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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赞臣旧居：
善举赢得声誉的见证

艾翔

秋
春楼
小
【79】

●《小楼春秋》解说词：
火锅是李家过年必备的一道菜，家族第一

代到天津来的时候生活并不富裕，南方人讲究

年夜饭，就做了什锦火锅，火锅里有很多南式

的东西。

用一道南北交融的菜品提示来路，以一个“李

善人”的名号约束归途。1939年一场大水袭击津

城，新一辈的“李善人”随即接来仆人们的家人到这

栋洋楼里避险。经历了洪水的李氏私家花园，后

来又被侵华日军重创，最终捐赠给了政府，变成了

人人可以游玩的公园。（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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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高塔惊险求生故事
曹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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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剧作曲家、评剧琴师赵玉兴
先生于2023年11月26日辞世，享年78
岁。他为天津评剧舞台付出的辛苦，为
天津评剧院的剧目建设、流派传承和发
展作出的贡献，早有公论。
赵玉兴先生几十年执著治艺，取得

不凡业绩，令人钦敬。作为学生辈的小
友，我极为敬重的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
玉兴先生，对评剧史料的研究、整理、写
作，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与坚守。上世
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后，玉兴先
生就拎着个小录音机遍访京津冀、东北
的评剧老艺人、老名家和名琴师，向他们
打听评剧形成、发展的历史，请他们讲自
己的从艺经历、演唱拿手唱段、演奏拿手
旋律，他在一旁录下音来。他静心写作、
记谱、整理。经几十年积累，玉兴先生成
了“行走的评剧史料馆”，只要是提到评
剧的事儿，他都信“口”拈来。
我的奶奶、评剧老艺术家筱俊亭退

休后，从东北回到家乡天津安度晚年，我
随时记录、整理她的艺术人生经历、唱段
等资料，也学着在报刊发表有关奶奶和
评剧的文章，玉兴先生认可我做的这些
事情，逢人便夸，这让我备受鼓舞。奶奶
自幼在天津学艺，得到过许多老艺人的
传授，但那时小，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哪
里人，后来她到东北参加国营剧团，与师
父们失去联系。有一天玉兴先生来家串
门，告诉奶奶：您师父杨义是蓟县人、韩
云是宝坻人，同台的伙伴都是哪儿的人，
后来都落在了哪儿，甚至在哪儿没的，等
等。奶奶解开了几十年的心结，泪光闪
闪：“哎呀，你这都是怎么知道的？我牵
挂了他们半辈子！”
有一次，我写评剧老前辈郭少田创

造新乐器“嗡子（评二胡）”的故事，打电
话向玉兴先生讨教。他滔滔不绝地给我
讲了许多“嗡子”往事后，还操着天津话意犹未尽地告诉我：“有一次，郭少田
拉了一个大过门儿，好听！观众哗哗鼓掌，可老白玉霜就是不张嘴唱，说：‘我
就看看你们是给他拉的鼓掌还是给我唱的鼓掌！’”2010年春天，我请玉兴先
生在小饭馆儿吃饭。我会一段儿奶奶上世纪50年代演过的《椰林儿女》中革
命老妈妈的唱段“这情报关系到一场战斗”，因年代久远，奶奶自己也不会唱
了。那天我向玉兴先生显摆，刚唱一句，老爷子就摇头晃脑连唱带哼过门儿，
把这段儿唱出来了，原来他会！他得意地说：“我就是这里的‘虫子’。”那天，
他给我讲了许多评剧往事，我们爷儿俩又说又唱，从傍晚6点一直吃到晚上
10点多，番茄牛腩加了好几次汤。后来玉兴先生说：“服务员，给我们上两碗
干饭，一吃，齐活！”服务员不耐烦了：“老爷子，没干饭，我们下班了！”吃完饭，
我扶着已经有些醉步的他打车，他还给我学唱桂宝芬的唱段。
由于时代的局限，许多老一辈评剧名伶在舞台上绽放异彩的时候，没有

