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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院票房数据平台灯塔专业版显
示，截至 8 月 16 日，《长安三万里》全国票
房达 17.33 亿元，打破过去三年动画片累
计票房纪录；《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达
21 亿元，打破过去三年动作片累计票房
纪录。两部影片凭借特有的文化底蕴，在
暑期档赛道中脱颖而出。通过影片内容
与主创团队的受访影像资料，不难发现，
两部影片中都有河东文化的身影。

《封 神 第 一 部 ：朝 歌 风
云》——永乐宫壁画

“可以请壁画讲解吗？”
“讲解还要等 20分钟。”
8 月 12 日，记者来到永乐宫，在与工

作人员交流中得知，暑期来永乐宫参观
的人数有所增加，讲解需求较平常也更
为旺盛。

“因为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来参观永乐宫的人多吗？”

“具体人数我们这边不是很清楚，毕
竟线上和线下都有售票。不过确实有多
位游客主动询问和电影相关的壁画内
容，并专门要求讲解员予以详细解说。”
工作人员一边出票，一边回答。

走过安检口，就算踏进永乐宫的大
门。在游览中，大多数游客都是直奔《朝
元图》而去。“我们来迟啦，在西侯度遗址
那边花了不少时间，赶在闭馆前才进到
永乐宫。”16 时 30 分，带着孩子匆匆赶来
的张青说，“肯定是要先去看《朝元图》
的。这不，孩子放暑假，我们从三门峡专
程过来，只给芮城安排了一天时间。这会
儿天色还好，壁画应该还能看得清楚。”

为看《朝元图》，必然要先观三清殿，
元代官式煌煌建筑，雄伟壮观，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朝元图》就在这飞檐翘
角、古朴厚重的大殿之中。

总面积约 430 平方米、平均高度约 4

米，总长约百米的壁画，上有约 300 尊神
仙，每个人物均无一处相同，融合了“曹
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唐、宋绘画遗风，还
有元代自身绘画特点，是中国绘画史上
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古代工笔画中集
大成者，享有“东方画廊”的美誉。流畅
的线条、丰富的色彩、翻飞的衣袂与祥
云，都展示出东方画廊的精美与绝妙。

《封神》中的许多人物造型，在这里也找
到了原型。

《封神》导演乌尔善在宣传特辑中这
样介绍：电影中的服装样式与配色，团队
协商后决定采用元明水陆画风格。为真
正还原出画中意境，电影主创团队奔赴
芮城县永乐宫，期冀能在这座艺术殿堂
里找到灵感。乌尔善在宣传片中说：“《封
神演义》里的人物形象、社会关系并不来
自真实的殷商，小说中人物的穿着反而
能在永乐宫壁画上找到呼应。”宣传片
中，《封神》主创团队站在壁画前，仰头细
细观摩其中人物气韵、服装纹饰。该片美
术指导、人物造型指导叶锦添也说：“有
仙气，也有写实，也有细节，也有美术经
典。”

“这个就是西伯侯的服装吧！”一名
戴着眼镜的中学生在和同学交谈，顺着
他们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身穿红
色服饰的壁画人物，“我看电影宣传物料
时有了解到，里面演员都推荐要来永乐
宫看看。”

电影中东西南北四大伯侯的冠冕确
在《朝元图》中可寻到原型。东伯侯姜桓

楚对应 133 号人物，西伯侯姬昌对应 247
号人物，南伯侯鄂崇禹对应 217 号人物，
北伯侯崇侯虎对应 252号人物。

“我是专门对着照片、图案挨个找电
影里对应的人物，开始看电影的时候哪
能想到和永乐宫有关。后面看到一些揭
秘的宣传片，才知道这样一部大制作的
电影中还有永乐宫的风韵，我们几个同
学就约好来永乐宫接受艺术熏陶。”赵同
学说。

