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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自海岩小说的现实题
材片《长安道》今天正式上映。影
片讲述了历史学教授万正纲 (范
伟饰 )卷入一宗国家宝藏失窃案
的故事， 看过片的观众都评价
“万正纲是渣男”。在近日举行的
首映发布会上， 扮演者范伟表
示：“我不承认他是个十足的渣
男，他是个渐变型的渣男。 ”

影片在原著基础上进行了
大幅度改编， 同时参与编剧工
作的导演李骏说：“小说非常有
海岩的个人风格， 改编成电影
很有挑战， 最难的是如何让这
个漫长的故事压缩在一个两小
时的电影里， 同时传达出关于
人性的思考。 所以需要调整很
多，故事还是原来的故事，但人
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李
骏看来， 片中特殊的人物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真实存在
的，“我们想映射出每个人都不
太愿意去面对的内心角落，它
可能导致犯罪， 可能导致踏错
步。 希望通过电影能让大家意
识到这个角落的存在， 同时去
展望充满希望的未来。 ”

谈及自己的角色万正纲，范
伟说：“导演跟我说来演一个很
复杂、有味道的角色，没想到观
众、尤其年轻观众都说，他是个
隐藏最深的渣男， 这让我很崩
溃。 ”李骏则表示，角色设定是
“一个典型的精英教育培养出
来的知识分子缩影”，“我觉得，
很多男人都是‘渣男’———大家
可能被偶像剧培养得越来越狭
隘和理想化， 一些人性的真实
面往往会被打上‘渣男’标签。 ”

(文/图 王莉 )

11 月 13 日， 由暨南大学承办的
第十六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原创微
电影与动画电影大赛终评在暨南大
学艺术学院顺利落幕。

暨南大学艺术素质教学部主任、
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叶志海教授首
先向评审委员会介绍了本次大赛的基
本情况。 本次参与评审的包括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肖小青， 广东
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珠影集团党委
委员、董事、副总经理黄昌宁，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理事、 羊城晚报社编委林
如敏，广东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广东南
方领航影视传播副总经理陈学军，广
州市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副总监、广
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杨殷。

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经
过 9 个多小时的封闭式观摩与激烈讨

论，评审委员会在剧情片、纪录片及动画
片三个单元共 77 部入围影片中， 分别
评选出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及三等
奖 5 项。

本届大学生电影展原创微电影与
动画电影大赛共收到来自包括上海戏
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暨南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众多影
视艺术院校学子提交的剧情片、纪录
片以及动画电影 400 余部。

当前华语电影快速发展，大学生
电影人才是我国电影产业持续快速
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 适逢暨南大学
筹备建立珠江电影学院之际，在粤港
澳大湾区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春风
下，广州大学生电影展将为青年大学
生电影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高
的平台。 (王常鑫 )

粤语艺术歌曲《蒹葭》
的诞生过程， 与冯珊珊的
好友、 歌手龚琳娜还有些
渊源。 龚琳娜近年醉心于
古诗词谱曲和演唱， 她向
冯珊珊提议：“你要不要试
试 用 粤 语 演 唱 古 诗 词 作
品？ ”冯珊珊找来音乐人陈
辉权，几番讨论之下，选定
了来自《诗经·秦风》的名
篇《蒹葭》。

冯珊珊从小在粤剧大
院长大， 和粤语歌曲结下
了不解之缘。 如今她是星
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的副教授， 研究方向也是
粤语歌曲演唱。 她谈道，粤
语有九声六调且保留了入
声， 较完美地保留了中古
汉语的特征， 用粤语唱古
诗词， 有天然的优势：“粤
语是一种歌唱性很强的方
言， 说起话来高低起伏抑
扬顿挫，富有旋律性，唱起

来就更加委婉动听， 这与
诗歌的吟诵颇为吻合。 ”

冯珊珊坦言，粤语歌曲
如今正值低迷状态，作为一
位歌唱家和粤语使用者，更
应该肩负起传播和普及粤
语歌曲的责任。《蒹葭》并非
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这首
歌加入了流行作曲、 编曲、
演唱的技巧，在听感上介乎
艺术歌曲与中国风流行歌
曲之间。 除了登上国家大剧
院的大雅之堂之外，《蒹葭》
在流行层面的传播成绩也
颇为喜人：这首歌连续两周
进入华语金曲榜周榜前 25
位；而在本周六晚播出的音
乐节目《粤语好声音》上，冯
珊珊还会现场演唱这首歌
的新版本。冯珊珊表示：“我
希望可以将古诗词的文化
内涵和流行音乐的传播度
结合，用流行的方法进行传
统文化的传承。 ”

