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冬迎春，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春节即将到
来。城区路边行道树上，比往年更早些装扮了各色彩
灯。一些饭店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商场超市里
的中国结、拉花、对联、福字琳琅满目，天南地北的年
货礼盒应有尽有，满眼的红红火火，喜庆吉祥。这让
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形。

20世纪80年代初，过年是孩子们最期盼的日子，
除了放寒假，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食，还能穿新
衣向伙伴炫耀。那时的春节，隆重且礼仪颇多。

从腊月二十三正式开始，人们忙活起来，家家户
户打扫卫生，蒸馒头，过油炸丸子、藕盒、鸡、鱼……直
到年三十，上午把春联贴在门上，中午简单吃点，就要
准备晚上的年夜饭。这顿团圆饭最重要，也最丰盛，
一定要等到每个家人都赶回来才吃。

按照老传统，年夜饭之前要上供烧香，拜祖先，才
可以动筷。吃完饭看春节晚会，也是80年代每户家
庭年夜饭的文化大餐。说来奇怪，那时的春晚舞台不
够富丽堂皇，演员衣着也谈不上华丽，却感觉每个节
目都很精彩。

相对来说，正月初一就更加郑重，凌晨四五点
钟，大人就把贪恋热被窝的小孩叫起来，在此起彼伏
的鞭炮声中吃更岁饺子。初一早晨只能吃素馅饺

子，寓意新的一年“素净”。这一天不能说不吉祥的
话，避免不好的预兆。虽有些迷信，想来也是心里的
祈愿。

吃了饺子，大人们去邻居家走动拜年，相互问一
句过年好。小孩们结伴上街游玩，拿着拆开的鞭炮一
个个扔放。这样走着，天光大亮，街上也有了踩高跷、
划旱船、舞龙舞狮的表演方队，不顾人群拥挤，驻足观
看。年更热闹，年味更浓了。

如今的年味似乎淡了，那种对年的期盼也少了许
多，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习俗也逐渐消失了，许多人
在春节外出旅游，人们更加看重个人化和便利性。

总的来说，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随
着时代的变迁有了不少变化，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和
文化元素，也吸收了更多的现代元素，让人们在这个
特别的节日里，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这是时代
进步的体现。

其实，每一天都是人生中的平常日子，赋予了年
的符号，有着团圆的内容，才使这一天成为特别的节
日。期望中的美好，好像才是纯粹的美好。或许，我
们需要创造出新的期望。怀念往昔，不必留恋，总归
是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身体健
康、心情舒畅、思亲团聚是年永恒的内涵。

过年最盼是团圆
代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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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王》，是山东济宁最
珍贵的文化瑰宝之一。1998年，陈凯歌导演的
电影与之同名。

《荆轲刺秦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
历史典故，其故事情节深受文学、绘画、电影等
多种艺术形式的喜爱与传承。济宁市嘉祥县武
氏祠中的汉画像石和电影中的叙事，展现了不
同媒介对于叙事的独特表达，以及这种表达背
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这一比较研究，我
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与现代
电影之间的联系，以及在文化传承中的差异和
共通之处。

《荆轲刺秦王》汉画像石的叙事
方式

情节布局。《荆轲刺秦王》汉画像石，是一块
珍贵的文物，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块画像石
通过绘画和文字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荆轲刺
秦王的故事，让人们能够深入了解这一著名的
历史事件。

首先，画像石通过图像表现，来叙述故事的
情节。《荆轲刺秦王》画像石，以浮雕的方式将故
事的主要情节，以及人物形象刻画于石上。故
事发生在战国末年，画像石所刻画的是刺秦故
事情节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着重表现荆轲
刺杀秦王时图穷匕见后惊心动魄的场景。

在长方形的画面中，有4个主要人物。秦王
在左，荆轲在右。荆轲被侍卫抱住，意欲挣脱，
其实正向秦王掷出匕首，但却没有击中秦王，却
刺进了二人中间的铜柱当中。秦王慌张地退
后，左手高高举过头顶，欲向身后拔剑而未出。
画像为横幅长图，倒三角的构图使得画面动荡
不安，这样的构图，让观者一眼就能了解事件的
主要角色和情境。