在永乐宫壁画临摹室，还有这样一
群游客，通过手中的画笔来体味壁画的
精美。他们端坐在临摹室的壁画前，桌上
画本摊开，毛笔在纸上轻轻描画，时间流
逝的速度在这里好像也慢了许多。“我就
是在纸上拓着描，不算美术生的专业临
摹。”李女士说，照着拓也不容易，她花了
一下午时间才完成，“赶时间，后面就粗
糙了许多。”临摹室与永乐宫古建筑群一
墙之隔，游客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时间
安排体验课程，就算是零基础的绘画“小
白”，也可以参与最基础的勾线课程，勾
线完成后还可以自己调配颜料设色。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游玩项目。”
带着孩子来参观永乐宫的张女士说，“来
了这里才发现还可以自己上手临摹壁画，
孩子一看到就走不动，勾完线后就开始调
色，尽管成品和壁画不是完全一致，但孩
子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快乐、陶冶了情
操，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长安三万里》——诗中
长安，诗中河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琳琳今
年 7 岁，刚从《长安三万里》的观影厅走
出，她说影片结尾诗文像卷轴一样展开，
她最喜欢这句，“就好像看到了长安城被
巨大的月亮罩起来了。”琳琳母亲对记者
说：“对我来说，是听到河东两个字愣了
一下。”琳琳母亲念书时学习汉语言文
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和诗歌打交道，她
了解河东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
在这样一个意外的场合听到和自己家乡
有关的名词，难免一愣。

“有这样一部电影，在讲述盛唐气象
时，大大方方提到了我们河东文化，诗
歌，真的是有力量啊。”琳琳母亲说。

如果梦回盛唐，你会选择去哪里体
验大唐风华呢？

电影的开篇，用一只大鹏点题。影
片中的高适在边关沙场上，突然想起来
年少时和李白的相遇，从“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开始，一帧帧画面
将一句句诗文呈现出来，它们活跃在每
个人的文化记忆中，仿佛久违的老友，而
电影中“巧遇”的河东元素，又为运城观
众带来别样的温暖。

随着剧情推进，电影中的李白登上
黄鹤楼，吟诵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时，两位少年有了不一样的反应。“鹳
雀楼不是咱们运城这里的吗？”

在电影中，李白高呼“王之涣，真是
好诗！”影片吟诵出《登鹳雀楼》的前两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后两句，
则在李白踩上黄鹤楼栏杆时，通过镜头
语言得以展现。虽不闻“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其声，却见剧中人物身处黄鹤
楼最高层还不满足，要在巍巍高楼顶层

再踏上栏杆，站立于更高处远眺长江浩
渺的情景展示。

此处，是影片中不能让人忽视的河
东元素——鹳雀楼与王之涣。再往深处
探寻，是盛唐诗篇万千、名人辈出，河东
依旧在群星中发散着耀眼的光芒，以至
于一部讲盛唐讲诗文并艺术化处理将其
内核归结到长安的电影，依然离不开河
东的气韵。

现今的鹳雀楼是重修的建筑，历史
中的鹳雀楼已消逝于烽火狼烟中，正如
影片中要表现的黄鹤楼，开始如何如何
繁华繁盛，安史之乱后只剩残垣断壁。电
影中以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结束，又用
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延续。延续，就在诗
文里。正如留在诗中的黄鹤楼一样，鹳雀
楼也保存在了诗中，文化基因传承千年。
如今登上鹳雀楼，游人与王之涣看到的
场景必然大有不同，可长河落日、青山绵
绵，此情此景，谁又能忍住不去吟诵《登
鹳雀楼》呢？

写下千古名篇的王之涣，也是河东
人。有记载言其“本家晋阳，官徙绛郡”，
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原籍，祖上做官时
移居绛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绛县。除了
他，未在电影中出场却在历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初唐四杰王勃，也是河东人；还
有诗佛王维，他在运城长大；号称剑圣的
唐朝将军裴旻，祖籍在河东闻喜……

电影中，是如何让王维出场的呢？
是白衣飘飘的才子抚琴，俯瞰的镜

头、飘扬的花瓣让人物的“佛”性逐渐显
现。切到特写，像佛一样的大耳垂，带着
慈悲的双目，人物也就立起来了。影片中
这样介绍他，“河东王氏王维，字摩诘”。
玉真公主称呼他——摩诘居士。

