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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几个十年可后悔，又有几个十

年可挥霍呢？我们不知前路如何，不懂征

途多艰，只知一往无前而又忙忙碌碌地奔

波。“少年壮志不言愁，暮年雄心在伏枥”

———《三大队》正是向我们讲述一位警察

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数个十年投身于缉

凶的工作之中。我想：他的少年壮志，他的

暮年雄心，他身后那千千万万人民警察的

不失本心，或许也是我们一辈子都在追寻

的东西吧！

程兵，三大队队长，他为花季少女惨

遭摧残而心生悲痛，为师傅离世而愤怒，

虽罪犯早逃之夭夭，但他仍不愿放弃，千

里缉凶。虽已至壮年，他却活成一副有血

有肉的少年样。但也因他少年般的冲动，

入狱六年，出来时早已物是人非。妻女的

疏远，同事的落魄，身份的天差地别。他不

再是六年前功绩赫赫的三大队队长，他的

三大队散了，他的家庭散了，只因“9·21”

大案。看着那与他形同陌路的妻女，看着

受他牵连的同事，出狱后的程兵也曾想过

放弃追寻“9·21”案的真凶。但当他面对拿

着一袋茶叶蛋谢恩的受害人家属时；当他

面对着一位失去女儿，坚持每年询问凶手

抓到没的迟暮老人时；当他面对着师傅的

墓碑时；当他面对着自我内心一次次自问

时！他放不下———他放不下受害者家属那

双沧桑夹杂着期冀的眼睛，放不下师傅对

他的谆谆教诲，放不下他内心对正义的追

求！程兵如此，三大队的每一人都是如此。

少年本心永远活在程兵的内心，也活在三

大队每一个人心中，程兵带着一群“少年”

开启了中年寻凶之旅。

湖南、四川、东北、广东、云南、广西、

贵州———三大队辗转七个省，跨越数千

里。为了获取线索，他们脱去警服，干着最

基层的工作：网管、保安、出租车司机、维

修师傅、烧烤摊师傅。但征途难免有挫折，

凶手的踪迹触不可及，努力付之东流。家

庭、爱情、疾病等等需要面对的命题此时

像枷锁一样勒紧三大队每一个人的喉咙。

或许人生注定要让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被

迫做出选择，是放下，还是继续？一起追凶

的同事一个接着一个地退出了，去拥抱新

的生活。只剩程兵孤身一人。每一个人都

在告诉他放弃过去，要向前看。程兵已至

暮年，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他没有了年

轻时候的敏捷思维，早已白发斑斑，伤痕

累累。身边人的岁月静好对他来说遥不可

及。当我看到他写下“我追不动了”的短信

却不知发给谁时，我知道：他心中仍有执

念！他的雄心不应该止步于此！他的理想

不应该支离破碎！暮年雄心仍不减，兜兜转

转12年，他最终抓到了真凶王二勇，抓住了

心中的理想，放下了心中的执念。程兵看到

了师傅，看到了三大队的成员正缓缓向他

走来，他的耳边回荡着“少年壮志不言愁，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人生在世，几度春秋，我们有多少个十

年。我们大多数人害怕时光的流逝，害怕现

实的重锤，害怕人生的碌碌无为，坦然选择

放弃遥不可及的理想，与过去和解。“放下”

