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爱你！ 韩延导演
空巢老人常为戒和拾废品的孤寡老太李慧如不打

不相识，渐生情愫；年迈的谢定山、赵欢欣夫妻靠收废
品为生，妻子赵欢欣一直受疾病困扰……哪怕不再有
明天，也要对彼此说出那句“我爱你！”

新影视新影视

领略书法之美
◎展颜

李闰珉
◎喜乐

照亮他人的一道光
◎朗秋

微雨燕双飞 王威导演
荆国安平初年，少年皇帝即位，明德侯钟毓麒为达

专权目的，与宰相吴朗挑拨各州刺史作乱，使得战事纷
涌，民不聊生。国都京州城内，六品官员白文泰的侄女
茉喜与掌上明珠凤瑶，意外被卷进了是非中央。

别叫我“赌神” 潘耀明导演
吊儿郎当的吹牛辉答应暂时照顾昔日恋人李夕的

儿子，代价是10万元。后来发现是他的亲生儿子患有
自闭症。当父子感情递增之际，迎来了李病逝的消息。
辉决定扛起做父亲的责任带着儿子奔向人生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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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这个音乐人的时候
并没有对他本人有太多了解，只
是用了他大量的钢琴曲作讲解词
的背景音乐。原本寡淡的数字和
平稳的叙述，在这样的旋律里增
添了很多人情味，仿佛那些干巴
的景点都成了婉转的故事。

听过一两首再看李闰珉的
名字大概就能猜出他是韩国人，
虽然曲风也有西洋风味，但韩曲
特有的个别升降调能让人一下
就分辨出来。后来才知道他虽
是韩国人，却在英国长大，在英
国国王学院主修作曲。经常在
难以入眠的夜晚打开他的音乐
专辑，一首一首听下去。他的音
乐让人特别有沉浸感，既有东方
的内敛抒情又有西方的高贵细
致，既古典又善感，既忧伤又优
美，假如交响曲的激昂是用来鼓
舞人心的，那么李闰珉的钢琴曲
就是温柔的开导和耐心的陪
伴。你甚至能从不拘小节的表

达中找到与当下生活相契合的心境，
这可能就是同频共振吧。

跟好朋友聊天，投入到忘记吃
饭。人跟人的交流如同照镜，看到自
己的渺小和狭隘的同时，会增加一种
前行的动力。就像一首陪伴的音乐，
不会喧宾夺主，有的只是反思和鼓
励。于是，这么多年我在很多个想独
处的时刻会选择音乐，这是比文字和
影像更加丰富和自由的载体，源源不
断地输出能量的种子，在心灵的土壤
里生根发芽。

都说人生而孤独，之所以不断地
追求，是在获取这个世界认可的同
时，得到温暖和爱。

李闰珉的音乐最适合心灵与这
个世界的互动，在一种特别安宁的情
绪下去体验和分析。看过他的音乐
配用的韩剧，那些生活里的日常，夜
空的半个月亮，男女主人公的举杯小
酌，深情的眼眸，晚归时窗户缝里透
出的光，深秋时披上的厚毛衣，都在
这样的音乐里显现出无限的温柔。

前不久看过彭冠英出演的一部
谍战剧，不过几集就被劝退，所以起
初对他主演的医疗题材剧《白色城
堡》没太大兴趣。朋友推荐后发现
的确可看。

该剧根据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王成钢的同名小说改编，讲
述医学博士王扬鸣入职安康医院急
诊科，并与师父路清奇、医生祖闻
达，以及同时入职的刘非组成了“急
诊四杰”，性格迥异的四人在一次次
急诊救治过程中，经历人生、理想和
生命的相互碰撞与思考，始终乐观
对待，坚守医者初心的故事。

彭冠英饰演王扬鸣，这个来自
内蒙古的“傻大个”，没背景、没户
口，满怀一腔济世救人的热忱，却发
现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条鸿沟，
他在慢慢消化这巨大落差的同时，
更发现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远远不够
应对急诊科的各种突发状况，需要
恶补临床操作专业技能，还得学会
与同事配合。面对无法救治的患
者，他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但他不放弃从医的初心，不管遇见
什么困难，始终不被杂念束缚手脚，
他只单纯想着一件事——“医生不
就是救人的吗”。他在技术努力精
进的同时，还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影
响了身边的人，活成了照亮他人前
行之路的一道光，让在理想与现实
间挣扎、纠结的他们也能在关键时
刻作出正确选择。