第十六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原创微电影与动画电影
大赛终评落幕

77 部作品入围，12 部作品获奖

改编自海岩小说的现实题材片《长安道》今日上映

范伟自评演了个“渐变型渣男”

《蒹葭》吗？

本次音乐会是国家
大 剧 院 2019 “春 华 秋
实———艺术院校舞台艺
术精品展演周”的活动之
一，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
舞蹈学院、西安音乐学院
等全国知名艺术院校都
带来了专场演出。 星海音
乐学院也是展演方之一。

本次音乐会由星海
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授
张新指挥、星海音乐学院
岭南女声合唱团担纲，带
来十七首风格多样的中
外作品。 当中既有《绒花》
《茉莉花》等老歌新编，崭
新的编曲让老歌焕发出
新意和艺术感染力；也有
《北极光》《即使他沉默的
时候》等阿卡贝拉 （无伴
奏合唱 ），和声绚丽，代表
世界合唱新潮流； 还有
《静夜思》《春夜喜雨》等
多首古诗词谱曲作品。

粤语艺术歌曲 《蒹
葭》的登场，为这场音乐

会注入浓郁的岭南特色。
《蒹葭》是一首原创作品，
由广东知名音乐人陈辉
权谱曲、冯珊珊原唱。 原
版是一首独唱作品，本次
音乐会专门进行了新编
曲，由冯珊珊领唱 、岭南
女声合唱团伴唱，层次感
更丰富。

冯珊珊认为，《蒹葭》
之美在于能给人以无尽
的想象，既能理解为爱情
的境遇，又可理解为可望
而不可及的人生境遇，以
粤语演绎《蒹葭》，将这首
诗经名篇的意境表达得
淋漓尽致。

“蒹葭苍苍 ，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 抑扬顿挫的声调
配上清新婉约的旋律 ，
尽管大部分观众都听不
懂粤语 ， 却不影响他们
从歌曲中感受南国音韵
的魅力。 一曲唱罢，掌声
雷动。

粤语版《蒹葭》大受欢迎
尽展南国音韵魅力

青年歌唱家冯珊珊唱响国家大剧院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古诗词与流行乐结合
粤语歌曲焕发新生

听
用粤语唱的过你

你听过用粤语唱
的《诗经》吗？ 11 月 13 日

晚，“岭南女声———中外合唱作
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星
海音乐学院岭南女声合唱团与青年
歌唱家冯珊珊合作，唱响粤语古诗词
音乐作品《蒹葭》。 岭南风情、南国音韵，
浓缩在这首 3 分钟的音乐里。 演出结
束后，青年歌唱家、星海音乐学院副
教授冯珊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
她看来，拥有九音六调的粤语具
备天然的歌唱性，用来演绎古

诗词是再合适不过了。

指挥张新 冯珊珊演唱《蒹葭》

荨青年歌
唱家冯珊珊

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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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大，水浸街，阿哥
担柴上街卖……”当街头巷
尾都在播着这首脍炙人口
的童谣时，才发觉已是四月
了。春天的暖意驱散了盘旋
在广州上空潮湿的冷气团。
冷暖交际间，真真是“春潮
带雨晚来急”。 为了躲雨，
我走进街口常去的那家肠
粉店，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坐下， 点了一份鸡蛋拉肠、
一份艇仔粥。

现在播这首童谣真是
应景。 我笑了笑，托腮望着
窗外“点点滴滴， 滂滂沱
沱， 淅沥淅沥” 的云情雨
意。 我开始感谢这场雨的
到来， 是它让我能够坐在
这里， 自由闲适地看着这
如珠帘般顺着房檐滑下的
雨点。 手脚干净利落的阿
姨很快端上了肠粉和艇仔
粥。 红褐色的酱油均匀地
铺在雪白的肠粉皮上，艇
仔粥则“噌噌” 地冒着热
气， 伴着鲜香的氤氲雾气
覆上了我的眼镜片， 眼前
一片模糊。 我索性闭上眼
睛， 在这香气缭绕中先轻
尝一口艇仔粥。 鲜甜的河
虾和鱼片，配上海蜇、炒花
生仁、凉皮和葱花，一切都
搭配得如此天衣无缝 ，徒
增一种融合的美感。