成为了时代的主流。但这真的是我们想要

的吗，我们的少年样去哪了？时代需要的是

朝气蓬勃、勇于奋进的我们，而不是被生活

所击垮、畏畏缩缩的我们。程兵的“我执”，

程兵的朝气，程兵的理想主义，为了求索，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是我们多少人

渴望的，是我们多少人想成为的啊！我们不

仅要注重现实，也需要理想信念以支撑着

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

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

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这是余光中先生给那些心怀壮志的理想少

年们的祝福，也是我们献给自己的赞歌。人

间岁月，需听见我们的诵章！

渊金融学院23级金融学 陈永康冤

少年壮志不言愁
要要要观电影叶三大队曳有感

《年会不能停》这一影片讲述了钳工

胡建林在众合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

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

理马杰为保饭碗被迫为其四处周旋隐瞒。

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变“金领”，

钳工出身的胡建林因与大厂环境格格不

入而笑料百出，同时，他一路绿灯的升职

加薪之路也揭露了职场的众生相。

作为一名积极求职的大四学子，在影

片上映之初，我就迫不及待地买了票。影

片的开头是一位苦心钻营的工人庄正直，

为了进入总部不惜花掉30万贿赂总裁，但

管理层互相推诿，把夜总会当成办公室的

作风却阴差阳错地导致“错调”，加之中间

人“被冻晕在猪肉上，变成了植物人”这一

荒诞的事件助推，使得“错调”板上钉钉。

此时错调的主角胡建林还一心以为是自

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负责的工作态度被

总部看中，才得以升迁。进入总部后，胡建

林没有专业能力，也听不懂职场术语，什

么对齐颗粒度、优化人员等他一概不知，

裁员之际“空降”了一个员工，总部大楼内

议论纷纷，都猜测他是董事长的儿子。而

此时顶着压力为胡建林和不靠谱的领导

隐瞒错调事件的人事专员马杰，终于扛不

住了，于是申请了一个外包人员“潘妮”。

潘妮能力出众但不善言辞，在总部干了两

年外包，都无法转正。观影至此，爆笑之

余，却有些许心酸，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实现升职加薪，而有些人费尽心思到

头来确是一场空，职场的代名词好像总是

加班和潜规则。国家就业人数飙升的背景

下，打工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

群体，面对职场中的种种不公，他们又该

何去何从呢？

有一边叫苦连天一边对领导点头哈腰

的马杰，有无意靠着他人关系“平步青云”

但能力匮乏的胡建林，还有凡事求个对错

不惜得罪领导的潘妮，有苦心钻营、互相推

诿的上级领导，有捕风捉影、随意攀附的普

通人，更有怀揣梦想、一腔赤诚的我们。

“从梦想到现实，一场荒诞的职场童

话”。影片的高潮，胡建林终于发现了错调

的真相，面对自己往日踢皮球式做派捅下的

娄子，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弥补。带着从前在

工厂的徒弟们一起寻找被掉包的螺丝钉，揪

出了幕后贪墨使坏的庄正直和徐总等人，并

无意发现了裁员其实是集团高层结党营私，

发展自身势力的手段。他们需要一个发声的

机会，需要联合底层打工人们，一起说出心

声，对“职场黑恶势力”予以回击。

于是压抑了许久的马杰、本就大胆叛

逆的潘妮，以及无数个曾在职场中遭遇过

不公待遇的打工人们，联合起来了。“你是

不是就像我一样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

的枷锁”、“啥叫颗粒度啊，整得我挺恍惚，

但是没关系，只要站对队伍、拍拍马屁就能

保住前途”……在马杰和潘妮的帮助下，胡

建林将徐总等人贪墨公款、拉帮结派的证

据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年会舞台上，加上

声情并茂的rap演绎，引起了现场打工人们

的强烈共鸣。一时间，网络舆情被推向新的

高峰，打工人们终于硬气了一回！

影片的结尾，胡建林回到工厂，做回了

资深钳工；潘妮拒绝了梦寐以求的转正机

会，选择了自己的歌手梦；而马杰终于摆脱

了无能的领导，实现了升职……坏人得到

应有的惩罚，好人也获得了善报。但是当片

尾曲响起，影院四周的灯亮起来的那一刻，

我止不住地思考：即将步入社会的我们，是

否也能够永葆赤忱？2024对于我们这一届

大四学子来说，是分割线。我们飞速成长，

将自己打扮成大人模样，快速融入社会，我

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或许很多年后，我

们都会忘记自己最初的模样。

站在这一特殊节点，谨祝，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渊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冤