“河东……”影院中陆续响起窸窸窣
窣的交谈。是啊，河东，刻在每一个运城
人骨子里的词，谁听到后会毫无触动呢？

裴旻在电影中只是惊鸿一瞥。可他
的出场却有无数铺垫——扬州城的繁
华，虚构人物裴十二的飒爽，片中人口中
的“大唐三绝”。历史上的“唐代三绝”是
唐文宗时期御封的，分别为“李白诗歌”

“裴旻剑舞”“张旭草书”。电影通过艺术
化处理，将“三绝”集中到扬州城裴将军
府中。这位裴将军，与闻喜裴氏有着颇为
直接的关系，是河东裴氏第 31 代孙。王
维曾以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赞道：“腰间
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

后来，时局逐渐动荡，在一个风雪交
加的夜晚，高适与李白再次相遇，这次的
地点，设在了蒲津驿站。“蒲津”，永济人
应该最熟，历史上的蒲州城和蒲津渡，都
在这里。当然，蒲州城在唐朝要繁华得
多，蒲津渡更是在入关中的要道上。电
影中刻画的蒲津驿倒是过于破败，但也
不 影 响 观 众 对 “ 蒲 津 ” 二 字 的 敏 感 。

“回家得查一下，这个蒲津驿站，到底
有没有，和蒲津渡有没有关系。”市民
李立清说。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
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
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
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
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
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
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
见河东。

跃动在暑期档电影中的河东元素跃动在暑期档电影中的河东元素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800 多年
前的古人，枕着瓷枕会不会不舒服？事实
上，古人信奉‘高枕无忧’，深信 9 厘米至
10 厘米是最合适的枕头高度，这样的枕
头还具有清凉消暑的功能……”在运城
博物馆报告厅内，来自我市的小学生王
灵茹声情并茂地为现场观众讲解出土自
河津窑的白釉褐彩诗文八角形瓷枕。

为了增强青少年的文物保护意识，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文物保护工作，8 月
15 日，经过“河东文物我来说”第三季网
络投票的角逐，“河东文物我来说”第三
季前 30 名青少年选手，走进博物馆讲述

自己眼中的河东文物，对河东文物的理
解，带领现场观众近距离感触河东文化
历史。

讲解主题围绕运城博物馆参展文
物、藏品或者运城古建、遗址中的任意
一 处 进 行 解 说 。 在 当 天 的 比 赛 现 场 ，

“泛舟禅师塔”等历史建筑、“傅说版筑”
等神话传说，许多耳熟能详的运城文博

热点频频出现，他们怀着对知识的纯粹
渴求，引经据典，在这个夏天书写属于自
己的文化记忆。他们运用生动形象的语
言，或寻找每件珍贵文物的历史渊源，
或阐述文物形制及功能，或打捞文物趣
闻轶事，使现场听众不仅听到运城辉煌
悠久的故事，还领略了运城历史文化的
魅力。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
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
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
向更多人传递运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
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
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红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 30 位选手之
后将参加 2023 年“博物馆奇遇记”暑
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
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地实地参
观 ， 了 解 华 夏 之 光 ， 将 循 着 先 贤 足
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
力量。

运博举办“河东文物我来说”讲解比赛

8 月 12 日晚，稷山县汾
河国家湿地公园，群众文化
乐万家活动惠民演出正在
进行中。

据了解，群众文化乐万
家活动开始至今，已连续演
出 20 余场，表演节目包括
戏曲、舞蹈、小品等，吸引了
广大戏迷爱好者参与。丰
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极大丰
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流淌在汾河
岸畔的文化夜曲

本报讯（记者 景 斌）8 月 11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对第三批
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进行公示，我
市 3个县（市、区）入列。

根据《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
于开展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有关工作
的通知》（晋文旅办发 〔2023〕 35
号） 要求，经自愿申报、市级文旅

