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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金
鸡奖颁奖礼中，广州出
品的文学纪录片《掬水
月在手》获“最佳纪录/
科教片”奖项，儿童励
志电影《点点星光》获
“最佳儿童片”奖项，粤
剧电影《刑场上的婚
礼》获“最佳戏曲片”提
名奖。

在金鸡奖颁奖礼
结束后，三部佳作的主
创马不停蹄从厦门赶
回广州。 11 月 29 日
晚，第 33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广州获奖作品
创作分享会在广州海
心沙亚运公园举行，主
创们与广州观众分享
获奖心情和创作点滴。

《点点星光》以广州花都七
星小学跳绳队为真实原型，展
现了花都七星小学的孩子们

“一根绳子改变命运”的经历。
分享会当天，跳绳队的教练赖
宣治老师以及七星小学跳绳队
来到现场，见证电影的荣耀时
刻。跳绳队带来一段精彩的花
式跳绳表演，孩子们游刃有余
地展现了多个高难度动作，博
得观众阵阵喝彩。

赖宣治在分享会上笑言：
“昨晚刷朋友圈看到《点点星
光》获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
以为是朋友恶搞。”他回忆，影
片拍摄过程非常辛苦，“每次拍
摄都是在周五晚上，总要拍到
凌晨三四点，而且不是刮风就

是下雨”。但无论是跳绳还是
拍电影，孩子们都是赖宣治坚
持下去的动力：“刚开始带着孩
子们练跳绳的时候，我是个没
有跳绳经验的‘菜鸟’，更一度
想放弃。但看到孩子们都那么
勤奋，我也坚持下来了。拍电
影也是一样。”

跳绳改变了一群孩子的命
运，也改变了地处花都偏远地
带的七星小学。赖宣治表示：

“现在学校变得非常漂亮，是跳
绳创造了奇迹。作为老师，我
希望带着孩子们做得更好，为
国争光！”

影 片 导 演 谢 德 炬 则 在 现
场分享了一个好消息：《点点
星 光》将 于 明 年 1 月 正 式 上

映，广大观众将可以在影院欣
赏到这部广州出品的儿童片
佳作。

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获得本届
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提名奖。影片以
现代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为蓝本，讲述
1927 年中国共产党人周文雍、陈铁军假
扮夫妻进行革命活动，在广州起义失败后
被捕，但两人宁死不屈，以刑场为婚姻殿
堂献身革命的历史故事。

电影制片人徐斌分享，《刑场上的婚
礼》于2019年夏天在北京拍摄，整个拍摄
过程男主角欧凯明累瘦了20斤。徐斌坦
言，他是怀着敬畏之心拍摄《刑场上的婚

礼》的：“这个故事是中国革命永恒的经
典，我们怀着荣誉感和使命感，用粤剧这
种岭南特色艺术形式把这个故事记录下
来。我们把这部现代粤剧的经典之作从
舞台搬上了大银幕，感谢粤剧界各位老师
的付出和支持。”

广州广播电视台台长崔颂东则透露，该
台正在开展粤剧电影工程，接下来将陆续推
出10部粤剧电影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点
点星光》和《刑场上的婚礼》均是广州广播电
视台电影工作室首批筹拍的影片。

广 州 出 品 的《掬 水
月在手》《点点星光》分
别荣获第 33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
片”“最佳儿童片”，打破
了广东自 2011 年孙淳凭
借珠影出品《秋喜》荣获
第 28 届金鸡奖“最佳男
主角”以来持续近 10 年
再 未 获 得 金 鸡 奖 的 尴
尬，为广东电影界增添
了荣誉，为广东电影人
鼓舞了士气。

广东省委宣传部电
影管理处处长陈松在致
辞中表示，近年来，广州
市委宣传部为广州电影
繁荣发展倾注心力，吸引
了中国电影龙头企业博
纳影业大湾区总部落户
南沙，出台扶持电影产业
发展政策，打造“首映在
广州”等电影品牌。在刚
刚举行的 2020 粤港澳大
湾区电影之夜上，京穗联
动共同发布“中国新人文
电影计划”，为广东电影
振兴发展夯实了基础、作
出了贡献。