雨绵绵长长地下着 ，
道旁的橘黄色路灯陆陆续
续地亮起， 数不清的人影
被路灯拉长，若隐若现。 这
样温馨的画面轻轻拨动着
我的心弦， 将我心里那些
美好的回忆微微搅动 ，唇
角勾起淡淡的笑意。

无意识的， 思绪飘到
了小时候的早茶时光。 细
长滑溜如白玉一般的濑
粉， 配上一只外酥里嫩的
烧鹅腿，撒上青翠的葱花、
金黄的姜和花生粒， 通透
爽口，滑而不腻；晶莹剔透
的外皮， 看似单薄却能完
好无损地包着好几只鲜甜
的大虾，还带有少许汤汁，
它被唤作“虾饺”；坚实细

密的丝苗香米连同生菜 、
排骨等肉类一锅煮就的生
滚粥，伴着酱汁香油，滋味
悠长， 令人回味无穷……
都说“走遍天下， 食在广
州”，广州的早茶其实已能
完美诠释作为八大菜系之
一的粤菜风采。 我坐在茶
楼里，品味着每一道菜，品
味着花城美食的历史，于
珍馐美馔中成长为一个粤
菜的“头号粉丝”。

记忆长河继续流淌。大
约两个月以前，在西湖路花
市上，我作为一名光荣的志
愿者，站在人群之中做疏导
工作。 花市热闹非凡，十里
长街摆满各式各样的鲜花，
也有“卖懒”的小儿提着灯
笼招摇过市。 早上，有许多
民间画家书法家齐聚一堂，
免费为人们写“福”字，画如
意祥图；夜晚，花市亮起了
五彩缤纷的彩灯，巨大的生
肖灯立在花市中央，人们争
相合影，记录着这美好的一
瞬。 这是名扬五洲、饮誉四
海的民俗景观，是属于广州
人民的一场嘉年华。 品味着
这花城的人与风景，我能感
受到每个人的快乐。

这时指尖传来微微的
震动，我打开手机，一条推
送 新 闻 让 我 屏 住 了 呼
吸———2019 广州亚洲美食
节将在下个月于广州拉开
帷幕 。“于舌尖上品味花
城，在美食节遇见亚洲。”这
句话应是对这场美食节最
好的描述吧，我兴致勃勃地
翻看着美食攻略，许多中式
创新菜，如“酸椒滋味炒鲜
鲍”“鸡汁泡椒羊肚菌”“山
泉水煮大鱼头”等。拥有“美
食之都”美誉的广州这次又
要声名远扬了，身为一个地
道广州人，我为此感到无比
自豪。

窗外，雨渐小了。 我幸
福万分地将那小半碗艇仔
粥一饮而尽， 背上书包走
进烟雨朦胧中。

（指导教师 梁秋燕）

文题

说说家乡味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记

得住乡愁。 家乡是每个人的
出发地，也是灵魂牵挂一生
的地方。 不管离家多远，家
乡的美丽和记忆中的点滴
都会萦绕在脑际。 爱国应该
从爱家乡开始，爱家乡就是
爱我们美丽的祖国。 写一写
你品出的家乡味道、风土人
情、家国之思。

（2019 年第二十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
大赛的题目） 学生

作文[ [
3上堂 作文

��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爱国从爱家乡开始

首先从写作内容看。 根
据题目要求， 要写出自己家
乡的特有味道， 要善于选取
家乡最有明确地域辨析度的
美食，譬如广州的早茶、潮汕
的肉丸等。

其次，题目的“味道”二
字不应只局限于味觉上的物
质感觉， 更应该从物质的味
道提升到家乡内在的“人文
味道”，即题目所说的“风土
人情”。 从广州的煎堆，可以
写到长久保存下来的特有的
传统“年味”；借广州早茶的
历史变迁， 可以见证广州城
市的变迁； 从潮汕出名的各
种美食， 联想到潮汕人特有
的热情与团结……要从“写
家乡”下笔，最终写出的应是

“家国情怀”。
从写作手法来看， 本题

目的写作宜采用以小见大的
方法，下笔点可以小一点，这
样才能挖得深一点。 切忌面
面俱到， 这样会显得中心不
突出。 也不要为了写出家国
情怀， 而布局得过于宏观巨
大，内容上如
果 空 洞 无
物， 就不容
易产生亲切
感 ，也无法
唤 起 读 者
的共鸣 。

