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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觉起来一看，才知我国首
部以麋鹿为主角，关注儿童及青
少年心理问题的治愈电影《奔跑
吧，麋鹿》在荆州首映，9月 5日在
全国公映。

电影讲述一个关于“成长与救
赎”的温情故事。影片中，一位小
女孩在一次车祸中目睹父亲离世
后，患上严重的“创伤应急障碍”，
开始自我封闭，却又时常受刺激产
生严重“创伤应急反应”，令她和家
人十分苦恼。一次与麋鹿的偶遇，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为什么呢？

新鲜治疗
乐不思蜀，这虽是一个负面故

事，仍特别说明新鲜环境的作用。
刘禅被魏国大将邓艾俘获，送往都
城洛阳居住，被封为安乐公，过上
了舒适的生活；安排了蜀地的歌舞
表演，使他不再想念自己的蜀国。
晋王司马昭见状，感叹“一个人竟
糊涂到这等程度，真是不可思议。
如此看来，即使诸葛亮还活着，也
不能保住他的江山”。愚昧的人，
乐不思蜀，忘了自己的祖国；那么，
聪明的人自然会忘记“创伤应急障
碍”“创伤应急反应”吧。

自然治疗
电影在石首长江故道取景，故

道即老道，裁弯取直，剩下的弯道
即故道。亲爱的朋友们呐，那“裁
取”绝不是当今帮柬埔寨修扶南运
河那么轻松啊。那是1973年秋冬，
荆州人民原始劳作，一锹一锹挖，一
箢箕一箢箕挑出来的呀；后一只脚
刚刚吃力地拔出来，前一只脚又不
由自主地陷进淤泥里去了……

原来刺勒川“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倘偌你
到肥美的江汉平原石首长江故道，
到电影《奔跑吧，麋鹿》拍摄地去
看，去欣赏，去感受，恐怕就相当于
疗养了。故道的草绿茵茵的、厚褥
褥的，像棉被，风很难吹动它。稀一
些的，就能“风吹草低见麋鹿”：角像
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
整个来看，又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所
以中国古人古书叫它“四不像”。看
到这奇妙美景，她怎会不痊愈？

动物治疗
荆楚民谚“人畜都一般”。世

间一切真奇妙。无论是自然界，
还是“秘镜之眼”，你会意外地发
现，会欣欣然捕捉到小品文素材：
暴雨突来，为护小鸡，母鸡赶忙就
地张开翅膀，嘴里不停地“国国
国”呼唤她的儿赶快来，护住她所
有小鸡，而她自己宁可淋成落汤
鸡；为护小鸡，母鸡甚至敢与苍鹰
拚命；这都凸显母爱的伟大。鸭
子自己吃食，看见鱼在旁边游，竟
给鱼喂食；小狗带小鸡；这都辩证
说明，动物的友爱居然跨界。小
女孩在石首长江故道相遇麋鹿，
又有好心人热心人帮助，她怎会
不痊愈？

心理治疗
在荆州看了首映后，有一个观

众说，“结果，宝子们，我真的被这
部电影治愈了。”

有人故作姿态说“电视是白痴
的灯笼”。荆楚民谚说，天干无露
水，年老无人情。我已早过古稀，
看不懂电影，特喜欢看抗战连续
剧，看到胜利，就哈哈大笑；看到失
败，就痛哭流涕，还埋怨，甚至痛骂
小鬼子……不是情节带我走，而是
我已经成为其中一员，与之共存
亡。所以在电脑上写作以后，感觉
头昏脑涨、眼花缭乱，可抗战剧一
打开，就进入另一个世界，就神清
气爽了，情趣盎然了。

现代电影追求适合青少年口
味，追求票房；这部麋鹿电影竟
能有如此效果，“我真的被这部
电影治愈了”，那就真的有点功
标青史了。

中国一级作家晓苏，2008 年
在荆州讲座，说文学创作要注重

“形式主义原则”，即表现形式。在
古多说教、现多娱乐的“形式主义”
中，电影《奔跑吧，麋鹿》，却在一
次与麋鹿的偶遇中，居然改变了

“创伤应急障碍”“创伤应急反应”
这一切；突出自然动物的作用，可
能是“形式主义”的又一创新吧；
实现了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达到
了今人追求的最美妙境界——“天
人合一”。