其次，画像石还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补充。比
如其右榜题“秦王”二字，右上榜题“荆轲”二字，
还有榜题“秦武阳”“樊於其头”等文字辅助。这
些文字起到了解说的作用，帮助观者理解故事的
背景。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使观者更全面地理解
故事的内容，并产生对故事的思考和想象。

叙事方式上，《荆轲刺秦王》汉画像石以图
像为主、文字为辅地将故事情节展示给观者。
这种方式既给人以直观的视觉体验，又通过文
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背景知识。同时，画像
石上的雕刻技法和细节处理，也使得故事情节
更加生动逼真，增强了观者的参与感和情感共
鸣。观者可以通过欣赏画像石，感受故事的悲
壮和英勇，领略到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魅力。

空间布局。空间布局，是体现《荆轲刺秦
王》故事情节顺序和逻辑的一种叙事方式。《荆
轲刺秦王》汉画像石主要采用多幅制构图，在构
图上采取上下分层分格的处理方式。根据主题
内容分为2层、3层等等，排列也非常有序，层次

分明。
每一层的内容，相互之间也有很强的联系

性，具有加强叙事性的作用，使观者可以按照时
间顺序来理解故事的发展。比如，画像石通常
从左上角开始刻画故事的开端，例如荆轲接受
任务或秦王的入宫场景。然后通过人物位置和
动作的演变，来展示故事的高潮，即荆轲刺秦王

的一幕；最后以右下角或下方作为故事的结尾，
展示荆轲被宫卫制服或荆轲死后的场景。通过
观察画面中人物的位置和动作的变化，可以清
晰地掌握故事的主要情节。

空间布局还通过运用人物的相对位置和动
作，来表达故事中的关系和情感。在《荆轲刺秦
王》画像石中，荆轲通常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或者
左侧，而秦王则位于画面的右侧，两者之间通过线
条或者关注点的设置，构建起明显的对比关系。

荆轲通常被刻画为气势凌人、神情坚决的
形象，而秦王则通常被刻画为王者的形象，表情
严厉而威严。这种空间布局的设置，不仅突出
了故事的主题和冲突，也让观者清晰地感受到
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荆轲的英
勇与决绝。

《荆轲刺秦王》汉画像石的空间布局叙事方
式极为巧妙，通过简洁明了的画面构图、人物位
置和动作等元素的运用，成功地叙述了故事情
节，并传递了情感与主题。欣赏这样的画像石，
能够感受到古代传说故事的魅力，思考其中的
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内涵。

《荆轲刺秦王》汉画像石静态叙
事与电影动态叙事的对比

汉画像石平面静态呈现。《荆轲刺秦王》这

个古老的故事，既以石刻形式呈现，又被多次改
编成电影。这两种叙事方式，都是传达同一故
事的不同手段。画像石展示了静态的视角，而
电影则通过时间的推移和场景的变化来呈现。

在《荆轲刺秦王》的汉画像石中，故事被刻
在一个平面上，形成了一种静态的叙事方式。
这种静态的特性表现在角色、场景和动作都被
一次性地镌刻在石头上，呈现了一个瞬间的固
定画面。故事中的每个细节都被永久地镌刻
在画像石上，仿佛可以永远凝视这一历史瞬
间。

这种永恒的表达方式，让画像石成为一个
历史的见证，观者在欣赏之余，也能感受到时间
的深刻沉淀。画像石还通过细致的雕刻，呈现
了人物的表情、服饰和姿态，使观者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和性格。

这些细节的刻画，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
观赏性，使画像石不仅是一种叙事工具，更是一
件艺术品。观者通过一幅画面感受整个故事，
但形式上缺乏时间上的流动感。这种静态的表
达方式，不仅让观者回溯历史，感受古代传奇，
同时也突显了汉画像石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

电影时间轴动态展现。相较之下，电影以
时间轴为基础，通过镜头切换、音效和特效等手
段，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段和叙事方式，将古老的

