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生 随 笔夜观蕴藻浜
阴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魏鸣放

春天了，船多了。
看河去。
每次，都是下午四五点离家。往南，坐地

铁四站。骑共享单车，往北，过一段黄色栏杆
的水泥大桥，登高望远，看西边，正有夕阳圆
大，红红落在长河之上。

蕴藻浜，上海市北郊的一条最为美丽的河
名，也是排名在黄浦江、苏州河之后第三大
河。

下桥，继续往西。
一段最佳看点，正在荒野无人之处。
有一条柏油马路，相隔了几排房子，正与

河道并行而走。前面，再穿过高速公路孔桥，
进入一片无人的小树林。后面，一条水泥小道
上，烈烈丛生了杂草，全是加拿大一枝黄花，
发疯一般高过了头顶。

每次到达，天色已黑。
靠近河边，太多的杂草，高低叠乱，围满

了庄稼地。
又见了，一条大河开阔悠长，波光无边，

水色粼粼，如油，如浆，似汤，似汁。大河对
岸，土坡之上，一片树林，灰影漠漠。更远
处，几道河汊，错乱了视线。

还有，几排高楼，缀满了晶亮的灯。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一道大河之上，只有天空。那是夜鹭，

一只，两只，黑色，掠过了灰色的天空。一
声咕叫，或两声，饱含水意。

有时天上，明月一轮，悬在了中空。
大船，来了。都是货船。那是，轮船的机

声，嘭嘭地响着，拍打着水面。一个个，满
船，低而平坦，如竹筏。一个个，空船，人高
马大，似战舰。像是，一幢幢移动的房子，平
房，楼房。它们自己会走，远走天涯。

对岸的树林，又一阵风过，沙沙有声。
黑船，黑树，黑河。
以一支手电，对准了轮船，只读名字：

苏州港、杭州港、嘉兴港、镇江港、常州港，
那是江南。泰州港、盐城港，蚌埠港、亳州
港，济宁港，那是江北。

一切，来自大江南北。
这里唯有，船上的灯光，黄灯，白灯，于

黑暗中无声行走。这里唯有，两边河水，哗哗
地，降落，旋转漫流，哗哗地，洪波涌起，升
起，再升起。

渊作者系民盟杨浦区委员会盟员冤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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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诞生了药膳；“香药
同源”，形成了和香。中华香文化
从诞生伊始，就通过不同形式的香
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从最初的香料散烧，到佩香、
香囊、涂香、印香、香丸香饼、墨
香、香露、香珠香牌、线香、盘香、
塔香等香熏制品应用到生活中的方
方面面。其中，香丸就借鉴了中医
药膏丹丸散方剂中的药丸制作技艺，
多数香丸方是以炼蜜和合而成。

以香丸为代表的传统和香是
中国传统用香方式成熟的标志，
也是传统制香工艺技术中的核心
技艺，它是由多种香药经过不同
比例的调配制作，使香药性味中
和作用后，所形成的具有独特气
味个性和使用价值的香品，这也
是“香药同源”的典型代表。南
朝史学家范晔所著 《和香方》 是
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和香的著作。
“汉建宁宫中香”则是目前古籍文
献中所记载的最早和香方。

建宁（公元 168~172年）是汉
灵帝刘宏的年号，距今约 1850年。
据明代周嘉胄著《香乘》四库版卷
十四《法和众妙香》所载“汉建宁
宫中香”香方为：黄熟香四斤，白
附子二斤，丁香皮五两，藿香叶、
零陵香、檀香、白芷各四两，茅香
二斤，茴香二斤，甘松半斤，乳香
一两 （另研），生结香四两，枣半
斤（焙干）。右为细末，炼蜜和匀，
窨月余，作丸或饼爇之。

此香方中的黄熟香按照丁谓
《天香传》 中海南沉香分类法“四
名十二状”，为四名之一，特指不
沉水的沉香。

“汉建宁宫中香”的香方以黄
熟香为底料基香，辅以白附子、丁
香皮、藿香、零陵香、檀香、白芷
等使香韵丰富厚重，有药香的气
韵，定香剂则选用了茴香、甘松和
乳香，会带有一点树脂类香料所产
生的异域气息，此香以炼蜜为粘合
剂，和合成品即为香丸。