近期火热上映的电影《奔跑
吧，麋鹿》，讲述的是一个患有“创
伤应激障碍”女孩刘欣，在麋鹿基
地和麋鹿朝夕相处，感受到爱的力
量，终于敞开心扉，逐渐阳光开朗
起来的故事，整部影片充满了爱的
元素与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荆楚大地也曾有过经典的电
影，如《洪湖赤卫队》，影片中洪湖
的美景、扣人心弦的革命故事，以
及优美动听的歌曲，都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老一辈怀念经典电
影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直《洪
湖赤卫队》。

2003年，《长安三万里》这部电
影也很火。影片以盛唐为背景，讲
述的是安史之乱后长安因战争而
陷入混乱，身处乱局中的高适回忆
自己与李白的过往故事。这是一
部很文艺范的电影，主人公是诗仙
李白，讲述人是唐朝唯一封侯的诗
人高适，唐朝中期名臣、边塞诗人。

《长安三万里》在传统文化的深
度挖掘中，突出了“诗和远方”这一
宏大主题，旅途的艰辛与离别的辛
酸，在壮丽山河的衬托下，让人更深
刻地感受到了友谊的深厚与珍贵。

其实这部电影有点高大上，应
该是部曲高和寡的电影，典型的阳
春白雪，可为什么普通的下里巴人
也对此津津乐道呢？

究其因，就是电影将唐诗与现
实联系了起来，给了观众直接的观
感。以前，我们熟读的唐诗，是遥
远的唐诗，是三万里的唐诗，没有
唐诗即时写出来的经历与感受，没
有亲历那样的场景。看了电影，便
有了在场的感受，有了亲历的感
受，激发出了同感，引起了强烈的
共鸣，自然带来了身心的震撼，一

下就拉近诗人与观众的距离，三万
时的唐诗，立马成了眼前的唐诗。

同样，对于“创伤应激障碍”是
种什么样的病，不是专业医护人
士，估计很难有人对此做出专业的
解释，至于麋鹿，估计很多人也就
在动物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鹿，麋
鹿还真不一定见到过。《奔跑吧，麋
鹿》，要将这两种观众并不熟悉的
元素，通过观众最熟悉的爱这种元
素，做为纽带联系起来展示给观
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奔跑吧，麋鹿》的成功给我们
影视创作者、荆楚文化工作者很大
的启示。荆楚大地具有许多优秀
的题材值得大书特书：历史悠久的
楚文化，楚国八百年二十代楚王定
都荆州四百年，问鼎中原、一鸣惊
人等经典故事传唱至今，屈原的
《离骚》及爱国主义精神从荆楚大
地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这其中有
多少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
去展示！让这些故纸堆中的故事，
鲜活地展现于我们眼前，让我们在
观看楚文化故事的同时，真切地感
受到楚文化的伟大！

还有三国文化。闻听三国事，
每欲到荆州。一部一百二十回的
《三国演义》，就有七十二回提到荆
州，许多经典故事，就发生在荆
州。例如刘备借荆州，吴国周瑜、
鲁肃、吕蒙、陆逊前赴后继讨还荆
州，关公大意失荆州等等，其中的
诚信、忠义、智勇等众多元素，都可
以通过这些故事展示出来，让我们
在观看三国故事的同时，感受当时
当地荆州的风土人情、荆州人的人
文情怀、家国情怀。

全国几大博物馆在讲述博物
馆中的国宝级文物时，为了让文物

活起来，有一个“前世今生”的节
目。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件
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静静
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承载着文明
的记忆。这个节目很好地让这些
文物活了起来。

荆楚大地如此众多的文物、故
事如何活起来，就需要有类似于
《奔跑吧，麋鹿》这样的影视作品，
将文物、人物、动物、故事、诚信、忠
义、智勇、友爱等众多元素联系起
来，直观地展现给观众，让楚文化
不再是三千年遥远的楚文化而是
眼前的楚文化，让三国故事不再是
《三国演义》经典名著中的故事，而
是展现于我们眼前的故事。