故事注入了生命，呈现了《荆轲刺秦王》故事的
动态发展，使观众更加深入地体验和理解整个
情节。

随着时间推移，观众可以感受到情节的张
力、氛围的变化，以及角色的情感起伏。电影通
过动态的表现形式，更生动地展现了故事情节
的连贯性和变化。

首先，电影通过时间轴的设计，展现了故事
的动态发展。从故事的开始到高潮，再到结局，
观众可以沿着时间的线索，逐步领略到荆轲刺
秦王的故事情节。这种连贯的时间轴，让观众
更容易理解并且跟随剧情的发展，感受到情节
的张力和高潮的迭起。

其次，电影还利用镜头切换、音效和特效等
手段，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通过不同的视觉
和听觉效果，电影能够更生动地展示人物的情
感、动作和场景的变化。观众能够通过演员的
表演、音乐的配合，更深刻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
世界和故事的情感张力。

电影的时间轴动态展现，也为观众提供了
更多的角度和维度来理解故事。不同时间点的
场景交替呈现，使观众全方位地感知故事的复
杂性和多层次性。这种动态的叙事方式打破了
时间的线性限制，使整个故事更具有层次感和
深度。观众通过电影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
体验荆轲的刺秦之举，同时也感受到电影作为
一种艺术表达形式的独特魅力。

《荆轲刺秦王》不同呈现方式的
叙事优势

《荆轲刺秦王》在画像石载体的叙事优点。汉
画像石叙事形式的研究及其动态化传播的研究，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荆轲刺秦王》在画像石
载体上呈现的叙事方式，通过其独特的优点，展现
了古代文化的深厚内涵和艺术的独特魅力。

首先，画像石的载体为叙事提供了独特的
历史感。这些古老的石头，承载着古代人们的
思想和文化，使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事
件，更是一个融入了历史沉淀的传承之作。通
过观赏画像石传达的内容，不仅能感受到荆轲
刺秦王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沉浸在古代历史的
氛围之中。

其次，画像石是通过静态的形式突显了关
键瞬间。故事的高潮时刻被凝固在石头上，使
观者聚焦荆轲刺秦王这一重要场景，深刻体验
这个关键瞬间的情感张力。这种瞬间的凝视，
让观者更容易理解并感受到故事的精髓。

画像石的静态特性，为观众提供了深度思
考的空间，观者可以随意支配自己在某个场景
的沉浸时间去思考、去回味，自由地探索故事中
的细节，体会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和文化内
涵。这种思考的空间为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观影体验，使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传奇，
更是一个激发思考的载体。

总的来说，《荆轲刺秦王》在画像石载体上
的叙事方式，通过历史感、关键瞬间的突显，以
及深度的思考空间等等，展现了古代文化和艺
术的独特魅力。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是一次对古
代传奇的再现，更是对观者思考历史和文化的
一种引导。

电影《荆轲刺秦王》的叙事优势。电影《荆
轲刺秦王》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古代传
奇故事，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优势，为观众呈
现了丰富而深刻的影像体验。

首先，电影可以通过高度可视化的手法，使
得故事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相较于其他的叙
事形式，电影借助摄影、特效、道具等等技术手
段，将荆轲刺秦王的场景呈现得栩栩如生。观
众亲眼目睹刀光剑影、英勇壮丽的画面，使故事
更加具体和引人入胜。

其次，相较静态的叙述方式，电影的叙事表
达还可以运用音效和音乐营造浓厚的氛围。通
过背景音乐的选择、音效的加强，电影能够更好
地渲染故事的紧张、激烈或是感人情感。这种
声音的加持，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更深刻地
感受到故事中的情绪变化，为情节的推进提供
了更丰富的层次。

电影的叙事优势，还体现在对人物内心世
界的深刻描绘上。演员动人的表演、镜头语言，
以及对话场景，都为观众呈现了荆轲、秦王等角
色的复杂性。可以通过这些细致的描写，更加
全面地理解每个角色的动机和情感，使得整个
故事更加立体和引人入胜。

此外，电影通过剪辑和叙述手法的灵活运
用，将故事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回溯、闪
回、前后矛盾的叙事结构，都在电影中得以体
现，为观众提供了不同层次的理解和思考空

间。这种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让整部电影更
加引人入胜，令观众难以预测故事走向。