从性味上看，以辛甘为主。从
归经上看，以入胃脾经为主。从功
效上看，以行气理气，止痛定痛为
主。从香型上看，是以沉香为底
韵，带有药香的浓郁香型。其气味
仍是以沉香为主调略带药香，而不
是药味为主香气为辅，颠倒主次。
“香药同源”对于香文化来说，必
然是香为主，药为辅。

从出土文物与古籍文献中看，
汉代“香药同源”的应用在日常
生活中非常广泛。湖南长沙马王
堆 1 号汉墓中，在辛追夫人的棺
椁里出土了四只香囊、一只香枕，
所用香料有“佩兰、茅香、辛夷、
杜衡、桂皮、藁本、花椒、高良
姜、姜”这九种。考古专家认为：
“虽然出土的药物已经碳化失去功
效了，但鉴定出的几味药材有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含有挥发油
类的中草药，可以用来防腐保
鲜。”正因如此，有专家猜测这就
是千年女尸保存不腐的奥秘。可
以证明的是，在两千多年前，人
们已会用香药保存尸体。其实，
中式餐饮中的卤肉不用添加防腐
剂也不会变质腐坏的原因，也与
所用香料有很大关系。

在古代地理方志 《三辅黄图》
卷三中载：“椒房殿，在未央宫，

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
汉代宫廷建筑中的后宫椒房殿，
用花椒和泥涂墙，从实用价值上
言，具有防虫蛀和营造室内暖香
的功效，对女性生育能力而言是
有好处的。这与重阳节时，传统
民俗佩戴茱萸囊有着相似的用香
思路。

唐宋时期，医药文献中所记载
的具有治疗和保健预防价值的香方
散见于《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
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等著作中。
特别是在预防和治疗瘟疫方面，香
药的作用尤其重要。

明代传染病学大家吴有性辨明
“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
“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募原，其
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创立“戾气”
病因学说，著 《瘟疫论》。清代乾
嘉间名医刘奎在著作 《松峰说疫》
中大篇幅的记载整理了历代对于瘟
疫的外治疗法，其中“避瘟丹”一
方，至今仍是预防呼吸道流行疾病
的有效香方：茅苍术、乳香、甘
松、细辛、芸香、降真香（等分），
糊为丸豆大，每用一丸焚之，良久
又焚一丸，略有香气即妙。

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
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系统传承性，
和各文化子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联性。香文化与传统中医药之
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自古即
有“香药同源”之说。首先，传统
合成香品所用的香料基本上都是药
用本草。其次，很多香品本身具有
实用的药用功效。从香文化的角度
而言，首先气味要能具有让人愉悦

的“香”气，而不能仅仅是药味，这
是与中药本身的本质区别。

中华香文化，如一缕青烟，穿越
千年时光，至今仍熏染着神州大地。
它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又
融合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其“香
药同源”的理念则是将国香的文化价
值与药用价值完美合一，成为中华文
明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位
炎黄子孙享用这一缕馨香。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文化传媒委员会
盟员冤

未来，是无法命名的。如果可
以命名，那就不是未来了。未来电
影学，是一个知识谱系不断延展的
过程，在一种规律性和创新性的博
弈过程之中，丰富它的内涵和外延。

目前，未来已来，已是电影行
业热词，Sora-AI智能生成视频和
全球首部完全由 AI制作的长篇电影
《我们的终结者 2 重制版》的出现，
成为未来电影学的重大事件，其发
展速度和品质等级，超越业界人士
的预期。有学者提出，传统的电影
学知识谱系，需要检讨和更新，每
一位电影人应将自己储存的电影知
识体系，进行除旧迎新的工作。