（广州
市 第 十 六

中 学 教 师

梁秋燕）

广州的年味， 藏在一个个煎
堆里。

因为老广们爱做甜点， 南方的
新年，总是甜到能拉出丝来。他们做
的煎堆圆滚滚、胖嘟嘟，裹着香气扑
鼻的白芝麻……尤其叫人一想起就
馋。 每逢新年， 老广最爱听的广州
话，就有一句是“煎堆碌碌，金银满
屋”，老广们做煎堆时会讲，送煎堆
时也会讲，吃煎堆时还会讲。我奶奶
就特别爱讲这句话， 她也特别会做
煎堆，特别爱做煎堆。

我在广州某条不知名的小巷子
里出生、长大。 记忆里，过年，就是
这条小巷子的盛典。年三十还没到，
奶奶就会提前翻出那些做煎堆的宝
贝：大油锅、大托盘、大木勺，风风
火火地赶去市场买几斤糯米和芝
麻，做起煎堆来。 糯米细细磨成粉，
加水搓成团———水放多了， 煎堆太
软，咬起来没劲；水放少了，煎堆就
硬邦邦的，咬起来磕牙。奶奶做的煎
堆，软硬适中，街坊们尝过都说好。
以前家里拮据， 奶奶做的煎堆团子
没有馅料。只把糯米揉成球，滚上白
芝麻，放到油锅里一炸，滋啦一声，
白胖的球球片刻就变得金黄， 浮在
油面“游泳”。 小小的我，一旁看得
口水直流，奶奶则看着我乐开了花。

奶奶最引以为豪的手艺就是做
煎堆。而吃煎堆的那一天，就是我家
那老房子门前最热闹的时候， 也是

年味最浓的时候———奶奶会走街过
巷地招呼街坊们都来品尝。 老房子
屋檐上挂上红灯笼， 大门两侧贴上
春联，十几个街坊围坐在桌子旁，尝
着煎堆， 有说有笑。 大家都叫奶奶
“四婶”， 这时就不住口地夸：“四婶
做的煎堆真是比不得， 吃了肯定发
财行大运，红红火火又一年。 ”奶奶
则叉腰站在桌旁，神气地说：“那是！
四婶敢认第一，没人敢认第二！ ”谦
虚的爷爷一旁笑着看他的妻子，不
出声。 我呢，捧着个小煎堆，满院里
跑来跑去，笑得像个小傻瓜。

后来，日子好了一点点，奶奶就
给煎堆加蜜豆做馅。 轻轻一口咬下
去，先是略带油香的脆，然后是沁人
心脾的甜。一颗颗蜜豆，是对新年的
祝福， 也是对生活的期盼。 街坊们
说，奶奶的煎堆更好吃了。

再后来，老房子被征收了，灯笼
挂不起来了，春联贴不上了，爷爷也
不在了，街坊们也散了，年味好像也
消失不见了。 那条小巷子渐渐变得
安静又冷清。 奶奶只好带着她做煎
堆的老宝贝， 随着我们住进了高楼
里。在这崭新却又陌生的小天地里，
奶奶听孩子们的话， 含着泪花收起
了做煎堆的宝贝，关上铁门、木门，
照顾着她的孙儿。高楼里，家家户户
都紧闭着大门， 煎堆似乎已成了记
忆里抹不去的遗憾。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捧着

煎堆跑来跑去的小傻瓜， 成了泡在
书堆里抽不出身的高中生； 神气十
足的四婶， 鬓发早已染上了岁月的
痕迹。

又一个春节临近， 上完辅导班
最后一节课的我， 急匆匆地搭地铁
回家。 地铁里挤满拎着大包小包准
备回老家的人们， 要过年了， 再过
几天， 路上的行人就会渐渐稀少，
正如当年老房子门前的小巷。 回忆
突然涌上心头， 对我而言， 没有煎
堆，终归是缺了点年味。谁知推开家
门时， 我竟惊讶地发现那几个老家
伙：大油锅、大托盘、大木勺，又被摆
上了桌。

“奶奶，您做煎堆吗？ ”我惊喜
地问。

“煎堆？ ”奶奶看着桌上还未拆
封的糯米粉和芝麻， 有些糊涂，“瞧
我这记性！ 我怎么就忘了今天要做
煎堆呢？ ”