总之，《荆轲刺秦王》电影在叙事上充分利
用了电影艺术载体的优势，通过视觉、听觉等多
方面的表现手段，使得古代传奇故事以更为生
动、感性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电影叙
事的优势，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也深化了
观众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理解。

通过对济宁汉画像石和电影《荆轲刺秦王》
的叙事比较，不同的媒介在叙事中呈现出独特
的文化表达方式，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
有现代艺术的创新。

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也为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我们不仅能
够更好地理解《荆轲刺秦王》这一传说在不同艺
术形式中的表达，还能够思考文化传承在当代
社会的意义。这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发展，促进艺术与文化的融合具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①《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②画像题字
③济宁嘉祥武氏祠内景
④电影《荆轲刺秦王》海报
⑤横店秦王宫 ■资料图片

荆轲刺秦王，济宁汉画像石与同名电影的叙事比较
赵雪菲

2023年7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
马班”学员“访惠聚”驻村服务实践。短暂
的一个月，我和两名同学配合“访惠聚”工
作队，尽己所能为村民服务，为乡村振兴贡
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对基层工作有了
深刻的感悟。

我们的驻村服务地点，在新疆墨玉县
的阿克塔木村。该村面积约0.3平方公里，
有农户1191户，4700余人，主要农产品有
西葫芦、核桃、平菇、葡萄、橘子、小青南瓜、
葡萄干等，房屋具有和田建筑特色，是个美
丽的地方。

7月1日早上，经过漫长的车程，我和同
学们来到阿克塔木村，开始了第一天的驻
村服务，当天正值村里举行隆重的庆“七
一”活动。上午10：00，我们和工作队员以
及村里的党员，在村委会大院参加了庄严
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后，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学习
了向警予家书，回顾了向警予同志为共产主
义事业奉献的红色一生。随后，党员们积极
交流，纷纷发言，要向先烈学习，向身边优秀

党员学习，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
范。会后，我们3名大学生被分配到3个不同
的工作小组，我负责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

刚来到的两天里，工作队老师们带领
我们3人熟悉村里环境，给我们介绍当地的
风土人情。沿途遇见的村民，都热情地向
工作队老师打招呼，看得出他们彼此之间
很熟悉，关系很融洽。

在这两天里，我认识了还未成熟的核
桃，路过了茂盛的玉米地，见到了果实丰硕
的李子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领略了与城市不相同的风景。

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我跟着驻村
工作队开展了入户走访、农活劳动、国语教
学活动，参观了红色教育基地，参与了帮助
村民解决困难问题、工作队业务材料整理、
文稿撰写等工作。我用脚步丈量了阿克塔
木村的寸寸土地，切身感受到村民的热情
质朴，深深感悟到工作队老师的敬业精神
和为民服务情怀。

在入户走访中，我懂得了只有谦虚务
实，经常到村民中看一看、听一听、聊一聊，

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才能听到民意和心
声；只有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才能得到村民的充分信任。工作队虽
然是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但是千千万
万的平凡人、平凡事汇聚起来，就是实现国
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印象深刻的是，一天傍晚，帮助负责墙
绘的老师收拾完工具，回村委会的路上看
到的一幕。夏夜燥热，村民家家大门敞开，
灯光矮矮地照着，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中
间摆几盘水果一起话家常，十分的温馨。

我不由想起卞之琳《石门阵》里的一句
话：“王生枝在月光里走回家去的时候，倒
认真地想起当真到了处处夜不闭户的时
代。”在祖国南疆，人人家里可以夜不闭户，
离不开每一位基层工作者对群众的帮扶、
爱护和辛苦付出。

殷殷期盼，须初心如磐、心怀梦想；谆
谆嘱托，惟接续奋斗、乘风破浪。这次深入
基层了解乡村，让我坚定了自己的未来道
路要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决心，那就是
扎根祖国大地，让青春绽放绚丽之花。

阿克塔木村的绚丽之花
韩正洋

济宁人在外地

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苏刚副教授，带领“深入艺术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团队，深入济宁嘉祥武氏祠，开启“以鲁文化讲中国故事”系列。《文化周末》本期刊出团队成员对于济宁

汉画像石与现代传媒表达的比较研究，并将持续关注该课题独特视角演绎的中国著名古代故事。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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