虚拟技术，将成为电影学知识
谱系的重要板块。需要提倡像熟悉
艺术一样去熟悉技术，否则，未来
将无法顺畅地从事电影工作。难以
预料，虚拟技术会将电影带到什么
地方，或者说下一轮的虚拟技术会
是什么，有什么在等待电影。电影
人须有虚拟技术的相关知识储备，
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行业竞争。

在知识谱系中，包括创意端、
制作端、放映端以及后期消费端，
涉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
以及影游联动，探索未来影像艺术
样式，将是题中之意。具体而言，
文生视频、图生视频、音像生文、
5G、4K 以上、3D、高帧率、高动
态范围、广色域、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均应系统地纳入电影知识
体系。

创意优先还是技术优先，已是

一个伪命题，技术已经成为创意
不可或缺的内容。即使是从事传
统剧本创作，也要有喜马拉雅山
一般高度的科技想象叙事能力，
如果不知道虚拟技术可以产生如
此特效，剧本就不敢去写，或者
根本想不到。

未来电影学知识谱系的一个
重要理念，是确立电影人的虚拟
技术认知，无中生有，无所不能，
无缝对接，是虚拟技术对于电影
的基本属性，将驱动电影进行自
我革命。

未来电影学，将在内容生产
的两端进行延伸，包括前端和后
端，使许多原来不曾获得充分重
视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产业环节以
及新兴行业在电影产业链中不断
“破土而出”，成为未来电影发展
的引擎。

前端延伸，包括对于后电影
产品的设计，或者称为后影院市
场开发，应设置创意工程师岗
位，从策划创意阶段开始，将电
影的相关要素进行 IP 设计，授
权生产厂家生产玩具、服饰、化
妆品等后电影产品，延伸电影产
业链。

目前，好莱坞的票房收入，
仅占行业营收的 20％—30％，其
他全部依靠后影院市场完成。电
影可谓是“浑身都是宝”，成熟的
电影产业不应仅仅依赖于“票
房”，必须发展更多的衍生品以及
版权交易。它不是一种后端的行

为，电影“爆款”才想到进行衍生
品开发，而是前端的设计。

电影知识谱系需要贯彻这样的
理念，即后电影产品与电影产品同
样“值钱”，甚至更为值钱，后电影
产品或者后影院市场，是创编、摄
制、宣发之后的第四个电影产业环
节，是未来电影产业“增值”最大
的“通道”之一，应当培育成为新
兴电影市场。

后端延伸，则是拓展版权交易、
电影保险、文化投融资、电影法务
以及与此相关的项目运营、艺人统
筹、院线管理等领域。从目前实践
来看，优化未来电影的产业结构，
需要形成以跨媒介企业为核心，主
流产品、类型产品、分众产品与分
渠道、分功能产品互补的多元产品
体系，以及网络电影、手机电影、
自媒体影像和其他数字技术作品的
产业化发展，多屏影视版权窗口传
播的有序格局，培育全产业链的跨
国企业，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以及
产业链上下游多模块的业务布局，
实现企业规模化与集团化，培养若
干股票市值具有竞争力的垂直性龙
头企业，完善产业、企业、项目、
科技、人才孵化的政策、金融和保
险体系。这些都是未来电影学知识
谱系的重要内容。

未来电影学，还应有创立新样
式、新片种以及新教育的战略诉求。
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
观众审美文化与此同构，文化艺术
领域产生新片种、新剧种的契机已

然出现。如同历史上“西皮”和“二
黄”产生京剧剧种一样，人工智能、
新媒体与戏剧的结合越来越多，新剧
种已经初现端倪。电影也不逊色，影
游融合、与戏剧结合的实时影像戏
剧，其形态已渐趋完善，还需要不断
磨合。未来电影，在数字技术的加持
之下，会有更为先锋的样式和片种
“呱呱坠地”。

