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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丝绸之路”上的背包客
□齐英华

  回望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对丝绸总
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次经过中国柳疃
丝绸文化博物馆，都会驻足，凝望。翻开贾
平凹题写书名、张葆海作的长篇小说《大绸
商》，“陷入”阎、亓、李等丝绸产业家族
分分合合的商业竞争和矛盾纠葛中……一部
中国丝绸之乡的发展史、一部海上丝绸之路
的血泪史、一部红色丝绸之路的开拓史赫然
展现于眼前，小说凝聚的情感共鸣，竟让我
无法自拔。
  以“柳绸”为代表的昌邑丝织业源远流
长，产生于周代，自清初逐步兴盛。“柳
绸”是用野生柞茧缫丝后织出的，具有“轻
薄如纸、柔软如绵、坚固耐穿、出汗不沾”
的特性，柳疃及周边村庄织机总数达到两万
多台，除有大量个体织绸户外，拥有20台织
机以上的商号就有67家，有“日上市3600匹
神绸”之说；嘉庆年间，“柳绸”走向世
界，融入“丝绸之路”，年出口柞绸60万
匹，使昌邑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
一；道光年间，外地商人争相销售“柳
绸”，柳疃街有商号100余家，清末以前，
昌邑在京绸布业商号100余家，约占北京全
部绸布业商号的三分之一。1933年，柳疃丝

绸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纪念世界博览会上
荣获金奖。
  小说以昌邑悠久的丝绸文化为背景，讲
述了国运动荡、民运多舛的清末民初，中国
经济与丝绸市场的动荡、人物命运的浮沉。
阎立信、李维善、亓学文等人的奋斗史，浓
缩了昌邑丝绸业的发展历史，映射着清末民
初的时代背景下，昌邑绸商自力更生、吃苦
耐劳、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人
生态度，他们以诚信为天、开放包容、敢于
担 当 的 博 大 胸 襟 ， 写 下 浓 墨 重 彩 的
“大”字。
  坚持着诚信之道的内在精神价值尺度。
“诚信”二字包含在阎氏父子的名字中，写
在“天有信”的招牌上、“诚信德昭”的牌
匾上，更刻在昌邑人的骨子里。面对洋布带
来的产业危机，阎立信联合绸商以低于成本
价的价格出售柳绸，巧妙化解矛盾，维护民
族品牌，“要让更多人知道咱柳疃丝绸的与
众不同，打出咱自己的名号”“做生意赚钱
不假，可不能赚黑心钱”“赚的是天道”；
召集收茧时定好价格，不受市场影响，先付
定金以保障茧农利益。阎立信这些事能做
成，靠的就是诚信，他宁亏自己不亏他人，
公开阎家独门纺织技艺、印染方子，教会胶
东人从煮茧到纺织的每一道制作工序；面对
掺假风导致的柳绸销售危机，坚持以质量为
本，靠诚信苦心经营。
  以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融入“丝绸之
路”。昌邑绸商做买卖都是拿命在拼，吃苦
耐劳有闯劲，背着“绸包”上北洋、下南
洋、闯东洋、走西域，用一匹丝绸丈量四
方，“背包客的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
柳疃丝绸”。小说中，阎立信重走古老“丝
绸之路”，拓展销路，驼铃声声，昌邑绸商

闯出了一条深厚、宽阔、温暖的丝绸之路，
织就一城繁华。小说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王
尽美、邓恩铭等早期共产党人在爱国绸商的
掩护和配合下，巧妙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安全
回到苏联，开辟通往苏联的“红色丝绸之
路”的故事。从此，党组织依托这条红色丝
路来往于中苏之间；共产国际通过这条红色
丝路向军阀控制下的中国传递着先进思想和
工作部署，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新中
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将个体命运缝合进时代，弘扬家国情
怀。“天有信”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良心商家，
在家乡搞技术革新，织花绸，卖到西洋，“不
打算赚中国人的钱”；在上海，与洋行展开
拉锯战，控制进口洋布、支持本土纺织业；
在东北，使用制钱应对日本人掺假的银子，
保护昌邑丝绸，并砍了东北的柞树。“九一
八”事变爆发，爱国绸商得知柳疃丝绸是日
军战机内饰和飞行员、坦克手军装的里衬
时，指导茧农往蚕茧上掺浆，使织出的绸布
变脆弱，他们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一面与
敌特巧妙周旋，一面烧掉库存的全部丝绸、
炸毁工厂机器，彻底断了日本人的恶念，
“对国家、对民族的忠义，也是生意人的责
任和担当”。在柳疃，绸商们积极动员捐献钱
物，支持抗战，阎立信成为昌邑党组织的得
力助手，弥留之际将财产和枪支悉数交给党
组织……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一部《大绸商》，铺展开一幅宏大的叙
事图景，构建了一个无数昌邑人精神意义上
的家园，共同探寻诚信立业、勇毅前行、爱
国奉献的精神力量——— “一代代昌邑人，背
着包袱开疆拓土靠的是什么，除了‘诚信’
二字，不就是凭着吃苦耐劳的闯劲和开放包
容的家国情怀吗！”