留下录音，玉兴先生用他的小录音机，给许多老前辈留下了珍贵的清唱资
料。我有幸曾在他家里听过评剧老角儿花玉兰88岁时的唱段、评剧大家李
兰舫去世前几个月清唱的唱段；听过名家赵丽蓉哽咽怀念师父马金贵的口
述史录音；听过宝坻的评剧老艺人张存凯87岁时回忆西路评剧创演历史的
录音。这些仅是玉兴先生积累下来的资料的冰山一角，许多录音至今没有
出现在网络上。可喜的是，玉兴先生几十年研究评剧史料、声腔的一些文
章，收入到《评戏在天津发展简史》《评剧名家演唱艺术》《宝坻文史资料选
辑》《宝坻评剧》等书中，如今均已成了弥足珍贵的评剧文献。
玉兴先生在研究评剧史料方面没少下功夫。1998年11月，天津评剧

院建院40周年之际出版纪念画册，收有曾为少年训练队作出过突出贡献
的著名琴师陈文彬的名字，但没有照片；天津评剧院建院50周年再次出画
册时，玉兴先生开完编委会议回家已经很晚，但还是连夜找出陈文彬先生
的照片，第二天早早送到评剧院，他说：“画册是留给后人的史料，都不知
道陈老长嘛样儿哪儿行！”这么一件事，他记在心里10年。2004年春节
前，玉兴先生约我到评剧院闲聊，打开大文件柜给我看，里面全是他收集
的各种文字资料，每本资料都夹着许多长长短短的细小纸条儿，上面写着
索引，还有几十盘磁带，应该就是他多年搜集的口述史、珍贵录音吧。
玉兴先生走了，耳边再也不会响起他慢吞吞、苍老却真诚的大天津话：“万

江，看戏来呀！”
题图：2005年1月，赵玉兴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俄罗斯民族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
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生于一个贵
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7岁
开始用俄语、法语写诗，11 岁上皇村学
校。他的诗才尽人皆知。1815年，16岁的
普希金上五年级。他有位同班同学姓巴
库宁，巴库宁的姐姐巴库宁娜有时到皇村
学校来看望弟弟。浪漫多情的普希金对
巴库宁娜一见钟情。少年普希金既大胆，
又羞怯，怎样向巴库宁娜表达自己的爱慕
呢？几经琢磨，他写出了《致画家》，从而
引起了一段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请看
这首诗《致画家》的汉译文本：

哈丽特与灵感宠爱的骄子，

一颗心儿总是热情激荡，

请你用随意与洒脱的画笔，

为我描绘心上人的形象：

请描画她纯真灵秀之美，

画令人痴迷的可爱面庞，

画天庭才有的笑容妩媚，

再画她勾魂摄魄的目光。

请为她系上维纳斯腰带，

赫柏的身姿苗条端庄，

再以阿利班的风光霞彩，

衬托我所崇拜的女王。

请将她微微起伏的胸脯，

罩上纱巾，薄纱透明如浪，

为的是让她能呼吸自如，

能暗自叹息，并抒发衷肠。

请体察羞怯的倾慕之情，

她是我心魂所系的女郎，

我在画像下面签上姓名，

幸运的手聊寄一瓣心香。

这里稍作说明，普希金的原作以四音
步抑扬格写成，韵式abab，押交叉韵，单数
行九音节四顿，偶数行八音节四顿，阴性
韵（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与阳性
韵（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交叉，横的节
奏，纵的韵脚，交织呼应，环环相扣，形成
流畅和谐而又工整严谨的格律。译诗采
用每行四顿，同样押交叉韵，力求再现原
作的风采，传达出朗朗上口的音乐感，尽
力逼近原作形式。不知道读者读了这首
情诗的译文，会有怎样的感受和联想？
这首诗标题《致画家》，内容却是向巴

库宁娜委婉地吐露倾慕之情，此诗写于普

希金认识这位小姐不久，热烈的内心追求
与表白的忐忑婉转，交织成奇妙的旋律。
普希金从小喜欢读书，他对包括希腊神

话在内的西方文学与文化十分熟悉。这首
诗就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形象，哈丽特为美
惠三女神的统称。“哈丽特与灵感宠爱的骄
子”，指的是普希金的同班同学伊利切夫斯
基，此人能诗善画，相貌英俊，也是巴库宁娜
的倾慕者。因此，诗人赞美他受到美惠三女
神的宠爱，写诗作画颇富灵感，成为同学当
中的佼佼者。普希金请伊利切夫斯基为巴
库宁娜画像，借以抒发心中的爱慕之情。
维纳斯与赫柏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人

