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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吉林

长春开幕。本届书博会为期5天，700多家单位

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

本届书博会在主会场长春农业博览园设

置了 12 个展区，在吉林省吉林市、松原市等

地新华书店以及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等处设立

18个分会场，并开通10余个线上直播渠道，

方便更多读者参与，将举办 140 余场各类文

化活动，推出“书博会＋全民阅读”等系列特

色活动。

“相较第一届，本届展会扩大了规模、延长

了时间，还推出一系列免费和优惠政策，让大家

畅享文化盛宴，把更多好书带进千家万户。”活

动承办单位之一的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强说。

据了解，本届书博会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

举办的大型图书交易博览会，由中国出版协会

等指导，吉林省出版协会等主办，吉林东北亚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办，辽宁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等联合协办。

据新华社

第二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吸引700余家单位参展

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开

奖了，看到心中最佳的国际影

片、纪录长片没有方励的《里

斯本丸沉没》，是比较失落的。

毕竟这的确是部好片子。当

然，正如导演自己说的那样，

拍片又不是冲着奥斯卡去的，

好片自在人民心中。当然，这

是一部遗珠之作，也不能说奥

斯卡没有公信力。毕竟它历史

悠久，评审都是专业的，是业

内标杆，因此他们推荐的获奖

电影都是非常值得看的，比如

获得最佳视觉效果和最佳音

效的《沙丘2》，还有最佳动画

长片《猫猫的奇幻漂流》。

《猫猫的奇幻漂流》是由拉

脱维亚、法国、比利时联合制片，

金兹·兹巴洛迪斯执导，金兹·兹

巴洛迪斯、马蒂斯·卡扎编剧的

奇幻冒险动画片。说到拉脱维

亚、法国、比利时，人们总会联想

到浪漫和奇幻。毕竟笔者小时候

是看着拉脱维亚的玛格丽塔·斯

塔拉斯特的《小橡果人》、比利时

的戏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

《青鸟》以及法国作家安托万·

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长大

的，因此可以说，《猫猫的奇幻漂

流》这部电影继承了他们优良的

艺术传统。

故事大概讲述了一个充

满奇幻的世界里，孤独的猫猫

漂漂在洪水肆虐之时偶然登

上了一艘小船，与卡皮巴拉、

蛇鹫、狐猴和小狗先后结识，

并一同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旅

程。在这一艘如诺亚方舟般的

帆船上，这些性格迥异、语言

不通的动物在生存挑战中相

互磨合。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

的并肩作战，它们在路途中见

证了人类文明的奇观和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更在逆境中凝

聚成了一支团结的冒险小队，

携手经历每一次惊涛骇浪，勇

敢地面对并克服每一个难关，

最终共同穿越汹涌的洪水，抵

达希望的彼岸。

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大团

圆结局，让自然灾害就此消

失。而是与灾难共生，通过一

系列象征性的画面和情节，传

递出关于生命、成长和循环的

主题。比如，虽然众多小动物

都上岸了，但后续的自然灾害

依然存在，那该如何面对呢？

导演开放性地设置鲸鱼在片

中多次救助猫猫，这代表着一

种守护者的角色，而鲸鱼的重

生也暗示了即使在灾难之后，

生命依然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首先，影片的画面非常精

美。漂漂在漂流过程中所经历

的奇幻世界堪称影片的一大亮

点。从繁华热闹的猫猫小镇，到

神秘莫测的迷雾森林，到波光

粼粼的梦幻海洋，再到炽热危

险的火山地带，每一个场景都

被导演团队以精湛的动画技术

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在迷雾

森林中，光线透过层层树叶洒

下，营造出一种神秘而静谧的

氛围，漂漂在其中小心翼翼地

穿梭，周围时不时传来奇怪的

声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与

它一同感受着未知的恐惧与好

奇。而在梦幻海洋的画面则美

得令人窒息，五彩斑斓的鱼群

围绕着漂漂游动，海底的珊瑚

礁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海浪轻

柔地拍打着它的身体，这一幕

不仅展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

丽，也让我们看到了漂漂在困

境中所遇到的美好与温暖。

其次，影片中的角色塑造

也十分成功。漂漂作为主角，其

性格特点在冒险过程中逐渐展

现得淋漓尽致。起初，它只是一