归来仍是少年
要要要观电影叶年会不能停曳有感

伴随着电影开头悠扬的钢琴声，一幅

温馨的画面出现在荧屏上———蓝天之下，

碧草之上，一位身着深棕色连衣裙的女孩

在小山坡之上蹦蹦跳跳，她面对远处连绵

的山脉，遥望着自由翱翔的雄鹰，张开双

手，学着雄鹰翱翔的样子，深深呼吸那夹

杂着蒲公英芬芳的新鲜空气，陶醉其中，

感受大自然给予她的一切美好。影片《海

蒂与爷爷》以一位孩童的视角，电影开头

便展现了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也引出

了电影的小主人公———海蒂。

海蒂从小失去双亲，她的姨妈将她送

到阿尔卑斯山上的爷爷家居住。常年独居

住在山上的爷爷性格孤僻，是村民口中的

“怪人”。最开始，爷孙俩的相处并不融洽，

爷爷并不希望海蒂闯进他的生活之中，只

想快点把海蒂送走。然而，在随后几天的

相处之下，海蒂成功赢得了爷爷的接纳，

海蒂到底是用什么融化了爷爷冰封已久

的内心世界呢？

我想：是海蒂身上那份最纯朴的童真

与善良渐渐温暖了爷爷———懂事的海蒂

看到爷爷那昏暗的小木屋中只有一张床

可供休憩时，她没有过多的奢求，而是满

心欢喜地扑进楼上的干草堆，以此作为她

的一方小小的天地；每天早上醒来时，海

蒂会热情地与爷爷打招呼；当她听说了与

爷爷相关的负面谣言后，海蒂并没有轻信

谣言，而是选择相信爷爷，给爷爷一个暖

暖的拥抱并用稚嫩的声音与爷爷道晚安。

爷爷虽不善言辞，但他会提醒贪玩的海蒂

记得喝羊奶，会默默地将奶酪与火腿放进

海蒂的背包里，会亲手为海蒂制作木雕

鹰，也会带她坐雪橇穿梭整个阿尔卑斯雪

山……渐渐地，一颗名为“爱”的种子在爷

爷与海蒂之间慢慢发芽。海蒂天真活泼、

热情开朗，犹如一束光照进爷爷的心房，

而爷爷的小木屋也让漂泊无依的海蒂有

了一种家的归属感。“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陪伴并不是逢场作戏，它是在生活琐

碎间散落的一地星光，可以温暖生命的所

有岁月，海蒂与爷爷在相互陪伴的过程中

共同浇灌着那颗名为“爱”的种子。

然而，戴特姨妈的再次出现打破了海

蒂安稳的生活。她为了谋取利益，私自将

海蒂从爷爷的身边带走，卖到住在法兰克

福的一户富人家里，给因病失去行走能力

的千金小姐克拉拉当玩伴。年老的爷爷最

后还是没能追上坐着马车离去的海蒂，只

能无助地站在村门口遥望着远方。而来到

豪宅中的海蒂，用她的那份善良治愈了抑

郁成疾的克拉拉，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

的朋友。但海蒂对爷爷的思念让她患上了

梦游症。所幸，克拉拉的父亲与奶奶十分

善良，并没有在克拉拉的反对声中妥协，

坚持将海蒂送回家。回到山里的海蒂又做

回了那只自由自在的小精灵———她赤脚奔

跑在山野之中，尽情地释放着天性。对于海

蒂而言，比起城市的车水马龙，她更渴望在

阿尔卑斯山上与伙伴一起躺在柔软的草地

上看云卷云舒、在银光闪闪的湖边嬉戏、在

小地洞旁逗土拨鼠……

阿尔卑斯山犹如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承载着海蒂的爱与自由，而海蒂就像跌落

凡间的小天使，无论走到哪里，总是用内心

的温柔与善良感染着身边的人。“当人心冰

冻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就是融化它的太

阳。”———这是我看完《海蒂与爷爷》这部影

片后最深的感悟。作为豆瓣评分高达9.3分

的优质电影，它不是以剧情取胜，而是以温

情动人。

影片中每一帧画面都是那样治愈人

心，不知不觉中，我内心的浮躁也被渐渐抚

平———生活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我们

似乎总是为了所谓的前程奔波着、焦虑着，

而逐渐忘记了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

物值得我们驻足欣赏。有时间就让自己慢

下来吧！去看看古朴村落的袅袅炊烟，人来

人往的市井长巷，体验来自平凡生活的人

间烟火气。

愿你始终温暖且坚定，不舍爱与自由。

愿你历尽千帆，世界的一切美好仍与

你环环相扣。

渊海峡财经学院22级财务管理班 黄玮佳冤

爱与自由
要要要观电影叶海蒂与爷爷曳有感

往年大年初一会有不少优秀的电影上

映，诸如《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唐人

街探案3》，至今仍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今年上映的《第二十条》也不例外。