物。维纳斯亦称阿佛洛狄忒，即爱情女
神。据说，她有一条魅力神奇的腰带，哪
位女子能系上这条腰带，便能如愿以偿地
得到幸福。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女子结婚
前常把亲手编织的腰带献给维纳斯神像，
以祈求幸运美满。赫柏是青春女神，容颜

美丽，腰肢纤细。普希金在诗中以赫柏指
代巴库宁娜，形容其迷人的风韵。他让画
家为她系上维纳斯腰带，含义是祝愿心上
人永远幸福。诗中提到的阿利班是意大利
著名风景画家，又译阿利巴尼（1578—
1660），19世纪初的俄国画坛对他的风景
画至为推崇。普希金的诗以优美的自然风
光来衬托美人的形象，显得愈发动人。
诗人普希金以出神入化的诗笔描绘心

上人，细细品味，颇有层次：先写少女纯真
灵秀之美，这是虚写，是总体印象，是概括
之笔；然后是实写，刻画她的面庞、笑容，最
后写她的眼睛，而且分别加上“令人痴迷
的”“可爱的”“天庭才有的”“妩媚的”“勾魂
摄魄的”这样一些修饰语和形容词，增加了
艺术感染力，使人仿佛看到了巴库宁娜，不
由得也为之倾倒、为之赞叹。
16岁的普希金以优美的诗笔淋漓尽

致地抒发自己的爱慕之情，不能不让人惊
讶。他的追求与表白自称羞怯，实则大胆，
情真意切，格外动人。巴库宁娜读了这首
诗，自然不能不为之动容。据诗人的同代
人回忆，当年在皇村学校，伊利切夫斯基确
实为巴库宁娜画了肖像；另一位有音乐天
赋的同学柯尔萨科夫为《致画家》一诗谱了
曲，曲调优美流畅，和谐悦耳，颇受同学喜
爱，大家纷纷传唱。同学们赞赏普希金的
诗、伊利切夫斯基的画、柯尔萨科夫的曲，
当然更赞赏巴库宁娜的美。诗、画、曲、美
汇集成一个话题：少年的初恋。这在皇村
成为历久弥新的佳话。

题图左：少年普希金画像；题图右：恩
格里·那西布林所绘少年普希金像。

近代天津风起云涌，各行各业的翘楚
尽皆云集于此，争做时代的弄潮儿。有高
官巨贾，也有奇人异士，能够脱颖而出、令
人瞩目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当时有一支
民谣广为流传，罗列了天津地界的八个豪
门望族：“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
华。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
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到了“李善
人”的孙辈李赞臣，李氏家族的事业迎来
了又一个辉煌。

清代道光年间，李文照开办瑞昌盐
店，李家开始了以盐业为生的道路。李文
照之子李春城将家族事业进一步拓展，接
办了河南、直隶下属四个县的盐引。李春
城的孙子李赞臣长期担任长芦盐区纲公
所纲总。当时长芦盐场无论是规模还是
技艺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也为经营者带
来了巨额财富，直至今天仍然是著名的非
遗项目和工业旅游景区。拥有了大量财
富，并没有让李赞臣迷失人生的方向，他
兼任殖业银行经理，用盈利又投资了工矿
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包括创办京西斋
堂煤矿，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怡
立煤矿、寿丰面粉公司，并担任这些企业
的董事或常务董事，推动了天津城市的近
代化发展。此外，他还独资开设了恒昌大
米店、新光呢绒庄、新光皮货店、万和堂药
店及颜料庄、照相馆，并与人合资经营上
海中国实业银行。他还在南市广兴大街
附近开了一家专做素菜的蔬香馆，从北京
聘来御膳房厨师，菜品不但味道鲜美，还
有很精致的造型，颇受时人欢迎。