只依赖主人、胆小怯懦的小猫，

但在面对一次次困难与挑战

时，它的勇气和毅力被一点点

激发出来。在面对凶猛的野兽

时，它不再选择逃避，而是勇敢

地与之对视，凭借自己的智慧

和顽强斗志化险为夷。这种成

长的蜕变让漂漂这个角色充满

了魅力，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

中为它的每一次进步而欢呼。

再次，漂漂与伙伴们之间

的友情是电影中最为动人的情

感之一。它们在冒险过程中相

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面对困

难和挑战。电影中有一场漂漂

与伙伴们一起对抗邪恶势力的

战斗场景，它们在战斗中不顾

个人安危，勇敢地保护彼此。这

种友情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了

温暖和感动，也让漂漂在这个

陌生的世界中找到了归属感。

而漂漂与一只名叫“悠悠”的猫

猫之间的爱情则为电影增添了

一份浪漫的气息。悠悠是一个

温柔善良的角色，她对漂漂的

关心和爱护让漂漂感受到了从

未有过的温暖。电影中，漂漂为

了救悠悠不惜冒险，悠悠也始

终在背后默默支持漂漂。他们

的爱情故事不仅让观众感受到

了爱情的美好，也展现了爱情

的力量。

此外，本片的导演是拉脱

维亚人，出生于1994年。此次

获奖证明了他是一名青年才

俊。虽然他之前拍摄的作品并

不大众，但这次可谓是一鸣惊

人之举。本片的成功之处在于

我们在影片中能够找到导演

自己人生体验和对社会的思

考。这部影片是一个特别美好

的故事，但也是伤感而脆弱

的。它诉说了你在人生中会遇

到不同的朋友，而能长久在一

起的，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它

也说明了出门在外，靠的就是

朋友才能克服困难。

在漂漂的冒险旅程中，它

还结识了许多性格各异的伙

伴。比如聪明机智的小鸟飞

飞，它凭借自己对天空的熟

悉，为漂漂指引方向；善良憨

厚的乌龟爷爷，在漂漂陷入困

境时伸出援手，给予它温暖和

鼓励。这些角色的加入不仅丰

富了影片的内容，也让漂漂的

冒险之旅变得更加有趣和温

馨。它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令人

感动，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

在困难时刻朋友的重要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

部动画片在硬件方面实现了

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而配

乐也是一流的。空灵的竖琴旋

律勾勒出黑猫主角漂漂的孤

独，电子合成器则营造出风暴

的危机感和压迫感，这些都起

到了很好的抒情作用，并成功

营造了影片的气氛。这种全片

无对白的叙事方式，为影片增

添了许多情感色彩。

《猫猫的奇幻漂流》是一

部充满奇幻色彩、细腻情感和

深刻主题的动画电影。电影不

仅让观众感受到奇幻世界的

魅力，也在欣赏过程中传递了

生态认知和环保理念，以及爱

与友情、团结的力量。当然，它

也让人对爱情、友情、勇气和

成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部

影片不仅适合孩子们观看，也

能让成年人在其中找到共鸣

和感动。但最为重要的是，正

如导演所言：“这部电影是关

于学习信任——无论是对团

队还是对这个世界。”这也体

现了“出门靠朋友”背后的核

心价值观——信任的重要性。

当谈起“童年”“故乡”，

你会最先想到什么物什呢？

是母亲在火炉旁编织的毛

衣，还是屋前随风摇曳的桑

树？抑或是过年才会点亮的

大红灯笼？近日拜读马忠老

师的散文集《奔跑的蒲公

英》，他以“蒲公英”为引，带

领读者走进伴随他大半个童

年的故乡四川南江。见识过

马忠老师文字里的故乡，我

不自觉脱口而出：“故乡是一

件物什/来自遥远南方童年/

飞向不知名的未来的故乡。”

《奔跑的蒲公英》以“蒲公英”

为主要意象，以其延伸性植

物意象为次要意象，在时间

和空间的交叉建构中，表达

对逝去童年时光的怀念和现

实处境的漂泊感受。同时，马

忠尝试在对乡村价值的追寻

和生态审美的建构中，重建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

园”，为读者呈现了自由却又

缠绵的“飘不散的乡愁”。

散文集《奔跑的蒲公英》

中书写了大量以“蒲公英”为

代表的植物类意象。所谓“意

象”，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

术研究》中指出，意象是“融

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

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

来的主观情意”。中国的意象

由来已久，自刘勰在《文心雕

龙·神思》篇中首次提出以

来，“意象”作为标示艺术本

体的范畴，被广泛运用于文

学创作，以达到“立象以尽

意”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植物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学创

作中备受青睐，如《诗经·周

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楚辞《离骚》中的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