我心里掠过一丝轻轻的悲凉。
奶奶在上一年年尾诊断出脑萎缩，
我真担心她会忘了美味的煎堆，甚
至忘了我， 忘了我们曾经在那条不
知名的小巷里共同度过的春节。

我主动提出自己动手来做煎
堆。“奶奶，我来做吧。小时候看着你
做的呢，照猫画虎我还是会的呀。 ”
我笑道。

奶奶浑浊的双眼中露出期盼：
“那就靠你咯！ 奶奶老咯———”

我带上奶奶的老宝贝， 缩进了
厨房里，一边用水把糯米粉兑开，一
边悄悄地抹眼泪。 我不知道能不能
做出像奶奶做的一样好吃的煎堆，
我只希望我能让奶奶回味一下当年
那些美好的点点滴滴。

当一个个白胖的球球变得金黄，
在锅里重新游来游去时，我竟有种幡
然醒悟的感觉： 原来年味从不曾远
离，它藏在煎堆里，早已是我永恒的
记忆———小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观看，
我早已将做煎堆的方法熟记在心。 当
我欢喜地捧着煎堆，小心翼翼地摆在
奶奶面前时，我俩迫不及待地各自尝
了一个，然后相视而笑。

“非常好吃！ ”
欢天喜地的奶奶翻出电话簿，

开始一个挨一个地邀请往日的旧街
坊们来品尝她孙儿的杰作。 于是年
廿九那天， 我家门口又挂上了红灯
笼，门两边又贴上了春联，街坊们如
约而至，围坐在桌子旁，笑得比以前
更开心。

年味，又回来了。而我在一旁自豪
地叉起了腰，一如十多年前的四婶。

我不禁想： 他们都说零零后是
世纪的新生儿， 是会忘记传统的一
代。我看未必。属于广州的年味不就
像煎堆一样，早就在
我心里扎了根 。
它从不会消逝 ，
它终会被传承。

广东省东边沿海一方平原上，
浓浓的乡土人情与悠久的发展历史
相结合，汇聚成片，令人瞩目———这
里就是广东潮汕。 潮汕地区自古便
在“海丝”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又被划为经济特
区。 作为一个地道的潮汕人，我对潮
汕更有别样的热爱。

先说美食。 都说“民以食为天”，
潮汕人在美食方面的探究不亚于广
东人之于粤菜。 最广为人知的是潮汕
牛肉丸。 肉切碎，放置木桩上，用两根

粗壮的大铁棒用力捶打。 左手刚起右
手即落下，节奏分明，动作迅速，不时
可见红色的肉泥黏着铁棒一起扬起。
逢年过节，一家人欢聚一堂，一顿牛
肉丸火锅必不可少。 锅放八仙桌的中
间，鲜红的牛肉与丸子围着锅，翠绿
的蔬菜再围着肉，层次分明，令人垂
涎欲滴。“锅烧开了！ ”只见袅袅白烟
轻飘飘地漫上去，一层接一层，仙境
般地烘托出一种温暖的气氛。 大人们
津津乐道地谈着旧事新章，小孩们着
急地红着脸，目不转睛地盯着锅中上

下起伏的肉丸， 咬着嘴唇哀求着爸
妈：“我要吃！ ”食之润泽，深入人心。

再说人情。“是潮汕人吗？ ”见我
点头， 卖菜的大叔憨实地笑了，“胶
己人胶己人（潮汕方言 ：自己人 ）”地
招呼着， 不知不觉中我的袋子里便
多了一把菜。 身在异地，若得知同是
潮汕人， 两人的关系总会瞬间被拉
近。 若在潮汕当地，一条街里的阿姨
叔叔还会盛情邀请你去家里喝“米
茶”，边品茶边唠嗑。人情味，常常溢
满心间。

当然还要说说乡愁。潮汕人喜欢
向外跑，出去创业，出去打工。 马化
腾、李嘉诚等都是在外创业成功的潮
汕人。 还有一大部分潮汕人在泰国、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生根发芽。同
为海外游子，心中有浓浓乡愁，潮汕
人总把每位老乡都当作家人，随时送
上家人般的温暖。

对客居他乡的游子来说， 潮汕
美食是无可替代的， 潮汕人的温暖
人情也是最打动人心的。 思念家乡，
最念潮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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