李家分家后，李赞臣兄弟建成了这栋
位于今睦南道上的楼房，占地面积约2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这座建
筑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五纲总
案羁押事件”。1928年下半年，长芦盐场
王君直、杨丹忱、郭少岚、李少舫四位纲总
突然被捕，等待接受调查。此前不久，李
赞臣因家中银号亏欠外国银行巨额资金
而被捕，由于他在商界地位举足轻重，且
平日乐善好施人缘很好，获得天津总商会

与多名商人联名担保，这才能够以资
产抵押清理债务为条件保释。长芦盐
场的变故不可避免地牵连到了李赞
臣，1929年 1月，他在保释期间又被
收捕。当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修建
津浦铁路要从沿途各省征集资金，这
笔钱被允许从盐税里抵扣。但是铁
路债务还清后，盐业活动中加收款项部分就
应当停止，而芦纲公所并没有及时按规定执
行。另外，长芦盐场经营不力产生欠款，以
及承担债务的子公司发生了所有权更迭，最
终使问题突显，这就是所谓“盐斤加价、公运
余利”的罪责。不过民间流传着另一套说
辞，说是长芦盐业利润可观，引起官方下场
分一杯羹的念头，人们感慨道：“小李善人，
一心向善，看来难逃恶人的恶道。”这种传言
或许只是乡野逸闻，并无实据可考，却从侧
面反映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使在商界和上
层精英之外的普通民众之中，李赞臣仍有着
非常好的口碑，大家愿意相信他名下的企
业，至少是他本人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亏心
事。最后，由于各省主张不一致，以及追责
很难落实到具体某个人身上，加上李赞臣等
人的影响实在过于大，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原
因，案件审理一拖再拖。1931年，五纲总中
的王君直病故，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天津总商会、各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请
愿要求尽快结束审查，释放其他纲总。在各
方呼吁下，案件终于草草结案，由芦纲公所
垫付罚款。虽然事件画上了句号，但是影响
仍在扩散。长芦盐业经此劫难，加上随后到
来的抗日战争和自然灾害，风光便慢慢黯
淡，不复从前。

现在睦南道28—30号的这栋三
层小楼，外表朴素，规规矩矩，没有一
丝张扬的样貌，却见证了李家从辉煌
归于平淡的风雨历程。李家与袁世
凯、曹锟、陈光远等近代名门望族联
姻，固然为人津津乐道，但更让普通

民众铭记于心的，则是“李善人”这一称号背
后的诸多故事。起初，“李善人”特指李赞臣
的祖父李春城，特别是李春城的夫人“李八
老太太”信佛心善，施粥、施衣、施药这些早
已化为日常习惯。在这种家风影响下，族内
行善之风日盛，人们慢慢将“李善人”这一称
号宽泛地覆盖了李家更多的人。因为家族
中行医者多，而且这种家风代代相传，成为
其家族的代表性特征，也成为区别于其他富
裕人家的特殊标志。到了李赞臣这一代，兄
弟之中，李颂臣兼管直隶赈务，襄理天津红
十字会，组织中国慈善协会和天津市慈善事
业联合会，担任备济社、积善社的董事以及
明德慈济会会长；李益臣经营多家公司，在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协委员；李赞臣则更为
突出，1939年津城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
灾，他竭尽全力赈济灾民，还在家中收留了
全部仆人的家人共度时艰，在洪水退去众人
离开前，给每人发了一袋面粉。这些事发生
时，并非李家商业版图全盛之时，恰恰是在
“五纲总案羁押事件”后李家运势开始下滑，
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津沦陷之
后。纵使李赞臣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如以往
那般宽裕，甚至面临越来越多的难处，他也
没有忘记家风，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商界成功
人士的社会责任，没有忘记“日行一善”的传
统文化的引导。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华夏大