局审核推荐，省文旅厅组织专家进
行资料评审、线上答辩、综合评
价，形成了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
名单。这些单位分别是：太原市迎
泽区、太原市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
范区、朔州市怀仁市、阳泉市郊
区、临汾市洪洞县、长治市黎城
县、运城市永济市、运城市新绛
县、运城市盐湖区。

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公示

我市3个县（市、区）入列

平素不喜好玩手机，
外面的事知道得就很少，
很迟。前两天，无意中听
说 远 居 太 原 的 老 报 人 党
渌、王震华已相继去世，
心头不由一震：这是真的
吗？经多方打探证实后，
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
难 以 入 眠 。 子 夜 已 过 ，
独 坐 灯 前 怔 怔 发 呆 ， 眼
前 尽 是 恩 师 往 日 的 音 容
笑貌……

党渌和王震华是引导
我步入新闻行业，且成为
我终生事业的启蒙者、培
养人，称其为恩师，并非礼
仪上的虚誉，而是我的切
身感受。他们对我真的有
再造之恩。

1975 年孟春，我有幸
进入运城报社，被分配到
政 治 组 ，组 长 就 是 党 渌 。
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且
业务精湛，事业心强，大家
都称他“老党”。

老 党 是 全 省 知 名 的
“老新闻”，最早在《山西青
年报》担任编辑组长、编委
及总编室主任，“文革”中
被下放到运城县北相镇南
任留大队插队落户。1971
年，《运城地区报》初创，他
即 参 与 了 报 纸 的 编 辑 工
作，历任编辑组长、副总编
辑、党组书记兼总编辑。

老党开创了运城报最
早的辉煌时期，期发行量
一度飙升至 14 万份，在全
省地市报中绝无仅有，遥遥领先。
在他的擘画、掌控下，运城报质量全
面提升，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报道层
出不穷。称他为运城报里程碑式的
领导，实至名归。

在我的心目中，老党不仅是位
光明磊落、心底无私，调度有方、指
挥得当的领导，更是率先垂范、手不
停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长者。
他曾带领我和盖素云、段晖，在垣曲
县栾家沟住了十多天，采写了数千
字的长篇通讯。这对当时只有四开
版面，仅出周二刊的运城报而言，绝
对算得上超大的体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老党带
我深入芮城县大禹渡引黄工程建设
工地，采访了上百个人物，写下了
7000 余字的工程建设报告《黄河奔
腾 急》。 标 题 开 始 定 为《黄 河 奔
腾》，他觉得意犹未尽，征求我的意
见。我随口说：“能不能在后边再加
个‘急’字，更有气势？”他竟像小孩
般连连拍手说：“加上这个字好，有
画龙点睛的味道。”面对他的称许，
我反倒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老 党 对 这 篇 通 讯 报 道 甚 为 满
意，后来出版他的《人物通讯报告选
集》，特意选定此为书名，并请李立
功同志亲笔题写。在文章的后面，
还加括号注明：“与赵战生、刘觉生
合写。”对此，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愧
不敢当。当时，我只是个尚未入门
的小青年，充其量只是跟随老党学
习采访的，称之“合作”，对我而言，
真是莫大的抬高与奖赏。

1979 年 秋 ，省 上 突 然 下 发 文
件，通知各地区报一律停刊。作为
当时的运城报副总编辑，老党扼腕
叹息不已。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新闻
工作经验，感觉这绝不会是长久之
策，地区级党报肯定还会复刊的。
为了不使编采骨干四散流失，他再
三告诫大家，最好不要脱离宣传系
统，以便以后调动方便。

我当时尚未转正，是特批的“补
贴制”干部。老党本想把我留在运
城的一家企业搞宣传，后因家庭困
难等原因，我还是回到了芮城。

仅仅几个月后，在地委领导的
大 力 支 持 和 老 党 的 奔 走 努 力 下 ，

《运城地区报》 复刊了。为了把我
调回报社，老党专门到芮城亲自协
调，真的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
每每念及于此，我都难以言表，感
恩不尽。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文艺团
体及电影明星，纷纷奔赴各地演出，
促进了各地文化繁荣。但有少数团
队和明星个人，心中没有观众，眼里
只有金钱，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风。