《掬水月在手》出品
人毛继鸿在分享会中同
样谈到，广州此次荣获
金鸡双奖，给予广大电
影人和文化艺术界人才
以落户广州、广东乃至
粤港澳大湾区的信心：

“广州是一个特别适合
实现梦想的地方，这座
城市的务实氛围为文化
创作者加上了翅膀。”

广东电影韬光养晦
多年，如今有望迎来起势
腾飞、繁荣发展的良好局
面。去年，广东已有 5 部
电影作品获金鸡百花电
影节九项提名；今年则有

《掬水月在手》《点点星
光》双双折桂。明年，广
东将有《中国医生》《扫黑
行动》《生命水线》等多部
重量级影片面世。

“最佳儿童片”《点点星光》

七星小学跳绳队现场展绝技

《掬水月在手》是中国诗词大
家叶嘉莹的唯一一部传记电影，由
《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电影
总监制陈传兴执导，剧组花费三年
时间采访了白先勇、席慕蓉、痖弦、
宇文所安等文化界名人，将叶嘉莹
先生的传奇一生娓娓道来。

今年是金鸡奖将科教片和纪录
片“二奖合一”的第一年，《掬水月在
手》出品人毛继鸿坦言竞争比往年
更大。但他认为，《掬水月在手》作

为一部以4K技术拍摄的纪录片，在
评选中具有技术优势。在毛继鸿看
来，未来是一个数字创意时代，这对
广州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机遇：“我们
可以通过技术和科技优势，真正实
现广州的文化腾飞。”

除了技术优势，毛继鸿认为
《掬水月在手》最大的特点是通过
叶嘉莹先生的人生故事展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多变
的时代，叶嘉莹先生所推崇的弱德

之美给予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
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中国传统文
化给世界树立一个典范，教会所有
人淡定地面对未来。”

《掬水月在手》联合制片人徐
薇则表示：“我们的电影只是一颗
种子。在全国多个城市路演期间，
我们的团队遇到无数热爱中国传
统文化的人。他们不单是粉丝，更
受这部电影的启发开启了属于自
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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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剧照是夜，广州塔为广州获奖电影“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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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古希腊留下一个用绳子
打成的死结，很多名人专程去研
究这个结，想亲手解开它，都失
败了。亚历山大大帝前往察看，
一剑劈开。

电影公司拍摄亚历山大大
帝的生平，特别设计了这么一个
结，绳子很粗，绳结也很大，绳结
外面没有绳头，外观很好看，虽
然我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会怎么
做，当他一剑劈下去的时候，我
还是大吃一惊。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说，
中国古代的宋国也有这么两个
结，国王悬赏征求解结的人，许
多良工巧匠都来应征，没人成
功。最后来了一位高手，他先把
其中一个结解开了，再去看第二
个结，他对国王说：“前面第一个
结是解得开的结，后面这第二个
结是解不开的结，既然解不开的
结，那就不要去解它。”

这两个故事谁先谁后，谁影
响了谁，那是比较文学教授的兴
趣。这两个故事的滋味谁酸谁
甜，谁有参考价值，那是你我的兴
趣。我觉得亚历山大并没有把结
解开，他是把结劈开，这叫文不对
题，他一剑劈下去的时候，我想起

“只知弯弓射大雕”。弟兄俩争
产，为了一件瓷瓶相持不下，一怒

把瓷瓶砸了，每人分些破片，亚历
山大的行为岂不类似？

我们也都听说两个妇人争一
个孩子，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生母，
最后由所罗门王公断，那时候没
有办法鉴定亲子关系，所罗门王
声称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两个妇
人各得一半，大家一听都傻了。

