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无问西东》上映，群里

纷纷推荐。于是，上得“猫眼”，

购票一张。

尚未开映，先看网上评论。

有打10分点赞叫好的，说是太感

动 了 ，评 价 杠 杠 的 ，眼 泪 哗 哗

的！也有只打一分说不好的，简

直太差劲了，乱七八糟，看不出

名 堂 ！ 到 底 咋 回 事 ？ 先 看 电

影吧。

一部电影，讲述的是四个不

同时代、却同样出自清华大学的

年轻人寻找真实自我的故事。

故事一，发生在现代。张震

饰演的张果果，职场经理，英俊

潇洒，风光无限。为拿到奶粉公

司订单，他代表广告公司，挑选

四胞胎家庭作为援助对象。然

而，陈述策划方案时，他没按上

司要求将“安全”作为主要诉求，

对方不满，取消订单。他被公司

炒了鱿鱼。当然，他有本事，又

到另一公司担任高管。四胞胎

之事，似乎已与他无关，但他放

心不下，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

帮助亟需援手的这家人……

故事尚未讲完，第二个故

事开始。“文革”前夕，清华大学

学霸陈鹏（黄晓明饰），暗恋着

中 医 药 剂 师 王 敏 佳（章 子 怡

饰）。二人是中学同学，两小无

猜，亲密无间。然而，王敏佳命

运多舛，因看不惯师母虐待老

师，偷偷给师母写了指责信；还

因虚荣心而撒谎说和毛主席合

影的小朋友是她。于是，被师

母兴师问罪，又遭单位群众批

斗，打得浑身是血，奄奄一息。

陈鹏不顾一切，将其救活，并发

誓永远与她在一起，哪怕此时

她已被毁容：“你别怕，我是那

个给你托底的人。”

故事三，抗战时期。西南联

大学生、广东富二代沈光耀（王

力宏饰），为抗战毅然参军。平

时，他是穷孩子们喜欢的“晃晃

叔叔”，开着战机偷偷给孩子们

投放食品；战时，他是英勇无畏

的中国空军战士。一场殊死决

战中，几经缠斗，沈光耀驾着战

机，冲向敌舰，以身殉国。俯冲

前，他默默念着“妈妈，对不起。”