高等电影教育领域，未来电影学
可以尝试在现有高校内部设置虚体
的电影科学院和电影商学院，按照
专业进行合体。电影科学院强调影
视教育的数据化思维以及数智化能
力，积极探索新兴 AI 技术在实践领
域的落地应用与业态创新，再造产
品生产机制以及电影教育环节；电
影商学院致力于影视产业和金融资
本领域的教学研究，包括电影投资
融资、版权交易、私募基金、股权
PE、公司上市、电影节运营、衍生
品、金融、法务以及新开发的产业
环节管理等领域，培育新型电影职
业经理人以及相关商务人才。

理想状态的未来电影学，应是
“理论先于产业”，理论为产业创造概
念、思想和未来。其最终来源于对移
动影像、电影的本质及其信念的认
知，以及不断超越的想象力、无与伦
比的领悟力以及诗和远方的价值观。
它是战略家以及思想家的实践。未来
有无限的魅力，始终是电影发展的最
大动力。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
会主委冤

未来电影学：知识谱系的迭代延展
阴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 厉震林 欧洲绘画史上的印象派已经诞生 150年。岁月轮回，光影依旧，印象

派画家笔下的光影和色彩，依然闪耀着鲜活的生命。
光者，时也，阳也，可谓日月时光，阴晴圆缺；影者，阴也，映也，可

喻视觉冲击，或强或柔。对于绘画而言，光影的描绘、色彩的表现，成就了
一代画家，并成为绘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画派。

1872年，法国的青年画家克劳德·莫奈，在塞纳河出海口的海港城市勒
阿弗尔，画了一幅题为《日出·印象》的油画。作品不大，表现的是港口的
早晨，阳光笼罩下，小船在水中摇荡，光影在空气中闪烁，虚朦的景物产生
的美感让视觉焕然一新。这是莫奈在自然中，对于光影描绘的激情表达，也
是意象表现的典范。当作品送到权威的巴黎学院派沙龙展时，却遭“差评”，
并被嘲讽不过是“印象”而已。殊不料，青年画家们接过“嘲讽”的评价，
把“印象”作为他们的旗号。

朝辉夕阳，岁月匆匆走过，山川河流印下了时代的光影；一批又一批画
家走出画室，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了日月的阴晴雨雪。他们画下了一幅幅改变
历史的画卷，风行一时，蔚然而成“印象”的大气象。在西方的美术史上留
下了一个值得后生借鉴学习的流派———印象派。
印象派画家走出画室，背着画具在山水房舍、教堂街衢，又或街角的一个

石阶边、坡上的几棵橡树之间，支起画架，铺上颜色，在画布上一笔一画表现
自然给予的感受。他们感觉到太阳在头顶慢慢移动，听到从屋檐滴下、打在芭
蕉叶上的雨点，凉风掠过画船、霞光照在草垛，自然是他们绘画的生命。他们
在阳光下散步，追逐自然的光影和色彩，这些是印象派画家的灵魂。

克劳德·莫奈坐在吉维尼花园的莲池边看晨曦，在弯弯的日本桥上画睡
莲；鲁昂大教堂的光影颤动片刻、圣拉查尔火车站蒸气弥漫的瞬息，绘画
理念的变革成就了他的理想。卡米耶·毕沙罗在阳光下走过蓬图瓦兹，在瓦
赞村口表现道路的光线、投影；巴黎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丰富了
他的创作灵感，他的作品一反古典主义陈旧的俗套。

物体反射光线的色彩变化的认知，让印象派画家在光和色彩中认识世
界。阿尔弗雷德·西斯莱的 《枫丹白露河边》 是对自然色彩的第一感觉，
《鲁弗申的雪》捕捉了雪景中的瞬息，减少了物体的细节描写，探求了自然
的奥妙；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游船上的午餐》，活跃着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他们对自然光影、色彩的深刻理解，将绘画史朝前推进一步。

