乏深度，部分情节的处

理也不够合理而忽略了对角色内心世界

的深入挖掘，但《养蜂人》不失为一部值得

一看的动作片。

影片最后，克莱只身一人打到总统府

邸，终于以正压邪，在枪林弹雨中破窗潜

入大海，安然逃生，就冲这，这部电影就不

容错过。

拔刺和复仇

木头木语

每个周末，不在碗窑，就是在去碗

窑的路上。在碗窑，不一定非得去游山

玩水，但一定要在半角书屋坐坐，看一

会儿书，发一会儿呆，眺望一会儿窗外，

且听风吟，且观云驻。如果天上有一群

飞鸟，飞鸟就将我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河曾经都是“我们”的领地，

“我们”是指“我”和伊芙琳姑姑。可迟子

建老师缘何书作上只写《额尔古纳河右

岸》？伊芙琳姑姑告诉“我”，三百多年前，

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活的“左岸”，祖

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

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

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这不仅仅是书作一

个名字的问题，而且是一段沉重的、屈辱

的历史！

迟子建老师写下《额尔古纳河右岸》

这个书名，想必心也是痛的。

主人公的“我”，连名字都没有。这样

一本书，如何扣住我的视线？迟子建老师

细腻自然的文笔，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塑

造的人物故事，鄂温克民族的善良和热爱

大自然的淳朴民风，无一不吸引着我的目

光。还有书中出现的怎么也记不住的人

物名字，以及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让我一次一次地回看。

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饱经

风霜，白发苍苍，坐在额尔古纳河畔，自述

着一支中国最北部少数民族鄂温克氏族

的百年浮沉。在清晨、正午、黄昏到半个

月亮，不停地演奏着生命序曲。如同贝多

芬的“百听不厌”的《田园交响曲》四个乐

章，一幕幕的画面，在眼前清晰展现。

《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正

午》是沉静舒缓、端庄雄浑的；《黄昏》是

疾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同我们正经

历着的这个时代，参杂了一缕缕的不和

谐音；而《尾声》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

安恬，像是一首憧憬的小夜曲，或者是弥

散着钟声的安魂曲。书中有壮丽旖旎的

自然风光，萨满宗教

的传奇故事，也有一代代鄂温克族人的

悲欢离合、勇敢坚韧。鄂温克族是一个神

奇的民族，他们随驯鹿迁徙，逐苔藓而居，

在深山密林之中，以驯鹿为舟，以打猎为

生，繁衍不息。他们生于自然，长于自然，

最终也不可挽回地消融于自然。因为故

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故事都

有尾声。

迟子建老师在书中用了很多的比喻

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没有华丽的辞藻，却

让每一句的形容达到不同的境界。还有

诸如这样的描述：“希楞柱（圆形帐篷）里

也有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

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

和父亲林克制造的。”无需解释，你都懂

得！当你读到那些朴实的文字的时候，你

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种雨过天晴

时在森林里畅快呼吸的感觉，一种和许久

不见的爱人紧密拥抱的感觉。

很美好，真的美好。书中美好的句子

比比皆是：

“可美好只是表象，悲伤才是故事的

主旋律。”

“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

伤。”

“月亮周围没有一丝云，明净极了，

让人担心没遮没拦的它会突然掉到地

上。”

“看来最不想丢的东西，却最容易撒

手离去。”

“如果没有好的猎手，有肉的地方就

有狼跟着！”

“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

各有各的走法。”

这些不动声色的文字，像极了一支支

离弦的箭，直击心灵深处，让你感觉到它

的沉甸甸。这或许就是文字的力量吧！

额尔古纳河右岸最神奇之处，在于他

们引起我对生与死、神与人的思考。当你

的灵魂随着文字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驰骋

时，你内心将获得的，是前所未有的宁静

与舒缓！

恰如书作主人公“我”平淡苍凉的自

述开头：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

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

了。

……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

女人。”

“最后”不一定代表消亡，也可能是凤

凰涅槃。就像碗窑村，走过六百年的风风

雨雨，宛如一处世外桃源隐于大山深处，

龙窑不再锻造土与活的艺术，古戏台不再

演绎流芳百世的经典，油光发亮的青石板

路，印证曾经的商贾云聚。面对越来越繁

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碗窑这片土地主人

的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去了“花花世

界”，而留守的老人成了现代文明的“边缘

人”。碗窑仿佛一夜之间被掏空了，碗窑

成了几个老年人的村庄。世世代代的传

统文化，可能很快就会彻底消逝在历史的

长河中。

幸好镌刻历史脉络的八角楼，经肖老

师亲力亲为，化身为半角书屋，为古村落

增添了文化的高度。从历史中来，到时间

中去，低调转身为半角书屋的八角楼，让

人看到古村落的另一种可能。

在半角书屋遥望额尔古纳河右岸

世界读书日，书香满金乡。

4 月 23 日，在古镇金乡一座清代古宅

内，由本土作家陈如亮编著的《金乡古宅

与名人》新书首发式在此举办。到会人员

有相关村社干部、民间书院工作人员和镇

图书馆、档案馆工作人员等，该书所写到的

古宅家族代表也大部分到场，一些文史爱

好者也闻讯参加，有些还是从外地赶来。

现场进行赠书仪式，新书将通过村社、

学校、书院、图书馆以及各家族进入金乡镇

的各场所和家庭。

《金乡古宅与
名人》新书首发

《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

是日本美术评论家濑木慎一经典著

作 ，作者实地调查，为读者揭秘了美

术史上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艺术造假

事件，拨开真品、赝品、名作、伪作、原

创、伪造间的重重迷雾，剖析大师、骗

子、收藏家、画商间的恩怨纠葛，堪称

是一部赝作的美术史。

《真品与赝品：
艺术造假趣闻录》

《在菜场，在人间》是一部纪实散

文集，是一本书写一群平凡的菜场小

贩人生的炙热生活的书，也是一本讲

述贴地而活的生之乐趣的书。作者

是一边摆摊一边写作，被央视赞为

“菜场女作家”的陈慧。全书由二十

余篇散文组成，以作者讨生活的浙江

小镇菜市场为原点，记录了作者在十

余年摆摊生活中遇见的、在人世间匆

匆相逢的各种人的命运，记录下生命

的庄严与贵重。

《在菜场，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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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如亮现场签名赠书 （陈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