初闻其名，我不由得心生疑问，为什么要起

名为《第二十条》？

原来，它取自我国刑法中和正当防卫

有关的第二十条规定。电影《第二十条》主

要围绕三件以“正当防卫”为议题的案件展

开，而这三起案件恰好都与检察官韩明息

息相关。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叙述，一改之

前大众对法律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从工作

和生活两方面展现出一个鲜活的检察官形

象，是几年难遇的普法佳作。

张贵生，一位中年的公交车司机，彼时

他在公交车上制止一位男性的性骚扰行

为，却在判决中落下“故意伤害罪”的结果。

数年来，他拖着这一块沉重的“礁石”多次

上访，面黄肌瘦的张贵生无论是面庞还是

内心都早已布满了岁月的风霜。检察官韩

明向张贵生逐帧解析案发时的监控视频，

解释正当防卫是如何一步步上升为白纸黑

字上冰冷的“故意伤害罪”。女儿夜以继日

写下的一份份上访书、声声为自己辩白的

话语、检察官的劝阻与不解……张贵生所

背负的一切都从未击垮他的身躯，如果不

是那场意外的发生，我想，他会为追寻正义

最后一次燃烧平凡的生命。只可惜时运不

齐，命运多舛，在荧幕前如此近的距离下，

亲眼目睹了张贵生车祸发生的那一刹那，

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那一刻，一条坚韧的

生命消失了，连带着他心中的正义、家人的

期望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仅如此，韩明的内心也随着猛烈的

碰撞一起发生了动摇，同样撼动他墨守成

规的想法的，还有儿子韩雨辰制止校园霸

凌案。韩雨辰意外撞见张主任儿子张科霸

凌其他同学，为制止暴力行为，韩雨辰与张

科扭打并致其鼻梁骨骨折。起初，韩明抱着

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韩雨辰向张科道

歉———我开始思忖一个问题：正义，原来是

需要付出代价的吗？倘若见义勇为需要门

槛，日后还会有人勇敢站出来守护社会的

正义吗？当我以为韩明将继续秉持着“按规

矩办事”的理念时，韩雨辰遭到了张科的报

复，伤痕累累。这一次，面对张主任无所作

为的态度，韩明毅然做下决定———他们拒

绝道歉。

观影途中，我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

日记》中提到的：“从来如此，便对吗？”之

前正当防卫的案件被判为故意伤害，那么

现在这一桩新案展露在眼前，便要继续模

式化地将他们归为一类吗？如此轻浮地对

待他人的人生，绝非法律存在的意义。这

也恰恰昭示了韩明在影片最后的发言中

显露出的真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王永强一家因高利贷长期遭受刘文经的

威胁压迫———殴打他、栓狗链、侵犯他的

妻子郝秀萍……在忍无可忍之下，他在刘

文经返回取刀的途中连捅26刀致其身亡。

长期的不法侵害迫使一个普通的百姓、一

个丈夫、一个父亲作出这样的反抗，该如

何墨守成规地处理？该如何息事宁人？该

如何再冷漠地将“故意伤害罪”写进一个

平凡人的生命？办案时保持冷静、客观是

必然的，但我想，这并不是模糊“情理”的

原因。韩明的发言既强调了法理，亦然没

有忽视情理，这正是一个法律工作者需要

明白的，也是如今强调法治的中国社会所

需要的。

“法律的权威，难道不是来自老百姓最

朴素的情感期待吗？”韩明的一句铿锵有力

的回答，令在电影院中的我潸然泪下，更令

现在在书案前提笔的我仍然记忆犹新。第

二十条，从今往后将不再沉睡，而属于每一

个人的正义，不会再姗姗来迟。

渊公共事务学院23级行政管理1班
黄欣瑶冤

沉睡的法条
要要要观电影叶第二十条曳有感

“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

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是贾樟

柯导演在北大首映时说的话。就如这句话

的出发点一般，《三峡好人》是一部看起来

平淡真实、记录底层人民生活样貌、没有太

多表演痕迹的作品，启用大量素人演员，偏

纪实风格，从细微处着手，描写平凡，晕染

压抑，让作为观众的我隔着这么多年，都能

够对当年时代变迁之下的人们了解一二。

电影运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有着

特别清晰的两条线，分别是韩三明和沈红