地饱受战争摧残，通货膨胀，物资匮乏，李赞
臣一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困，但接济他人、
乐善好施的本性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将私家园林捐献给国
家，成为今天的人民公园，这是他们对充满朝
气的新政权、新社会表达的善意。1951年7月1
日，人民公园正式开放，这也是天津唯一保存
完好的清代私家园林，并且是由毛泽东主席
亲笔题名的公园。公园在充分继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江南园林和北方园林
双重特质，与李赞臣旧居
一样海纳百川、兼容并
包。也正是这种胸怀，促
成了李家对城市工业化、
近代化的突出作为，也塑
造了李家心怀慈悲、兼济
天下的“善人”品行。
（题图由《小楼春秋》

摄制组提供）

节奏是诗的重要美感元素，这在古诗词中尤其显著。节奏具
有灵活性和局限性，它的灵活性不能被人们过于死板的见解束缚
住，而我们对诗的见解也不能被它的局限性束缚住。

先例谈节奏的灵活性。古诗词随着格律化的进程，节奏趋于
固定。例如七言诗，惯以二二三或四三的节奏停顿。但当声音形
式的节奏和语义逻辑的节奏冲突时，就会产生变体。如按二二三
节奏读“静爱竹时来野寺”，“竹时”二字不成立，于是姑且让步为四
三节奏，但当看到它的下一句“独寻春偶过溪桥”时，才发现两句都
应读作三二二节奏，且不再有回旋余地。

停顿有时不一定硬要符合语义逻辑的节奏。有学者认为
“中天/月色/好谁看”应该读作“中天/月色好/谁看”，这固然使
语义逻辑格外通顺，但二二三的节奏也很通顺，并不感觉违和
或费解，逻辑上也解释得通，那何必要拗口地读作二三二呢？

其实，悲、好二字的灵活，前人早已
察觉。明代王嗣奭《杜臆》就觉得这
两个字连上读或连下读都可以，只
好“当作活字看”。

又如，有的学者认为“双鹭能忙翻
白雪，平畴许远涨清波”两句要读作二
一二二的节奏，实际上是把问题复杂
化了，双鹭之“能忙”表现在“翻白雪”
的形象上，本来不难理解，读成“忙翻”
反而费解。所以，节奏也好，语法也
罢，本来格外灵活，不可强加死板。

然而节奏也有局限性，它不能解
决一切问题。这里举江弱水先生对李
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评
价。前人大多认为“一剪梅”是俗调，
最不易工，但江先生却认为李清照这
首词独得“声文”之美。从语言形式的
角度看，七四四、七四四的节奏仿佛优
雅的舞步，七个字往前走，再四个字一
徘，四个字一徊，于行进与徘徊间顾盼
生姿。在英文诗里，节奏就叫音步，江
先生把节奏比喻成舞步，十分巧妙。

为了证明“声音移人，决不能掉
以轻心”，江先生更试着把全词变成
一首七言诗，以证明节奏一改，意思
虽在，但韵味彻底改变，整首词也坍
塌了：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上
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

月满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愁。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上心头。

从七言诗的角度，改作不失为一首好诗，但容易湮没，很难
跳脱出来；而原词却是词中显眼的名作。这其中的差别，正像江
先生所说“节奏以及扩展而成的旋律简直是一首诗的生命”。在
长短句本已参差错落的句子里，三言和四言句确可起到提振声
情的作用，但问题在于，江先生的“舞步说”，未能证明李清照这
首词超逸绝伦的原因，却只分析了“一剪梅”词牌自身的节奏
美。词牌的舞步是固定的，其他词人同样“舞蹈”，却不如李清照
的舞姿惹人陶醉，这就说明美的制胜点不仅仅在于节奏。

再举一首贺铸的词：“桂叶眉丛恨自成。锦瑟弦调，双凤
和鸣。钗梁玉胜挂兰缨。帘影沈沈，月堕参横。屏护文茵翠
织成。摘佩牵裾，燕样腰轻。清溪百曲可怜生。大抵新欢，此
夜□情。”之所以举这首，是因为它末句失掉一字，不得不读为
“大抵新欢此夜情”，而前面的几组四言句，若改为：锦瑟弦调
双凤鸣、帘影沈沈月参横、摘佩牵裾燕腰轻，与原句的差异似
乎也不大，虽也大为失色，却达不到改写李词所造成的“坍塌”
效果。这就说明四言和七言的节奏，不完全是李词声文之美
的决定性因素。
“一剪梅”四组四言句之所以能起到振起声情的作用，重点