帮助师父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王
扬鸣被主任硬性安排给人称路易的路
清奇医生做徒弟，路易本科学历、能力
强，外表毒舌却内心火热、幽默豁达。
虽然经常拿徒弟开涮，却总是在王扬
鸣“闯祸”后挺身扛雷。刚去了工作轻
松薪资高的私立医院，王扬鸣再次“闯
祸”，主任说除非他回归才能留住“有
趣的”王扬鸣，没有太多犹豫，路易吃
了回头草。工作多年棱角已被磨平的
路易，表面上是为徒弟回到安康医院，
实际上是他从王扬鸣身上看到了年轻
的自己，找回了不顾一切救人的医者
仁心，明确了自身价值所在。

帮助刘非走出阴影。硕士毕业的
刘非，父亲是教授，母亲经商，家境优
渥，从小被父母安排一切，也度过了孤
单无助的童年，性格比较孤僻，与父母
关系冷漠。和王扬鸣成为同事，被他
的纯净感染，内心逐渐变得火热，性格
也慢慢开朗起来。

帮助教授挑战不可能。王扬鸣为
了挽救一个外卖小哥的生命去找刘教
授求助，独自在会场外等候六七个小
时，这种对患者生命负责的态度打动
了教授，在搭档缺席的情况下，另想办
法，完成了一台不可能完成的手术，拯
救了一个生命。

不可否认，剧中有一些理想化的
桥段和主角光环，但在生死关头，我们
都希望能遇见这样的医生吧。在几条
感情线全面铺开之前，该剧算是一部
不错的职场剧。

近几年，央视着力打造文化类
节目，《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中
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都取得了
不错的市场口碑。

今年六月初，央视与中国书法
家协会联合推出了一档新的大型文
化类节目——《中国书法大会》，这
对喜欢看文化节目且目前正在学习
书法的我，无疑具有双重吸引力。

古往今来，一代代书法家用笔
墨记录时代，留下很多震撼人心的
经典之作。《中国书法大会》通过“经
典赏读+嘉宾点评+书法爱好者互
动答题”的方式，来解读一件件蕴含
中华气韵的书法作品，让我从中学
到了不少书法知识。

在开篇第一集里，首先提到了
《泰山刻石》。这部作品大多数观
众都没听说过，包括我。为何将
《泰山刻石》作为第一篇作品来赏
读呢？这是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
之后，因觉之前各国拥有各自的文
字，贸易沟通都不方便，于是统一
了文字。《泰山刻石》既是秦始皇东
巡、泰山封禅的见证，也意味着国
家版图和文化的统一，为汉字成为
中华文明的维系纽带扣上了关键
一环。

三位点评嘉宾，邱振中、叶培
贵两位教授属于书界大咖，他们
擅长对书法技巧的解读。另一位
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蒙曼教
授，作为一名学者，蒙曼着重从大
文化语境出发展开文化式的点

评，有深度、有内涵，帮助观众了解
到作品背后的故事，以至于我感到
像是在大学校园听文学教授讲课一
样过瘾，收获满满。

互动答题的参与者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书法爱好者。这个环节的好玩之
处，在于收看节目的观众也可以参与
其中。每一道题目出来后，我就自己
在心里做题目，然后和正确答案对一
下，挺有意思。此外，互动答题环节还
有现场采访，以及现场书写，用临写或
创作的方式来致敬经典，展示出书法
爱好者的个人风采。

节目还为观众呈现了一些名作的
手稿，比如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多幅
毛主席的手迹《沁园春·雪》，让观众大
饱眼福。

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对一
些基本的碑帖比如《曹全碑》《兰亭序》
《九成宫醴泉铭》虽有初步的了解，但
不够深入。收看了这档节目后，我对
碑帖有了全新的认识。书法不仅仅是
临摹，还要多读帖，多理解碑帖的内
容，这样才有助于书法技能的进步。
比如《兰亭序》里，仅一个“之”字就有
20余种写法，要把这20多种写法都掌
握得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从节目
里，我还知道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作
品，唐怀素草书代表作《自叙帖》，以及
经过考古发掘的汉代古文献《居延汉
简》等等。

书法，是值得为之沉醉的。书法
之美，不仅体现出中国文字之美，还蕴
含着中华美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