印象主义的理念在对于自然的表现中不断发展。“后期印象派”画家梵
高、高庚、塞尚等人作品中的生动、鲜活、灵性在画室中是难以捕得的。梵
高在阿尔勒画的 《吊桥》《咖啡馆》，还有在奥维尔画的 《小教堂》《麦地》
等，既有平民思想的体现，也有对光影的热烈追求。高庚在塔希提岛画的那
些女人、大树、山水，更是进一步抒发了色彩的情感表达；他的《我们从哪
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在光影、色彩之外将画的寓意上升到了哲学领域。
塞尚的平面、结构理念，又揭示了印象派画家对体积和空间关系的理解；
《桌上的一筐苹果》的物体结构连成优美的构图，《圣维克多山》的结构像
是交响乐中的一曲独奏。梵高、高庚、塞尚在绘画史上承上启下，他们的生
命、灵性，在自然中发扬光大。

印象派的画风影响着世界的艺术发展，印象主义在法国兴起之后，转而
风靡全球。印象派的表现方式传到了美国，美国画坛光影、色彩迭起，进而形成一时风气。
印象派充满了东方的神韵、意象、形式，其精神表达和东方的审美有共通之处。东西方的美
学不约而同的将诗化的意境、情调、人性等，融合在“印象”的广阔天地中。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艺术风起云涌，流派如潮，画坛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
抽象、写意、抽象表现主义等等，一个接一个层出迭起，不断演化。印象主义不再是艺术的
主流，却还是无处不在。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作品中有光，现代派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的画
中有色彩，纳比派画家笔下的色彩有诗化的情调，立体主义有时光的叠映、野兽派的画作有
色彩的激情……美在光影、色彩中彰显魅力。在美的历程中，印象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
不断影响着绘画的潮流。

日月的光影是永恒的，作为精神的慰藉、安抚，光影悄然走进人类的心灵。哪怕太
阳被薄云遮住，光还会透过虚朦的云层照射；哪怕月亮躲进银河，鹊桥下的沙粒会闪烁
在天空。如果没有太阳、月亮，世界将是一片黑暗，而“印象”是摄入心魂、照亮心灵
的光。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冤

七 月 北 海 风
阴 上海大学图书馆馆员 夏明宇

风从北海起来时，将七月的利
剑裹藏在阳光里，借着早晨回港的
颠簸游船，趁着傍晚翻涌的海潮飞
花，徐徐登岸，再回人间。看不见
海风的影子，也看不清七月的模
样，我看到汗珠密匝匝地流动，我
看到肤色一点点地暗淡，北海风总
是不动声色地钻入旅客身子里，它
是南国七月的隐形使者。

北海风起来时，它在潮汐变
幻之间，将自己妩媚多情的身姿，
在朝阳与夕照之间叠映显现。在
游客的尖叫与奔跑中，海风将每
个人紧紧拥抱，还将他们的衣襟
解开头发撩起，这是北海风在七
月里的一场人间苦恋，可是在被
追慕者的眼中，却看不到海风的
影子，只有被海风催生出来的迷
幻风景。

七月的北海边，喧闹着游人
与海水的蜜月盛典，海风将布景
与舞台搭建完毕，就不得不暂别
此地。人海苦恋的幕后导演，不
料沦落为多余的看客，只得孤身
流荡于广袤的古越大地，恰似千

年前流落于此的唐宋名流。从
北国贬逐至柳州，柳柳州身在
百越文身之地，遥望海天愁思
茫茫，被岭树隔断了千里之目，
连乡愁也化作了奢望，在咸涩
黏腻的北海风中，那宛如九回
肠一般的弯曲江水，奔流着诗
人无法言表的哀愁。千年前的
北海风缓缓吹拂南国疆土，诗
人化身为一株他乡之柳，根植
于海风熏蒸的南蛮野地。窜身
瘴海的秦七与黄九，也在南国
海风的摇荡下，长眠于无法逃
离的瘴疠之地。而从儋州九死
一生渡海登临合浦的东坡先生，
却在一蓑烟雨中拖着病躯，吟
啸徐行穿越了南越大地。北海
风与北国文人，一个从海上流
浪至内陆，一个从中原贬谪到
海滨，他们在南疆的偶遇，创
造了跨越千年的苦涩与风华，
前者哺育了一片片绿洲，后者
则书写了咏叹千古的风流传奇。