在于每组第二句前两个字的仄声，尤其是第二句第一个仄声很
重要，起到加重顿挫的效果。这是节奏之外的声音要素。更重
要的是，李词每一组四言句，结构都比较整齐对称，这是节奏之
外的结构要素。这些都是李词一旦改为七言，就格外显得“坍
塌”的原因。所以，只抓住节奏来分析声情是不够的。

既然是讲“声文”，就应该有声和文两方面的考虑。朱光
潜先生说：“同样的音乐的节奏因语言节奏的变异而变异，声
声随情趣而异，我们不能离开情趣（语言的节奏的原动力）而
抽象地讲声音。”至于影响情趣表现的要素，在节奏之外，还有
句式、修辞，等等，与节奏共同组成声情的表达。

节奏的话题十分繁复，这里的漫谈是要初步说明人们应该如
何解放节奏，和如何从节奏中解放出来。

沽上

丛话

你有没有站在高处突然心慌害怕的时候？英
国一项调查显示，现代都市人中有91%的人出现过
恐高症状。2022年上映的英国影片《坠落》，就讲述
了两个女孩被困高塔惊险求生的故事，仅用一座塔
就让观众肾上腺素飙升。这部影片的预算仅为300
万美元，却收获了全球2100万美元的票房。
《坠落》之所以给人以惊险刺激的观感，就是因为

导演斯科特·曼利用了恐高这一项刻在人类基因里的
弱点。这位1965年出生的英国导演，在执导上一部作
品《最后得分》时，有一个场景设置在体育馆的楼顶，他
在刹那间感受到莫名的恐惧，同时又十分惊喜，因为在
他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一个关于恐高的电影灵感。
《坠落》给了主角们最简单也是最恐怖的生存

环境，她们被困在一座628.8米高的电视塔上，而且
只有一块比萨大小的活动范围。这座塔有现实原
型，它就是美国的KVLY电视塔。这座建于1963
年的电视塔，位于美国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完工时
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塔高628.8米，是什
么概念？相当于两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高。截至目
前，它依旧是美国第四高的建筑。不过，由于KVLY
电视塔过于陈旧不再适合拍摄，为了影片逼真的呈现
效果，剧组最终复制了一座塔进行拍摄。

本片两位主角都是女性，棕色头发的女主角

刚刚在攀岩中丧偶，整日颓废度日；另一个金发女
孩是她的闺蜜，也是一个热爱户外极限运动的网络
博主，她想帮助好友走出人生的低谷。这两个角色
的饰演者——1996年出生的格雷斯·卡罗琳·柯里
与1995年出生的维吉尼亚·加德纳，都不是专业的
户外运动员，而是两位不出名的新人演员。刚开始
面对这两位演员，斯科特·曼非常不自信，他怕演员
们嫌苦怕累而拒绝他，不过出乎他的意料，两位演
员对拍摄表现得非常兴奋。她们俩的演员道路并
不顺利，都已经至少一年没有拍过戏了，只要有戏
拍，两个人就非常满足了。虽然有戏拍了，但是拍
摄现场的艰苦还是超出这两人的预料，卡罗琳第一
次攀爬拍摄用的这座塔时还害怕地哭了起来。

在拍摄中，高空、高温都不是最可怕的，最考验人
的是剧组遭遇了许多突发情况。虽然两位主演对于完
成危险动作表现得云淡风轻，但她们却不约而同做了
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每个拍摄休息日都会回家陪伴家
人，做好了为这部电影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所以影片
中演员脸上每一个害怕的表情，都是真实场景中的自
然呈现。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绪的最大原
因，演员们最真实的反应保证了影片的可信度。
《鲁滨逊漂流记》中有一句话，“生活就像海洋，

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这也是影片
《坠落》想要告诉观众的。那么影片中的两位主角
究竟能否通过这场命运的残酷考验呢？一起走进
《坠落》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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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继续。

少年的初恋

谷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