因为，雍容娴静的母亲（米雪饰）

闻听独子竟要参军，曾从广东赶

到昆明，坚决阻止，并劝其看轻

名利，好好享受人生。然而，当

母亲从同学口中得知噩耗后，虽

悲痛欲绝，却端来两碗银耳枸杞

莲子汤，为孩子们壮行。

故事四，民国时期。清华学

子吴岭澜（陈楚生饰）一袭长袍，

英文考试第一，物理却落在“无

列”。老师劝其转专业，他很迷

茫，因为学校最优秀的人都在学

实科。此时，梅贻琦校长（祖峰

饰）的一席话让他警醒：你不应

该把自己置身于麻木的忙碌、踏

实中而忽略了真实。面对时代

浪潮，你应该叩问自己内心，不

必选择迎合潮流。要遵从内心，

从容而笃定。

四个故事，讲得从容镇定，

娓 娓 道 来 ，带 有 强 烈 的 人 文

色彩。

影片原本是为庆祝清华校

庆而摄，始终围绕清华学生，紧

紧扣住人生信念。让人看了，一

种崇高感和正义感从心底油然

升起。尤其是影片结尾，随着音

乐缓缓推出字幕、图片，逐一介

绍电影中露面、曾在清华工作或

由清华培养的大师：梅贻琦、梁

启超、梁思成、王国维、冯友兰、

朱自清、闻一多、邓稼先……群

星闪耀，光华灼灼！望着银幕上

一一闪过那些令人景仰的大师，

人们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去！

按理说，这样一部充满人文

情怀和献身精神的国产电影，真

真让人有了一种欣慰的久违之

感。评价极高，给出10分，原在情

理之中。然而，为什么又有观众对

其评价甚低，只打1分，认为“并不

怎么样”“没有一点意思”呢？冷静

分析，源于影片自身瑕疵。

其一，结构错杂。影片以

四个故事为主轴，前后串连。

然而，故事之间缺乏情节和逻

辑之必然联系。这个故事还没

讲完，那个故事又插了进来，

反复穿插，时空颠倒，有些地

方还比较零碎。这必然让一些

习惯欣赏一个故事讲到底、前

后逻辑清晰而有联系的观众，

感觉颠三倒四，不知所云，因

某些情节看不懂而烦躁不安，

甚至起了反感。

其二，虚实失当。四个故事

之中，哪些需要重点突出，哪里理

应简笔处理，影片存在缺憾。比

如，陈鹏和王敏佳的老师与师母

之矛盾，前后情节铺陈交待过细

过多，其实与电影主题并无多大

关联。而王敏佳在“文革”中为何

被迫出走，如何千辛万苦寻找参

与核试验的陈鹏……原本大有细

节可挖，进而感染观众，却又匆匆

一笔带过，确实有些遗憾。

其三，细节粗糙。不知是电

影投资有限还是技术尚未过关，

影片中好些重点细节处理得粗

糙虚假。如激烈空战场面，不说

与好莱坞大片比，就是比起一般

国产战争片也逊色不少。沈光

耀奋勇冲向敌舰，本是故事重中

之重，却因处理粗疏简单而失去

应有感染力。至于王敏佳躲避

的边塞村落、“晃晃”飞临的荒野

山寨、飞奔前来抢食短缺物品的

贫苦小儿等，皆因处理粗糙而显

得像是在演舞台戏，比较虚假，

因而令观众常常产生距离感。

当然，任何影片，瑕疵在所

难免，毕竟瑕不掩瑜。当张果果

毅然对四胞胎施以援手，当陈鹏

与王敏佳紧紧相拥，当沈光耀奋

勇冲向敌舰……那一刻，我相

信，我们的灵魂已然受到深深震

撼！我们的眼泪，情不自禁，流

了下来！

《无问西东》

为何有人叫好

有人说差？
□ 詹国枢

人鱼同乐八百年，“稚童戏鲤”寻常见

人欢水笑鲤鱼溪

这样一部充满人文情怀和献身精神

的国产电影，真真让人有了一种欣慰的

久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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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浦源村，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却吸引了数
不清的游客前来驻足欣赏。一切都
因这里有一条“鲤鱼溪”和当地独一
无二的“护鱼文化”。冬日里，笔者来
到鲤鱼溪，探寻背后的故事。

人鱼同乐

一进浦源村村口，便见一条潺潺
小溪。溪水略显湍急，但仍可见成群
结队、五彩缤纷的鲤鱼在溪中怡然自
得地游来游去，尽显“主人翁姿态”。

这小溪，长里许，宽丈余，深不过
一米。据史料记载，从 800 年前的宋
朝开始，这里就生活着既可清洁水
源、又能用以观赏的各色鲤鱼，故此
溪被称为鲤鱼溪。

顺着溪流向上游望去，浦源古村
便映入眼帘。村里人介绍，村子的肇
基始祖是河南开封朝奉大夫郑尚。为
避战乱，公元1209年郑尚举家迁居至
此。当时，村中没有饮用水水源，村民
生活用水都是从溪中挑来的。时逢兵
荒马乱，为防止溪水污染或遭人投毒，
大家想出了个办法，在河道中筑起一
个个小水坝，放养鲤鱼。

而今，溪边的老街还保留着旧日
的韵味：青石板、木房子，从缝隙里冒
出的绿草叶，在寒冬中透着一股生
机。间或一两家杂货店，大部分还保
留着民居功能。老人们悠闲地晒着
太阳，男人们忙着干农活，妇女们在
溪边洗衣洗菜，水中的鲤鱼则悠然自
乐，“闻人声而来，见人景而聚”。

年近 80 岁的郑庆森老先生对鲤
鱼溪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他介绍
说，这里的鲤鱼很通人性，每到夏天，
村里的孩子光着身子跑到溪边玩，只
要稍微招呼一下，鱼就会自己游过
来。孩子们甚至可以把鱼抱起来，俨
然年画“稚童戏鲤”的生动呈现。

为 何“ 人 鱼 同 乐 八 百 年 ”而 不
衰？据史料记载，郑氏第八世祖晋十
公召集村民代表，制定了护鱼的乡规

民约：谁捕食鲤鱼破了戒，就得出钱
为死去的鲤鱼举行葬礼。不仅如此，
还要向全村人设“罚宴”三天，并请戏
班到祠堂演三天大戏。

走在鲤鱼溪边的通道，至今仍
能看到各种高低不一、构造各异、大
小不同的拦水坝。这些拦水坝或利
用溪底自然突出的岩石，或利用大
小不规则的乱石构造，所在之处都
是溪道较直、落差较大的地方，其目
的 就 是 防 止 洪 水 来 临 时 鲤 鱼 被 冲
走。由此可以想象，当年郑氏人家
是 如 何 千 方 百 计 爱 鱼 护 鱼 的 。 至
今，浦源村村民仍旧敬鲤如神。在
村子周围饭店里，是绝对点不到鲤
鱼这道菜的。

最特别的，莫过于位于鲤鱼溪边
一对千年古杉树下的“鱼冢”。因为
村民对鲤鱼的感情很深，鲤鱼死了，
他们就把它埋在固定的地方，久而久
之，竟然形成了“鱼冢”，还撰写了“祭
文”。这也是村民世世代代守护鲤
鱼、守护祖先遗训的见证。

如今，鲤鱼溪风景区已经远近闻
名。据统计，仅 2017 年，浦源村就迎
来了超过 50 万人次游客。当地并未
因此迁走溪边的住家，还因势利导，
把古代的“人鱼同乐”景观保留下
来。800 多年来，浦源村的郑氏人家
就依着这悠悠 500 米清涧，牢记着祖
辈留下的训诫，传承着人人爱鱼、家
家护鱼的乡风民俗。