问题到了中国人手里另是
一番谋算。原来“结”分两种，一
种可以解开，一种不必解开，从
电影上看，古希腊贤者留下的那
个绳结根本是一件艺术品，不必
解开，亚历山大大帝多此一举。
所罗门王要把孩子劈成两半，只
是虚张恫吓，心理作战，这一点
中国人很欣赏。若由中国的县
太爷主审，依中国旧时风俗，那
孩子可以两家共有，他可以有两
个父母，可以尽两份孝道，可以
继承两份遗产，他生的孩子一个
归这一家，一个归那一家。

中国人有一项手工艺品，专
门用丝线打结，称为中国结。这
种专用的丝线比较粗，文言文称
之为“绦”。中国结未必都是球
形立体，也可以在平面上密集编
织，组成各种形状，如果是两颗
心，叫做同心结，中国诗人吟咏
的题材。中国的家庭工艺品自
成专门技能，复杂精巧，供女儿

家磨炼性情，消耗青春，成为“淑
女”。深闺之中，“鸳鸯绣就凭君
看”，“劝君莫结同心结，一结同
心解不开”，也释放了多少爱情
的幻想。这种同心结也是打不
开的，象征从一而终，“结”就是
目的，就是结果，并非过程、手
段。这些结也都成了礼物，饰
物，信物，最后成为文物。

中国有同心结，西方有“同
心锁”。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有条
河，有河就有桥，这座桥不准人
车通行，专供世界各地的情侣流
连，成为著名的情人桥。张至璋
先生描述，情侣们都带来一把钢
锁锁在桥两边的栏杆上，有些锁
上还刻着两个人的名字，象征彼

此的爱情坚固永久，然后把钥匙
丢进河中。只见千万把大锁叠
叠累累色彩缤纷如同大桥结出
来的果实，使人觉得锁比桥重。

可 是 王 曦、金 十 三 的 歌 词
说：“锁你，锁心，锁不住梦醒。”
最后，爱情成为一把生了锈的
锁，一颗爱情结石，一种爱情结
核，这个结难分难解，亚历山大
也无从下手。在亚历山大看来，
同心结、情人锁都是雕虫小技，
他以为挥剑劈开那个大结的时
候，天下千万个小结都化成灰
烬。他听不见旁边有个人低声
叨念：哀哉哀哉，你只见宝剑下
去一结劈开，看不见宝剑举起一
个更大的死结编起来！

我原来是波密的一颗云杉籽。
离地面五十多米高的杉树梢

上，一个不起眼的杉果就是我的
摇篮。可能是因为不起眼，鹦鹉
和松鼠多次在我的摇篮前经过，
却视若无睹。

十月金秋的一天，杉果“砰”
的一声爆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
离开了养护我们的摇篮，漫天飞
撒，好像一场种子雨。兄弟姐妹
下落各有不同——

有的掉到小溪里，随着水流
到帕隆藏布江……

有的掉到光秃秃的石头上，
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

有的掉到空旷的平地上，不
小心成了小鸟的午餐……

而我，落到一个大石头缝里，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开始挺纳闷。
有一次，一只小鸟发现了我，

它把脖子伸长了还是够不着我，
飞走了。

有一次，一头香猪发现了我，
它用毛茸茸的大嘴拱了几下大石
头，而石头一动不动，离开了。

……
那时候，才感觉到自己多幸

运呀！
三个月后，我在石缝里度过了

冬天迎来了春天。在冰川融水温柔
的滴灌下，我发出了芽，生出了根。

但是，根离石缝深处的土还
有十厘米左右。十厘米，对幼小
的我来说可是一次长征。别无他
法，心无旁骛。

我把根拼命地往土里够。
一周的不懈努力，根终于够

到土了，新的征程也开始了。
三年之后，我的根已经牢牢把

原来保护我的大石头环抱着，我和
石头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亲兄弟。

石头兄弟说，他看好我，因为
我有一颗坚定不移的初心，一定
可以长成参天树。

为了扎牢根基，抗风顶雪，石
头给我介绍了一位又一位石头兄
弟，我也一一与他们拥抱在一起。

三十个春秋，我已经高达30
多米。

杉树亲戚们都说我长得帅。
然而，帅也会惹麻烦。盗伐者

盯上了我。幸运，我长在特别险峻
的悬崖上，盗伐者多次没有得手。

但是，我看周围一些大树兄
弟被无情地砍伐，木屑飞溅，轰然
倒地，沙尘蔽日。而我只能无助
地旁观，默默地落泪。

忐忑不安的日子何时到头？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对面的大石
头上被刻上几个红色的醒目大
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伐木的悲鸣，
只听到栽树造林的欢歌。