为裳”，词曲《少年游·长安古

道马迟迟》中的“长安古道马

迟迟，高柳乱蝉嘶”，另如曹

丕的《柳赋》、曹植的《灵芝

赋》、舒元舆的《牡丹赋》等。

散文集《奔跑的蒲公英》中书

写了大量故乡的植物，如蒲

公英、桤木、板栗树、柿子树、

栀子花、夜来香、鸡冠花、石

竹等，共同构建了庞大的故

乡植物生态系统。马忠曾说：

“我是大巴山走出的孩子，小

时候最喜欢蒲公英……风一

吹，它们便轻轻摇曳，翩翩起

舞，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

望，踏上新的生命旅程……

终于有一天，我成了另一朵

蒲公英，告别故乡，飘向远

方。”蒲公英承载了作者对故

土的思念和对未来的希冀，

与其相关的植物意象不仅是

对自然生命活力的展现，而

且是作者精神生命寄托的重

要象征物。

对以“蒲公英”为主要意

象的植物类意象书写，隐含

了时间与空间双重层面的隐

喻表达。蒲公英属于菊科多

年生草本植物，具有顽强的

生长习性、随风飘散的形态

特征和丰富的药用价值等特

征，在《奔跑的蒲公英》中承

担了多个隐喻意义。一方面，

从时间层面来看，“蒲公英”

意象隐喻了作者难以忘却的

童年。海明威曾说，“一个不

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早

期最好的训练方式，作家的

创作离不开童年经验的影

响。马忠在《那一年》《水井边

的桤木》《临别的夜晚》等多

篇文章中写到自己十一岁时

父亲英年早逝，加剧了家境

的困窘，并且导致了儿时父

爱的缺失和心灵的快速成

长。因此，马忠潜意识里向往

顽强的生命力和面对生活的

勇气，并在文学创作中将这

一希冀寄托在以“蒲公英”为

主的植物类意象上。故乡坡

地田野随处可见的“蒲公英”

见证了马忠的成长，与马忠

自幼年以来的精神气质有内

在契合之处，自然而然地成

为了马忠童年的象征物。另

一方面，从空间层面来看，

“蒲公英”意象隐喻了作者从

故乡到异乡（地域空间变化）

导致的漂泊感受。费孝通认

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

的社会。然而，当马忠迫于家

庭生活压力脱离故乡到达工

厂“流水线”时，地域空间变

化导致的“陌生感”势必带来

作者内心的漂泊感受。在现

代性的冲击下，马忠和其他

知识分子一样，“环顾世界，

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

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

去”。面对这种情况，马忠急

于寻找故乡代表物以消解异

乡带来的他者感和漂泊感，

而“蒲公英”随风飘散的特点

恰好符合异乡者的漂泊状

态。因此，“蒲公英”在这一意

义上成为“漂泊感”的象征

物，同时隐含了积极向上的

态度。正如马忠所说：“这么

多年来，蒲公英种子自由与

勇气的精神，一直是我内心

的支柱，让我在生活中面对

困境时，总能坚持下去，总能

找到前进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马忠尝试

在对“蒲公英”等植物类意象

的书写表达中追寻乡村价值，

完成对乡村生态审美的建构。

以“蒲公英”为代表的植物类

意象在马忠笔下不仅是自然

生命力的象征，而且隐含了乡

村地域文化的表达。迈克·克

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

“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

的文化……地区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系桩物，拴住的是这个

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

共有的经历。”蒲公英是马忠

故乡“系桩物”上的一个标识，

承载着马忠对故乡人和事的

全部记忆，实际上是借此将故

乡视为“精神家园”的潜在表

达。因此，由“蒲公英”延伸出

的乡村价值在于：契合了自古

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所追

求的“桃花源”理想。同时，以

“蒲公英”为圆心，向外拓展出

桤木、板栗树、柿子树、栀子

花、夜来香、鸡冠花、石竹等植

物类意象，涵盖院子、山坡田

野和森林，便呈现出一幅生机

盎然的自然生态图。且因众多

植物类意象所携带的隐喻因

子，使其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

层面的美学特征，正如马忠所

论述的那样：“生态审美是一

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美学，不

仅包含自然审美，而且也包含

了在自然维度之上的艺术与

生活审美。”

总的来说，散文集《奔跑

的蒲公英》以“蒲公英”意象

为支点，搭建起现代知识分

子的理想“精神家园”，带给

读者自由轻松的审美体验。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尽管

我们总会因为种种原因背井

离乡，“我们是流浪的鞋子/在

这里/与另一只鞋子相遇//从

故乡到异乡/一条漫长的流水

线//最终，我们都逃不过/被

道路磨砺的命运”，但“蒲公

英”的自由与勇气永远是我

们坎坷道路上的精神补剂。

哪怕是“被故乡放飞的蒲公

英”，我们也要“向着远方奔

跑”。

《
猫
猫
的
奇
幻
漂
流
》
：
外
门
靠
朋
友

◎
思
衣
谷

来
自
童
年
故
乡
的
『
蒲
公
英
』
读
马
忠
散
文
集
《
奔
跑
的
蒲
公
英
》
◎
李
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