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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寻常生活充满诗意
《草木滋味》

作者：周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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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须得蹲在桑树底下，
假装自己是一个孩子，或
假装自己是一只鸭子。
小心地隐身于浓稠的桑
叶之中，同时注意调整呼
吸的频率与幅度，使之尽
量悠长。

如此，你才能发现一
颗又一颗紫黑的桑葚。

远人兄，这样和你说
吧，当你觉得自己重新是
一个孩子了，或者居然是
一只鸭子了，桑葚才会对
你格外照顾。距离你天

真无邪的目光二十厘米
外，一颗红得发紫、甜到
忧伤的桑葚，就会从枝叶
间巧妙浮现。

若有人只是站在田
边，背着手像视察军队一
样浮皮潦草地巡视桑林，
则桑林也就仪仗整齐，团
结紧张严肃而不活泼，轻
易不肯交出桑葚。

桑葚欢叫一声，就哗
啦一下不见了。

像扑打着翅膀的鸟
群一样消失在田野。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
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
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
指引着回归故乡的方向。
《草木滋味》以质朴灵动的

文字、烂漫唯美的手绘插
图，将光阴里的小旅行、故
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厨下
小事以及丝瓜架下的浮生
半日一一呈现，充满田园景
象与烟火气息，引人向往。

周华诚的新作《草木
滋味》是一本不宜快读的
小书——最好放在床头，每
晚在灯下读上数篇，然后，
慢慢品咂，细细回味，方能
得趣。

这是一本有关草木饮食
的小书，也是一本有关思乡
怀旧的小书，诚如周华诚所
言：“思乡，是因为故乡还有
我们的亲人。亲人的身影与
山野，与草木密不可分。于
是，我们便想念那山野、那草
木。”思乡，同样是因为味蕾
是记忆的投射，亲人的身影
与各种美味的小吃密切相
关，草木关情，饮食关情。
于是，我们从周华诚的文字
中品尝到了故乡的味道。

财富的传承有很多种，置
办房产，攒点儿金银硬通货，
在银行存蓄自己终生的收益
等，不一而足。黄呈晓先生
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财富
传承方式，那就是将自己50
年的生活体验与感悟，与几
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结
合起来，为我们留下了这本
《名训悟道》。

本书共收录各类名训、
格言、谚语805条，涉及人生
的方方面面。本书的精髓在

“案例悟道”部分，作者从古
今中外的经典案例出发，把
自己丰富的人生感悟融入其
中，深入剖析。

陆柱国，1928 年出生，河南
省洛阳市宜阳县人，著名电影剧
作家。1948年，他毕业于河南洛
阳高级师范学校，历任解放军前
线记者、总政文化部创作员、《解
放军文艺》编辑，八一电影制片
厂编剧、副厂长，中国文联全委
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1950年，陆柱国开始发表作
品，著有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
顷波》，中篇小说《决斗》《上甘岭》

《吐尔逊的故事》等，电影文学剧
本《黑山阻击战》《海鹰》《战火中
的青春》《雷锋》《独立大队》《南海
风云》《道是无情胜有情》《花枝
俏》《闪闪的红星》《大进军——
席卷大西南》《太行山上》等。

197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保卫
西南边陲，被迫发起了自卫还击作战。陆柱
国主动请缨，奔赴前线。陆柱国在纷飞的战
火中，接连写了3篇报告文学《红河岸边英
雄花》《谁说这里是后方》《好孩子》；停战之
后，他又写出报告文学《一代新人》和短篇小
说《壮士一去兮》。

以《好孩子》为主，加入了另外两个英雄
人物的素材，他与鲍梦梅合作，将其改编成
电影文学剧本《花枝俏》。电影《花枝俏》荣
获1981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1981年春夏之交，陆柱国应邀给中篇
小说《射天狼》写评论。他完成了评论文章
《读〈射天狼〉有感》，此文在《解放军文艺》
上发表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
年—1982年）理论二集。后来，他还完成了
《射天狼》的电影改编，剧本取名为《道是无
情胜有情》。影片获1984年文化部颁发的
优秀影片二等奖，同年又获得第四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

1985年7月，陆柱国被任命为八一厂
的艺术副厂长，主管文学部和故事片的创作
和生产。陆柱国在5年零2个月的任期内，
完成了40部故事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主
旋律影片《巍巍昆仑》和探索片《晚钟》。

《巍巍昆仑》是八一厂第一次把毛泽东、
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作为主要人物的电
影。《巍巍昆仑》还是八一厂第一次获得《大
众电影》百花奖的电影。

《晚钟》是一部反映抗日的探索片。八
一厂在主旋律影片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投
拍了《晚钟》。该影片在第九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的评奖中，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
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四项大奖，还获得了最佳
故事片、最佳美术片、最佳音乐三项大奖提
名，并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银熊奖。

1990年10月，陆柱国离休。
1991年，反映三大战役的大片《大决

战》完成以后，中央军委指示八一厂继续拍
摄反映解放全中国东、西、南、北四大战区
的4部8集大片《大进军》。八一厂找到陆
柱国说，华东、西南、西北战区已由《大决
战》的编剧们认领了，希望他能出任进军中
南的编剧。

1991年12月，《大进军》创作组正式
成立。1992年8月，陆柱国率先完成进军
中南的上、下集初稿，取名为《南线驰骋》，
定稿时改为《南线大追歼》。

1994年7月下旬，八一厂新任厂长王

晓棠和艺术副厂长王庆生紧急约见陆柱
国，因《大进军》中写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
的剧本仍没有着落，但投拍在即，要他立即
着手创作，争取在国庆节前出详细提纲，12
月底出初稿。要在半年内完成别人两年半
未完成的创作，这无疑给陆柱国出了一道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题。然而，陆柱国最
后完成了。

陆柱国仅用86天时间，就写完了进军
西南的电影剧本上、下两集初稿，名曰《西南
凯歌》，拍成电影改名为《席卷大西南》。该
剧本荣获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
第1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奖、上海
影评人协会最佳剧本奖等三个奖项。影片
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特
别奖。

2004年3月的一天，八一厂约请陆柱
国写一个庆祝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电影剧本。年近八
旬的陆柱国，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这部剧
本，不顾体力严重透支，夜以继日地写作。
因为这个剧本，陆柱国再次获得夏衍电影
文学奖，影片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和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的特等奖。

2005年国庆节前夕，因为2006年是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八一厂想
拍摄一部献礼影片。八一厂看中了陆柱国
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不灭的篝火》，
希望他能充实内容，改写成一部通过“红小
鬼”的亲身经历来折射伟大长征面貌的电
影剧本，剧名定为《我的长征》。陆柱国因
此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编
剧奖。影片《我的长征》在长征胜利70周
年如期上映，并获得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作品奖和第26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特别奖。

2005年12月9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把第一个编剧终身奖授予陆柱国。12月
28日，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庆祝大会上，人
事部和广电总局授予50位中国电影工作
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家”的荣誉称号，
陆柱国名列其中。2007年10月，第26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大会召开，陆柱国和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同台接受了中国电
影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摘自南目的《陆柱国传略》文章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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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十一） 张文欣 编著

陆柱国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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