一颗小杉籽，长成栋梁材。
每天，与仿如哈达的白云交

融，向湛蓝深邃的蓝天攀升，为勤
劳勇敢的“珀沙”（藏语：小伙子）
挡雨，为善良美丽的“柏穆”（藏
语：姑娘）遮风，为远方的来客倾
诉高原的动人故事。

经历千般苦，迎来新时代。
在波密这方热土，见证通麦天险
变通途，万年冰川，千年桃花，藏
王故里焕发新光。

在波密这方热土上，我，一株
云杉，要继续茁壮，一百年太少，
一千年不多，一万年不算长……

我用手机在网上千挑万选，
选了一幅画，又请店家打印出来
后，当作墙纸贴在餐厅的墙上。

这幅画宽1.4米，高2.7米，一
贴上墙，餐厅里便春意盎然了。

早春的枝头绿瘦红肥樱花盛
开，两只鸟儿成双成对栖在树上，
羽毛在煦阳的照射下五颜六色，
熠熠生辉。画家还题了一首小诗
在上头：“绿瘦小红肥，归鸟语夕
辉，长成毛羽好，去向上林飞。”

“上林”就是上林苑，皇上的后花
园。现在这画上了我家的墙，而
画上的鸟儿，岂不等于是“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看看这画，心里自然添了几
分自在。

自在了，当然是要喝点酒
的，酒酣耳热时抬头品画，怡然

自乐。却不想正自乐着，就把这
画品出点毛病来。画中栖在树
上的两只鸟，却原来是一只睁着
眼睛，一只闭着眼睛的。尽管当
年画家作这画，本意就是要渲染
出一种无所事事的闲适，抒发一
种午睡迟起后的慵懒的，但我要
的却不是这个调门啊。问题来
了，我不喜欢又怎样？那鸟就歇
在枝头，更准确点，它就歇在了
我家的墙上，你奈它何？

于是，我每日一看见那只缩
着脖子闭着一只眼的鸟，心里就
有点儿郁闷。一声叹息，只能怪
我手机里的画面太小，不知道放
大了几百上千倍到了墙上，才能
看清那只鸟它是闭着眼睛的！

真 的 就 一 点 办 法 也 没 有
了？没有，那我就天天要遗憾，

要郁闷，要看着它有点烦了。天
下事，就怕你较真，其实办法再
简单不过，那鸟闭着眼，你拿笔
上去涂一涂圈一圈，那眼不就睁
开了吗？固然，画是名家的画，
可画上那只鸟，谁又叫它“飞入
寻常百姓家”了呢？

话是这么说，拿笔上去真要
这么一圈一涂，就不得不掂掂分
量了，我又不是搞美术的，这可是
点睛之笔呀……但既然起了这个
意，心绪便像狂奔的野马，停不下
来了。于是那几天凡是眼睛，不
管是人的、猫的，还是狗的，我都
要多看上几眼。几天后，终于按
捺不住，趁家人不在，搬桌子架椅
子，站上去把那只闭着眼的鸟好
好端详了一会儿，悬腕试了试，而
后落笔点睛。点上去了。

而后从桌子上下来，退后几
步看看，又爬上去补了下，再看
看，鸟的眼睛睁开了。

“家有敝帚，享以千金”，这
“睛”点得究竟像不像，却又不敢
说。终于有一天我老婆吃饭时，抬
头看看对面墙上的画，嘴里动着动
着就不动了，愣愣地看了半天，才

“咦”地一声说：“这画上的两只鸟
儿，那只怎么把眼睛睁开了？”我故
意看了看，就笑了说：“是我叫它睁
开的，像不像？”老婆看看说：“像
倒是像。但，家里连墙上的一只鸟
儿，你都舍不得让它闭着眼歇一
歇？”我想了想说：“它的眼一睁，
是不是这家里的气象就不同了？”