两个山西人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奉节寻亲，

一个找妻子，一个找丈夫。虽是素不相识的

两个人，但选择走过的路，想要找到的人，

让他们各自的故事巧合得有种互相映衬的

奇妙感。

影片是从韩三明到奉节开始讲起的，

看似普通的故事，但在寻找的期间，发现妻

子留下的地址已经因三峡工程被淹没在江

底、谈及农村黑心买卖的事情、了解到妻女

如今的一些似乎过得并不好的模糊信息

……叙事口吻依旧平淡，但时不时掀起一

角的故事背景总是让人看到一些坎坷，感

到一些无奈。还提到了他在与老婆分别之

后已有16年之久，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才

来找，他只是不语。16年，突然奔走远方去

寻找一个阔别多年的人，像是心里一直有

一个很小的执着，不知道哪天就成为了脑

子里突然想出的目标，然后就这样去做了，

做到，也就算了却一桩心事。

看起来已经无疑是纪实风格的影片又

突然穿插进超现实镜头，如出现的第一个

镜头———天空出现一个UFO缓缓从韩三明

的背景飞到了沈红头顶的天空，实现了转

场———看起来很不讲道理的镜头，片中人

物看见飞碟却也波澜不惊，大概是生活里

已经经历了更多不讲道理的事，看一眼，没

什么后果，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进度条推进到沈红的故事线上，沈红

的老公已有两年不曾回家，她来到奉节之

后，发现丈夫在此疑似出轨，她辛苦跋涉千

里的找寻，在跟她丈夫在江边最后一舞提

出离婚后落下帷幕。看起来是很轻飘飘的

收场，但她总算为自己找寻到了一个答案，

放下这一桩心事，便能收拢思绪另寻今后

的路与目标。

烟酒茶糖这四个章节，分别作为工作

之余的消遣、送人的礼物、寻人心灰之际的

线索、小马哥死前的美好愿望，是本片的另

一线索。全片不时出现的坍塌与拆迁的场

景里，镜头远远地投射过去，总让人觉得看

起来小小的人在大大的废墟里谋求出路。

重庆方言里就把“找工作”叫做“找活路”。

挣钱就是挣命，在这个时代里，或许并不夸

张。

找活路，找妻子，找丈夫，时代往前走，

升起一些光亮让路越来越清晰，但已经走

过的路不一定把每个人都带到了想要继续

走下去的那个路口前，大家都在找，找，找。

也许能找到一个结果，也许能找到一个转

折，也许能印证一个猜测。

影片的最后是另一个超现实的镜头：

一个人在两栋楼之间走钢丝，像极了这部

影片里的许多人，也像极了带着工友们去

山西煤矿挣钱的韩三明———提心吊胆地

走，必须得走，走稳了，就过得去。

影片里有许多的长镜头，在镜头的变

换里，时代的变迁一一展现，观众也就在平

淡而精妙的叙事氛围里代入到了那个年代

中。有三峡工程的宏伟壮阔，但同样有相比

之下渺小如尘埃的个人命运，有人的故乡

被淹没在江底，有人在苦苦挣需要的那一

笔钱，有人转身走向新的生活，生活总还有

一些选择权交给人们自己。时代的洪流滚

滚向前，也许有些阶段的路叫人充满迷茫，

但人们总能平静坦然地走下去，找一条出

路，边走边找，边找边走。

(工程学院21级工程造价1班 何为)

平民的追寻
要要要观电影叶三峡好人曳有感

1984年7月29日，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

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男子自选手枪慢

射比赛中以领先瑞典选手1环的成绩，为中

国打下第一枚金牌。这一枚奥运金牌意义

非凡，这不仅是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更

是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

国在奥运金牌史上零的突破。许海峰用他

不懈的努力，及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创造了

中国奥运史上的里程碑。电影《许海峰的

枪》所讲的正是许海峰从下乡知青成长为

奥运冠军的励志故事。

电影开头便出现了许海峰自制靶纸及

铝弹的画面，待准备完成后，他带上自制靶

子、枪和子弹来到湖边练习射击。随着子弹

出膛，时间回溯到了1979年，此时的许海峰

还是安徽省和县的下乡知青，他带着一支

刻有“许”字的气枪参加了安徽省第四届运

动会10米气步枪比赛。在这次比赛中，许海

峰破省记录赢得了气步枪组冠军。海峰坚

信，只要他拿下这次比赛的冠军，就能加入

省队，成为射击运动员。但事与愿违，省队

只收60年后出生的运动员，而海峰57年出

生，受年龄限制，无法加入省队。吴教练告

诉他：“改练手枪吧，手枪没有年龄限制。”