近期《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
上线，中国神话惊艳全球，让荆州
火了一把，因其作者冯骥是荆州
人。这款游戏能火，是作者凭空创
造与想像的吗？是，确实要靠作者
发挥自己的创造与想像。但又不
全是，西游故事众所周知，悟空更
是众多小孩童年的记忆，作者只不
过是对西游中的主人公悟空进行
了深度的挖掘与想像，才创作出此
款火遍全球的游戏。

总之，《奔跑吧，麋鹿》《洪湖赤
卫队》《长安三万里》《黑神话：悟
空》能够火起来，背后都有其深刻
的道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
是将遥远的甚至是想像中的场景、
事件、人物，让其鲜活地展现于观
众的眼前，拉近彼此的距离，就能
产生共鸣，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也许就是我们荆楚影视工
作者、文化工作者、文物旅游工作
者的历史使命。

楚天有爱，经久不衰。奔跑
吧，荆州！

奔跑吧，荆州！
——观电影《奔跑吧，麋鹿》有感

□ 杨良成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韵味与
故事，荆州，更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吸引着世界的目
光。电影《奔跑吧，麋鹿》以荆州石首
天鹅洲为背景，生动展现了这片土地
的美丽与神奇，成为荆州对外宣传的
一张亮丽名片。

本次专题，旨在从不同角度深入
挖掘《奔跑吧，麋鹿》对荆州文化传播
与推介的积极作用。文章有聚焦于
电影对荆州自然景观的呈现，有的探
讨影片如何融入荆州的历史文化元
素，还有的则分析电影对荆州旅游产
业的带动作用。每一篇文章都饱含
深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荆州的热爱
与自豪。

我们相信，通过《奔跑吧，麋鹿》
这部电影，更多的人将会了解到荆州
的魅力，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
蕴与自然之美。同时，我们也期待
荆州能够继续以文化为推手，不断
创新宣传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荆州、
爱上荆州，共同书写荆州更加辉煌
的未来篇章。

《奔跑吧，麋鹿》，为什么会引
起比较广泛地关注呢？毫无疑问，
关键在于抓住了“最荆州”的文化
内核——麋鹿。

麋鹿，于荆州，于中国，都具有
标签式的独特性。《墨子》记载，“荆
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在春秋
战国时期，以楚国国都纪南城为中
心的云梦古泽，盛产麋鹿。《中国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指出，湖
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及荆江故道一
带麋鹿野生种群达到 2300 多头，
已形成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全球
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范例”。

如今，各地都在讲述“中国故
事”中努力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我
们要讲出不一样的精彩故事，就必
须挖掘出“最荆州”的故事。所谓

“最荆州”，就是荆州在全国独一无
二的、唯一的拥有。这让我想到最
近火得一塌糊涂的中国首款3A游
戏《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
的火爆，神秘东方文化是其中最重
要的因素。荆州人的兴奋，是因为
这是以荆州人为主创的游戏；荆州
人的遗憾，则是游戏中并没有植入
荆州场景。原因显而易见，荆州的
历史建筑中没有符合游戏中东方魔
幻世界的场景。换言之，哪怕主创
人员是荆州人，哪怕他非常想植入
荆州历史文化，但毕竟悟空的西天
之行与荆州没啥关联，且荆州并没
有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古建
筑。可谓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奔跑吧，麋鹿》就不一样，麋
鹿目前并非荆州所独有，但奔跑的
野生麋鹿种群，荆州却是世界上最
大的。西汉史学家刘向《说苑·杂
言》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荆楚大地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的盛景。《战
国策》《汉书》等历史文献也都记载
了楚国盛产麋鹿。周礼中，鹿是王
权象征，后世常常以鹿喻为王权。
于是，荆州博物馆里不仅陈列着代
表王权的鹿王玉印玺，还有大量仅
仅只有楚墓中特有的头插巨型麋
鹿角的镇墓兽。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1978年从荆州天星观一号楚
墓出土的“镇墓兽”，高达170厘米，
背向的双头曲颈相连，颈下端合而
为一，插入覆斗状的方形底座正
中。两只兽头雕成变形龙面，巨眼
圆睁，长舌伸至颈部，两头各插一
对巨型鹿角，四只鹿角枝节盘错，
转侧变幻，意象奇异，抽象形式意
味极其浓厚。用华南师范大学美
术系教授皮道坚的话来说，这件镇
墓兽“最为壮观”。