为了严肃演出纪律，相关部
门明文规定，严禁演员“走
穴”敛财。

那时，有家高级别的文
艺团队来运城演出，有电影
明 星 混 搭“ 走 穴 ”的 情 况 。
由于演出质量不高，票价又
贵，观众意见纷纷，很不满
意。当时，我作为运城报文
化部的记者，报道了此事，
不 料 却 引 起 了 轩 然 大 波 。
作为报社总编辑，老党自然
压力山大。

我怕老党作难，便对他
说：“要不，你就处分我吧。”
他反而安慰我说：“处分个
啥，你又没错。解铃还须系
铃 人 ，你 还 是 再 去 采 访 一
下，把这事说清楚了，自然
会烟消雾散的。”就这样，我
又 到 地 区 宾 馆 对 当 事 人 进
行 了 采 访 ，作 了 进 一 步 沟
通，消除其疑虑，危机顺利
得以化解。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老党顶
住压力给“扛着”，事情的结
果就很难预料，说不定自己
的新闻生涯，便会因此而终
结。

未到报社前，我虽然也
写 过 不 少 文 字 ，诸 如 散 文、
小 说 、诗 歌 之 类 的 习 作 ，但
与 新 闻 稿 件 均 不 沾 边 。 对
新 闻 知 识 的 了 解 ，几 乎 是

“ 一 穷 二 白 ”。 直 到 进 入 报
社 后 ，才 分 清 了 什 么 是 消
息 、什 么 是 通 讯 ，并 开 始 学

习写作新闻评论。
继老党之后，政治组的组长是

王震华。是他像老师、兄长一样，手
把手教会了我组版、画版。那时，一
切都很原始，所有编辑程序，都要靠
手工操作，除了修改稿件，画版是当
编辑的必修课目。那时报纸印刷还
是“铅与火”的时代，工人用铅条加
铅字排版，编辑画版不精确，就会给
排版工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老王是编辑部出了名的“老黄
牛”。他不仅才华横溢，佳作频出，
更是宅心仁厚、不求名利的谦谦君
子。他为文严谨，出手快捷，而且画
版十分精准。有排版工人感慨地
说：“如果所有编辑都能像老王一样
认真，我们就不用加班加点赶时间
了。”

那年，老王奉命带我和高彩青，
在绛县一个村庄住了十多天，白天
深入农户、田间地头采访，夜晚坐在
灯下归拢素材，梳理思路。有好几
个晚上，我一觉醒来看表，都凌晨时
分了，只见老王还抽着烟在写稿，烟
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见他实在太辛苦，便开玩笑
说：“又没阎王爷催命，你急什么？
要不，咱就再住两天。”他正色道：

“咱当记者的就这个命。新闻要和
时间赛跑，别人不催自己急啊！”从
此，我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当天应该
完成的稿件，绝不拖延到第二天。

老王于我亦师亦友，总像兄长
一样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那时，
我的工资每月只有 35 元，妻子和三
个女儿都在芮城老家，一个劳动日
只值两毛多，一年到头，总欠生产队
的口粮钱。为了节省路费，节假日
我都很少回家。每逢这时，老王总
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时间长了，
我不好意思再蹭吃蹭喝，便找借口
推托不去，谁知他又让儿子把烙饼、
包子等，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她
把家里瓶瓶罐罐装的绿豆、芝麻、红
薯粉面都倒出来，让我带给老王，也
算是一点小小的回报。其实在我心
里，老王对我深厚的师友情谊，是无
法用物质交换或弥补。

大约是在 1983 年，老王跟随老
党去太原创办《山西工人报》。相距
远了，见面少了，但我对两位恩师始
终念念不忘。无论是我去太原，还
是听说他们来到运城，我都会专意
拜访，倾诉心声。

让我深为内疚的是，两位恩师
遽然远去，我竟丝毫不得音讯，未能
亲至灵前吊唁送别。且将这篇挂一
漏万的回忆，虔诚奉与两位恩师的
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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