一曲壮词唱到今
□李风玲

  大年初一，拜完年就直奔影院，为了
《满江红》。近三个小时的观影，老谋子果
然没让人失望。尤其是影片的后半段，高燃
的剧情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部电
影，真的不仅是悬疑剧和喜剧，更是民族大
义和家国情怀。
  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
年，宰相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不料会谈前
夜，金国使者被刺死在宰相驻地，随身携带
的密信也不翼而飞。一时之间危机四伏，各
方势力暗流涌动。小兵张大和亲兵营副统领
孙均也被裹挟进这巨大的阴谋之中。宰相秦
桧为寻得密信，命二人在一个时辰之内抓到
凶手。而其后电影的时长，也恰巧是两个小
时多一点，与电影中二人破案的时间差不
多。银幕内外，趋于同步，观众跟着紧锣密
鼓的剧情，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除却情节的紧张，影片的结构也很精
巧。凡是起承转合之处，都以豫剧经典唱段
与摇滚“混搭”作配乐，《探阴山》《包公
辞朝》《穆桂英挂帅》等经典的唱段，伴随
着人物出场的脚步营造出了冷峻高亢超级炸
裂的效果与氛围。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宰
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
马车夫刘喜、桃丫头等人物悉数登场，一时
之间正邪难辨，局中还有局、案中还有案，
真的是层峦叠嶂，迷雾重重。但随着剧情的
起伏，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片名
的《满江红》体现在哪里呢？电影以此为题
的意义何在？毕竟故事一直在围绕着秦桧与
金人的勾连讲述，此时的岳飞已经被害四
年，他的一切似乎都在那个世界上没有了
踪迹。

  但，当小兵张大背上的
“精忠报国”四字出现时，电
影走向了第一次高潮。原来不
只岳飞的背上，整个岳家军的
背上都刺有“精忠报国”。激
昂的音乐中，观众们所看到的
不再是一个叫张大的小人物的
命运，而是波澜壮阔的家国情
怀。曾经随波逐流游走在正邪
之间的孙均也正是在看到张大
背上这四个字的时候，才不再
犹疑、坚定了信念。随着剧情
的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我恍
然明白张大等人前赴后继不惜
舍命也要接近秦桧，并不是为
了要杀害秦桧，而是想要得到
岳飞遗言。
  岳飞遗言？！影院里的我
忽然灵光一闪，明白了《满江
红》的主旨所在。岳飞被杀前夜，奸臣秦桧
曾前往岳飞牢房，亲眼见过岳飞绝笔。岳飞
死后，绝笔被秦桧刮掉，世人无从得见。而
此篇绝笔，就是号称“一词压两宋”的《满
江红》。张艺谋就是张艺谋，他不慌不忙娓
娓道来，他循序渐进蓄势待发，就是为了这
首《满江红》。影片结尾，雷佳音饰演的秦
桧被孙均胁迫到城楼之上，背诵岳飞遗言，
并且下令：“全军复诵！”就是这个全军复
诵，将影片推向了最高潮，也将《满江红》
的主题演绎得水到渠成、石破天惊！
  此时，又一个问题涌上心头，一代奸
臣，怎么会把岳飞遗言朗诵得如此铁骨铮
铮、浩然正气？剧情再次反转，朗诵《满江

红》的人竟是秦桧的替身。岳飞被杀前夜，
去往风波亭探监岳飞的亦是秦桧的替身。他
看见了岳飞遗言并将其背熟于心，随后下令
铲除牢房墙上的文字。四年之后，他终于能
一吐块垒，将英雄的遗言昭告天下。影片的
最后，真正的秦桧被逼了出来，但孙均并没
有杀掉他。正如孙均所说，秦桧的奸与恶，
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岳飞的忠与善，和他的《满江红》一起，百
世流芳，永远为后人敬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
了，他还活着。”一首《满江红》，让岳飞
和岳飞的故事传颂千古。满腔英雄报国志，
一曲壮词唱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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