这对许海峰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现

如今知青点仅剩3人，海峰回到住所即被

同伴告知：其中一名知青考上了同济大

学，另一名则打算参军，明天一早就离开。

海峰的内心悲喜交集，自己因年龄限制而

被梦想拒之门外的痛苦，与对同伴拥有美

好未来的欣喜杂糅在一起。夜晚风起，宿

舍里那昏暗的灯泡摇晃着，扰人心弦。许

海峰盯着那枚灯泡，下一秒就举起枪打碎

了这盏灯，仿佛也击碎了心里的那盏灯。

陷入绝望的许海峰独自一人来到桥边，将

那陪伴他许久的气枪抛入河底，却又在下

一刻疯狂地跳入河里寻找那把一直陪伴

他向梦想进发的气枪……

终是没能放下梦想，许海峰对他的母

亲说：“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就得活

出个样来。”同年，许海峰改练手枪，随知

青返城，来到安徽和县供销社工作———卖

化肥。他白天上班，晚上练枪，终在3年后

第二次参加了安徽省运动会的射击比赛，

他不负众望，再次获得了冠军，也再一次

打破了全省记录。比赛结束后，下起了倾

盆大雨，许海峰在雨中一遍又一遍地查看

省队的录取名单，出乎意料的是：许海峰

再一次落榜了。而他也似认命般，接过了

父亲手中的化肥。

天有不测风云，在许海峰工作的时间

段，有个小混混因带假票领化肥被发现，恼

羞成怒，而煽动百姓强抢化肥，场面一片混

乱。许海峰拼了命地想保住化肥，灾难却再

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争抢的过程中，

化肥袋不慎裂开，化肥洒落在他的脸上，许

海峰双眼烧伤，险些失明。老天无情，海峰

的眼睛烧伤后，省里却来了文件，要借调许

海峰到省射击队集中训练6个月，但此时的

他连通知书上的字都无法看清。去还是不

去，许海峰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

仍是不忍舍弃梦想，当许海峰的父亲

试图劝说他放弃这次机会，留在家乡保住

供销社的工作时，海峰如此说道：“就算我

会后悔，就算注定这是一条弯路，就算六个

月后我被省队淘汰了，灰溜溜地回来，我也

不愿像现在这样，像一个懦夫一样，放弃这

次机会。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那就是放弃

了我的一生。”在我因这段话而热泪盈眶

时，许海峰也如期加入了省队。在省队训练

的那段时间，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欧

教练。之后的故事便为大家所悉知，许海峰

通过极为艰辛的训练，最终在奥运会上以1

环优势获得冠军。在许海峰成长的历程中，

阻碍他前进的从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

命运，但他不轻言放弃，通过坚持不懈地奋

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领奖台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拿

下了奥运首金！全国人民为之欢呼、为之自

豪。许海峰打出的那一枚子弹是从零到一

的突破，是从无到有的超越，更是一代中国

人坚强奋斗、不屈不挠的缩影。

渊公共事务学院22级社会工作1班 陈
玮宁冤

一颗击中梦想的子弹
要要要观电影叶许海峰的枪曳有感

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有人说，美是

客观存在；也有人说，美是主观感受。什么是美的影视，什么又是影视之

美？这便需要影视评论，需要镜头与文字之间的灵感碰撞。能否写好影

评，和一个人的艺术感觉、电影知识积累、文字表达能力、生活阅历都有

关。头脑中有思想，眼里有电影，笔下有才情，生活有阅历，才能写出好的

影评。

2017年6月，本报在第49期，第一次编辑制作《光影面上的花》这一影

视评论副刊。至今，已是第13期，七年以来，有许多学子，在这个小园地，留

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影评人，在眼神犀利、笔锋潇

洒的同时，对生活、社会、美学和影视，一定也有来自内心深处的关照。他

的灵感与审美像涓涓溪流，一点一点，浸透到纸里，到电影镜头里，到读者

和观众的心里。我们相信，一篇好的影评是完美切题内容繁复深刻的，一

篇好的影评是精彩纷呈者感人至深的，一篇好的影评可以与电影一起被

流传很久，成为传奇。我们希望，校报开辟的这个小小的窗口，能让那些稚

嫩的笔触不断成长，最终能留下属于你的那一朵，光影面上的花。

（校报编辑部）

编者按院

光影面上的花 （ 第 十 三 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