这些“最荆州”的特色文化，最
能拨动荆州人的心弦，也吸引了那

些不知麋鹿为何物人们的眼球。
电影《奔跑吧，麋鹿》生动演绎了长
江故道天鹅洲里，人与动物和谐共
生的生态图景，是集时代意义与地
域特征于一体的优秀文艺作品。

电影《奔跑吧，麋鹿》，讲述了
因车祸丧父的小女孩如何在逆境
中寻找自我、重拾希望的故事，通
过她与麋鹿之间的奇遇，赞颂了大
自然中原始生命力的顽强与韧
性。电影以长江麋鹿栖息地石首
天鹅洲为主要取景地，以灵动的、

“最荆州”珍奇动物麋鹿为背景，为
讲好长江生态文化蝶变的故事创
造了非常有利条件。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文化，
是荆州文化的魂、是荆州的骄傲；
但荆州地域文化，既姓“楚”更姓

“荆”，更应该突出“荆”字。这让我
想起了荆州曾向演员曾黎颁发过

“楚文化推广大使”证书。这个证
书的造型，为楚国文物“鄂君启
节”，是楚怀王时期楚王给受封于
鄂城的鄂君启颁发的水、陆通行符
节。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鄂君启
节”是楚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珍贵
文物，也许也是出自纪南城，但毕
竟不是从荆州出土的。也就是说，
并非“最荆州”的楚国文物。

其实，楚文化并非仅仅只是荆
州独有的历史文化，荆州的楚文化
节，仅扣住楚文化是不够，而是要
讲好“最荆州”的楚文化故事，紧紧
抓住“楚国最强盛时期”这一历史
阶段，演绎好“都城所在地”发生的
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经
典传奇故事。如果“捡到篮子里都
是菜”，那就很有可能用荆州舞台
唱别人的戏，看似紧扣了楚文化的
主题，却是在帮别人吆喝。再举个
例子，青铜与丝绸都属于楚文化六
大支柱之一，但荆州马山一号楚墓
出土的战国丝绸，才是“最荆州”
的；铜绿山讲的，则是“最黄石”的
中国故事。这里，就有一个侧重点

的选择问题。
两年来，俗称“电影节”的央视

6频道大数据M榜盛典在荆州连续
举办，为荆州赚足了人气。但是

“电影节”与荆州有什么关联？光
鲜的明星效应之后，“电影节”还能
为荆州留下什么？我们是不是可
以开动脑筋，多多思考思考，怎样
用“最荆州的故事”为“电影节”增
光添彩，让“电影节”讲好“最荆州”
的故事，从而成为引爆荆州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的引擎，为荆州留下永
久的“财富”——以电影文化为核
心内容的文化旅游产业。

不过，讲好“最荆州”的中国故
事，说来简单，真要做到则不容
易。首先，要弄清“家底”。可以将
我们自认为最独特、最经典、最有
活力的“两个文明”，放在全国范围
去检索、比较，甚至认证或申报其

“中国之最”的资格。其次，要精心
策划。用政府采购、课题征集的方
式，借智发力，将“最荆州”的文化
旅游资源转化成一个个可以实施
的具体项目。在此基础上，组织专
班，强力推动项目落地。可以用项
目进行招商，也可以由政府投资平
台直接将不同历史阶段和表现不
同文化场景的村庄、街巷与建筑等
打造成电影外景拍摄地；对荆州博
物馆20万件文物进行梳理，根据春
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古人衣食住行
的实物，为不同的剧组提供不同历
史剧目的道具服务。以上两项，可
以在“电影节”举办期间组织专场
推介活动，甚至可以搭建一个电影
道具交易市场，主营先秦和秦汉时
期电影（电视剧）道具，借助电影频
道的号召力，向参加盛典的电影人
进行推介，并在线上展示和交易。