我老婆把眼睛闭上又慢慢
睁开来，看了看那画便笑了说：

“咦？这一说，倒也是！”

论南国气候，还是深秋，但初
冬的气色已经缭绕着整个荔园。

约好的聚会拖到了晌午。园
子里热气腾腾的汤菜已经上锅，
香气已经随风四处飘荡。土灶里
的火苗烧得通红，沿着荔枝木，像
个活泼的孩子跳动着往外面乱
闯，但始终只能绕着木头的身躯，
它离不开木头，无论它如何飞跃
晃动都是挣不脱的。

土灶上，蒸笼炊具的缝隙里
蒸汽奔腾，铝制的抽屉蒸格一张
一闭，生的米浆进去，几分钟时
间，熟的粿条张就出来了。英姐
俊俏的巧手娴熟地卷绕起来，将
那热气腾腾的一抽屉粿条张沿着
四周用竹签割了一遍，在中间沿
两长边对边割了两下，拿着一片
板子一割，便成卷状，放在盘子
里，淋上事先兑好的酱料，一道简
单而美味的家乡小吃就出炉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简单而美好
的味道在小的时候哪一个时段就
记住的，它伴随我的整个青少年，
直到它成为商品的时候，这种熟
悉的味道就消失了。久违的味
道，原汁原味。它在我的口腔里

抚摸我的舌头，直到把我的味蕾
重新唤醒，复苏的味蕾牵动神经，
所有的快乐因子被一齐调动，饱
满的味觉享受足以使身心愉悦。
当你吃到喜欢的食物时，阳光会
格外美好，各种不愉快的东西会
暂时忘记，世界一片和谐。

就如眼前的荔园，深秋的气
息在穿梭，阳光穿过枝叶，散落一
地斑驳的碎金，土灶里的烈火，蒸
笼里的炊烟，可触可感的生活，让
一个在灶台边上忙碌的女人充满
无穷的优雅。她一次次重复着同
一个动作，一次次将蒸熟的粿条
张卷起来，我在旁边等的时候觉
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她们为
了这一顿能够满足我贪婪的味觉
的美食就要准备整整一个上午，
还要在前一天夜里浸泡大米，清
晨起来要磨米浆，米浆磨得越细，
粿条张就越有韧劲，口感就会越
好，甚至越耐储存。

在英姐换手的时候，我终于
逮到了实习的机会，我卷起袖子
接了盘子，但我没有那种手艺，从
蒸盘上剥出的粿条张被我弄得面
目全非。原来是打浆下盘的时候

摇得不均匀，米浆一静置就会沉
淀，要用勺子搅动几下，再舀出来
倒入蒸盘，再晃动蒸盘，使盘里的
浆厚薄均匀，才能够成形。

荔园的主人琴姐，长得虽然
不出彩，但却是个心灵手巧、操持
这种美食经验丰富的女人。各种
状况她都能够应对，粿条张不成
形她就知道米浆太稀，要在浆桶
里搅动几下。粿条张出锅破裂，
她就知道锅里的水太少了，要加
水，百发百中。她将潮乡最原始
的传统的各种食物制作的技术掌
握到了极致，并发挥得炉火纯青。

乡下的这些姐姐们，她们并
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她们只是专
心操持家务，在子女长大的时候
偶尔凑上三五好友，各展手艺，把
最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大家开
开心心过一个周末，没有把酒临
风，没有感极而悲，简简单单，清
清爽爽过日子。她们就像向日
葵，尽管围着太阳转，但并未失去
自己的美丽；她们更像蒲公英，随
风降落，落在哪里都成为最美的
风景，枯燥的日子在她们手里握
着、捏着，过得饱满祥和。

解不开的结 □王鼎钧[美国]

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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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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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

荔园粿条张 □许小鸣

我是波密的一棵云杉 □李伟成

画鸟点睛 □王明皓

□
罗
文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