繁茂的榕树携带着庞大家
族，在轻轻挽留你，椰子树的

挺拔身姿，在默默目送你，五色
斑斓的花果芬芳，在偷偷献祭
你。回望经行处的荒蛮与峥嵘，
你没有屈子怀沙的忧郁断肠，也
没有文士零落的栖迟绝望，原本
是一趟自我放逐的内陆旅行，却
无意间换来了蛮荒大地的万千葱
茏。无心播种无意施恩，你却收
获了满目繁华，但是回到北海嬉
戏浪花，才是北海风梦魂萦绕的
牵挂。

见识过天涯碧色与人间沧桑的
北海风，不再只是喜好捉弄海潮的
弄潮儿，抑或抚弄游客发梢的无聊
隐士。北海风从合浦走过，珠还合
浦的人间喜剧，激励它奋然潜入水
底，用柔软的身子把海蚌唤醒，呵
护明珠在温热的海水中孕育生长。
万物苍生从合浦走过，沐浴北海
风，怀想合浦珠，在此体验到沧桑
旅程的辗转与圆合。

我在七月北海风里穿行而过，
亲吻着海风的失意与咸涩，体贴
着流放文人的惆怅与忧伤。我从
北海走过，在汹涌的人海中，看

到了黧黑的脸与粗粝的汗，在凉帽
与面纱的掩映中，瘴海蛮荒与古越
族裔恍惚叠映。我从合浦走过，看
到街市上莹洁圆润的串串珍珠，好
似一篇篇等候赏读的圆合故事。我
从海边的银滩走过，未曾邂逅海蚌
怀沙的动人海景，却又无法忘情蚌
病成珠的磨难与荣耀。我在七月里
的炎炎行旅，注定只是北海风中的
一场苦涩相遇，而珠还合浦的圆合
与期待，只能寄意于海风的馈赠与
传情。

七月北海风，从海洋吹起，从
远古吹起，在古木繁荫中落脚，在
合浦明珠里绽放。七月北海风，游
客不曾看到你的身影，你却把每个
人紧紧拥抱，世间真正的痴情绝恋，
从来都是有形者在台上表演，而无
形者则只能在台下观望，有形而无
形，无我又忘我。行经北海古越之
地，注定是一场难以回归与重逢的
陷溺，珠还合浦的圆合祈愿，不正
是古人身陷蛮荒绝境时，对于残损
人生与生死苦恋的寄托与超越么？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冤

“从上海出发———百年中国油画掠影”
展览正在展出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 （上海） 第二家
文化教育基地在刘海粟美术馆揭牌。刘海
粟美术馆是我国首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省
市级国家美术馆，是集收藏保管、学术研
究、展览陈列、教育推广、文化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博物馆。原址于1995
年 3 月 16 日建成并开放。现址位于长宁区
海粟绿地内，于 2016年 8月 16日重新对外
开放。

刘海粟美术馆立足自身定位和馆藏特
色，坚持学术引领，以传承刘海粟艺术精
神、凝聚青年力量、秉持创新理念、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为宗旨，以国际化视野和开
放共享的办馆思想为依托，积极打造新时
代具有自我特色的美术馆，努力成为全国
一流、世界知名的国家重点美术馆。

7 月 19 日 ~10 月 15 日，“从上海出
发———百年中国油画掠影”展览正在馆内
火热举办中。展览是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油画作品展”的延伸，也是上海
主要美术机构在上海“大美术馆计划”推
动下首次创新合作办展模式。该展首次从
上海视角出发，回望乃至全面梳理了百年
中国油画史，以上海叙事来展现中国百年
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道路探索和辉煌成就，
通过呈现从清末至 21 世纪中国油画前辈的
作品和详实史料，向中国油画先驱致敬。

作为民盟文化教育基地，刘海粟美术
馆将为民盟组织参观提供专业服务，欢迎
广大盟员踊跃前往观展。

责任编辑 黄嘉乐 xcb@shminm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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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药同源”的中华香文化
阴 叶新闻晨报曳 物候日志专栏作者 岳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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