总之，通过楚文化节和“电影节”
等活动，以及电视、电视、戏剧等文学
艺术，下气力讲好“最荆州”的中国故
事，真正推进荆州实现从文化资源大
市向文化旅游强市的转变。

讲好讲好““最荆州最荆州””的中国故事的中国故事
——从电影《奔跑吧，麋鹿》说开去

□ 张卫平

展人性之美，与自然共生。电影《奔跑吧，麋鹿》9月5
日正式在全国上映。9月 3日，全国（荆州）首映礼在凯乐
剧院举行。长江麋鹿栖息地——石首天鹅洲作为取景地，
再一次享誉中外，成为游客打卡地。

长江故道边，彰显绿色和谐灵秀，展示生态文化蝶
变。这部荆州本土题材的电影，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以
小人物揭示新时代，聚焦长江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话题。该电影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
部重点指导，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文旅集团石首公司、长
江电影集团、石首博雅城投、长江云新媒体集团、荆州市传
媒集团等单位出品。

石首有麋鹿，栖息天鹅洲。“《诗经》上说的“呦呦鹿
鸣”，就是麋鹿空灵的叫声。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麋鹿产仔季，共有498头小鹿出生，创历史新高。据统
计，截至目前，湖北石首麋鹿数量已增至3800多头，种群
规模全国最大，其中保护区内有2400余头、保护区周边有
1400多头。

麋鹿是中国特有物种，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麋
鹿是偶蹄目鹿科麋鹿属的哺乳动物，因为头似马，尾似
驴，蹄似牛，角似鹿，又被称为“四不像”，是鹿科动物中尾
最长的种类。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在湖北、北京、江苏
等地建起麋鹿保护地，助其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等栖息故
地重建家园。

湖北是一幅美丽的画，也是一座丰饶的园。荆楚大地
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麋鹿成群，生态美景世人瞩目。

荆州借天时地利人和之机，在长江大保护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中勇于担当，不遗余力，1991年 11月，湖北省
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
积 1567 公顷，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3 年 11 月 3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
录（第一批）》，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麋鹿重要栖息地
入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
成功范例”。

发挥长江故道优势，全力保护麋鹿栖息、繁衍、野性、
科学生长，石首以野生麋鹿种群及其自然环境就地保护为
核心，实现保护区资源管护、科学研究和科普宣教相结合，
将保护区建成融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生态旅游、自然资源

有效保护为一体，管理水平达国内领先水平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示范自然保护区。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坚持跟踪观察，记
下麋鹿每天的点滴，守护着麋鹿种群从最早的64头发展壮大至今。麋鹿
灵动的身影与周边的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

拓展文旅优势，在保护中开发景区，扩大天鹅洲知名度，吸引游客前来
观赏，体验长江奔腾之势，展现石首生态之美，让麋鹿之乡闻名中外。满足
人们对回归自然、欣赏美景、享受原野风光和自然地域文化的需求，让游客
愿意来、看得美、玩得好。来天鹅洲观赏麋鹿的游客络绎不绝。《湖北省旅
游总体规划》已将天鹅洲列为湖北省十二大特色精品旅游区之一，2006年
又被中国旅游营销年会授予为“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

万里长江，美在荆江。荆州肩负长江大保护重任，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发展路径，483公里的荆江河段全线发动，共同做好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唱响荆江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保护
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荆州不负
众望，奋力前行。近年来，荆州已清理、取缔非法码头340处，腾退长江岸
线52千米……荆州以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的楚人精神，谱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亲“麋”无间，一“鹿”同行。同饮一江水，共护长江美。电影《奔跑吧，
麋鹿》上映正当时，开学季，抒发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心理的人文情怀，上
一堂生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课。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寓教
于乐，潜移默化，电影的现实意义就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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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麋鹿天人合一
□ 肖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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