美美与共

踱步岸边，静听过路行人的欢声
笑语和溪中的淙淙流水，不禁感叹，
人与自然竟能如此和谐。

人鱼关系有如鱼水，人与人相处
同样充满和谐。在鲤鱼溪两侧，至今
仍保存着完好的土木结构古民居。
这里居住的村民，大多郑姓，基于同
一祖先衍派，各家各户在建房时往往
以邻为伴，火墙（防御火灾的土墙）相
共。而村里人之间的关系，也如这建

筑一般亲密无间。
鲤鱼溪两岸的过道，大多由颜色

质朴的杂石铺设，夹溪而建。细细看
来，不过两米来宽。如果人车共行，
往往是车让人，等行人过去后，车再
徐徐前行，从未见纠纷。

再走几步，村里几个活泼开朗的
小孩子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面对陌
生人，孩子们丝毫不显得怯场。这几
个当地的“红领巾”小导游，引领我们
来到村口附近的郑氏宗祠。这里也是
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姓氏宗祠之一。

祠堂的门面虽不阔气，但进了门
却是另一番景象。有道是“义孝名祠
金不换”，这里收藏的板漆楹联、匾额
等文物，让人仿佛穿越回过去。这里
有清代进士、兵部尚书示松书题的

“文魁”，明洪武十八年状元吴伯宗题
赠的“义门济美”，等等。

在宗祠里，我们邂逅了 80 岁老
人郑立义。老人虽然已经不能很清
楚地表达，但问及祖辈们留下的祖
训，他依然显得激动不已。老人说，
这么多年来，哪怕是在最难熬的饥荒
年代，子孙都不捕杀鲤鱼。族人对这
条“乡规民约”的遵守，也是他最自豪
的一件事情。

如今，郑立义所引以为豪的传
统，已经传到年轻一代。宗祠悬挂的
牌匾背后的忠孝故事，村里的小孩子
几乎人人都能言语几句。

在村头，郑孝照老人静静地坐在
家门口。见到来人搭讪，老人微笑着
让进屋去坐。老人家今年 67 岁，按
说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但他还
想找点事做，每隔一段时间，就进一
点中药材，不图挣钱，为的是方便村
民拿药。笔者要留老人家姓名，老人
洋洋洒洒在本子上写下“浦源村旧街
13 号郑孝照”字样。写完后，老人还
会心一笑，那意思仿佛说，看我这字
写得还不错吧！

在村里，小小的光饼也有来由，据
说这是戚继光将军为抗倭专门制作的
行军粮。人们为了纪念戚继光平倭的
业绩，便把这种烤饼称之为光饼。在

村口，老板郑顺发开了顺发光饼店，铺
子不大，生意却不错。谈起生意经，郑
顺发只有一条：“要卖就卖热乎的。要
是饼凉了，你要买，我还不卖呢！”

记住乡愁

时代变了，古老的村庄也融入了
新内涵。特色小镇、全域旅游……这
些新名词进入了浦源人乃至整个周宁
人的视野。绵延不断的鲤鱼溪，见证
了这里人们特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还
有祖辈流传下的手艺和文化。因鲤
鱼溪衍生出来的艺术品商店、鲤鱼溪
画院，也给村子里带来了新的元素。

2017年末，在外闯荡了数年的“90
后”小伙叶顺朝决定返乡创业，在鲤鱼
溪边开了一家艺术品商店。谈及原因，
小伙子说，走了这么一大圈，到头来还
是觉得回家最舒坦。学过雕刻技艺的
他，希望能够借着鲤鱼溪文化和自己的
手艺，开创一番新事业。

当地人都视鲤鱼为“神鱼”，但鲤
鱼溪里的鱼儿当然没有超乎自然界
的奇异力量。它们的灵性、人性的养
成，得益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
今，很多在外打工的浦源人并没有忘
记家乡，每年像祭祖日这样的大日
子，大家无论多忙，都一定要回来。

我试图探索，是什么原因让鲤鱼
溪文化保持长久不衰？在与村民的
交流中，我大概理解了，村民骨子里
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这一文化传承的原动力。找
得回文化，才能记得住乡愁。流传下
来的乡规民约，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沉淀得以焕发，使其与现代文明相
通相谐，为进一步推动农村精神文化
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丰富的文
化滋养和精神动力。这也是新时代
实现乡村振兴的根基。

现在，位于鲤鱼溪边的“人鱼文
化特色小镇”规划项目已经开工。鲤
鱼溪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迎来更
加美好的新生活。

☞ 村民骨子里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文化传承的原动力

☞ 流传数百年的乡规民约，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通相谐

□ 韩秉志

▶沿着青石

路溯溪而上，可

见成群鲤鱼你追

我赶。

韩秉志摄

◀鲤鱼溪呈 S 形穿

过浦源古村。

韩秉志摄

▼浦源村里随处可

见爱鲤护鲤的标语。

韩秉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