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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从默默无
闻的小网剧到提名戛纳电视剧节，
再一步步走到央视，如今，其火爆程
度似乎令人惊奇，然而细细想来，它
的成功又存在着必然。许多观众看
后感慨道：“我的心先于我抵达阿勒
泰。”这片坐落于北疆之北的人间仙
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心灵的故
乡”。没有人不想去阿勒泰，茫茫苍
穹下，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那
里有巍峨入云的雪山，有清澈寂静
的湖泊，有满山遍野的野花，还有成
群结队的牛羊……那里山峦叠翠、
流水潺潺，四季转场之间，是无与伦
比的北疆风光。仅仅如此吗？不。
除了美景，阿勒泰所承载的还有耀
眼的人性之光、松弛舒适的生活态
度、自由肆意的灵魂释放。海德格
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然而人要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
上？其实就在于我们体味了自然的
真，读懂了人性的善，进而领悟到生
活的美。那么就这个意义而言，每
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阿勒泰。

诗意的自然之真

自然之真在哪？宗白华说：“从
细雨下，点碎落花声。从微风里，飘
来流水音。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
的孤星。”可见，细微之处见真章。
《我的阿勒泰》中多次用航拍全景镜
头表现转场途中人与雪山草甸、森
林溪流融为一体、和睦共处的美丽
画卷，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让观众
忍不住心生向往。编剧滕丛丛说：

“在这样一个天大地大的地方，人是
很渺小的，所以会敬畏自然，在这样的环境里，
很多琐事都真的不算什么了。”因此，剧中经常
用到大而全的远景，阿勒泰的天地是广阔的，天
空是浓烈的蓝，白云是鱼鳞般整整齐齐的，草地
碧绿而厚实。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悠哉地躺下
睡觉，或是漫无目的地散步。

同时，剧中展现的阿勒泰的美并非仅仅浮
于表面，而是厚重的、磅礴的。曾经跟随阿勒泰
牧民转场的记者费鸥南说：“阿勒泰既有诗情画
意，也有自然的严酷、生活的艰辛。”因此，剧版
《我的阿勒泰》开篇并没有急于渲染北疆壮美辽
阔的自然景观，而是用一组镜头描绘出李文秀
的居住环境与生活状态，并配以她温和的旁白：

“天晴无风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
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通向院
门。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然而挖了两
三米就没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
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一种
难以名状的感觉，悲壮而苍茫、静谧而古朴，那
种人与自然的情感链接自然而然地上演。

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往往坐落于一个更大
的参考系之间，比如，世界、宇宙、洪荒，使得这
里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了某种永恒
性。当人将自己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油然而
生出渺小感与敬畏感，体会到苍茫辽阔的北疆
大地所带来的灵魂震颤。然而在宏大之下，风
景则是具体的，甚至具有某种细致而微的美感，
是风，是雨，是溪谷，是桦树林……在她的笔下

“有一株掌状叶片的植物，簇拥在水边潮湿的沼
泽里，叶子又大又美，色泽浅淡娇嫩，团团裹围
着中间一支抽出的箭杆。”而剧中的阿勒泰同样
是荒凉与美丽的统一。无数具体的美丽的事
物，构成了阿勒泰宏阔的荒芜的风景。在影视
作品直观的视觉冲击下，更令观众对阿勒泰独
特而具有生命力的自然之境心向往之。

诗意的人性之善

人性之善既源于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与返
乡文学少女李文秀的真挚爱情，源于母亲达观
的生活态度，也源于村民的群像、淳朴的民风。
《我的阿勒泰》将原著“对生活的本能的热情”化
为一种影像奇观：文秀、巴太年轻时候懵懂的
爱，苏力坦大叔对传统与变革的纠结，托肯、张
凤侠等一众女性形象，每个人都在阿勒泰这片
土地上找到了生命的答案，这里是文秀的阿勒
泰，是巴太的阿勒泰，更是每个人的阿勒泰。

妈妈张凤侠的形象尤为突出，“妈妈”在李
娟的原著中同样被多次书写，李娟说：“她是一
个很童真的人，童真、善良、有趣。”其实李娟祖
孙三代生活上过得很粗糙，虽然母亲在物质上
给不了女儿太多，写作更帮不上什么忙，性格也
大大咧咧的，但精神上是女儿的依靠，她会对女
儿李文秀说：“你看看这个草原的树啊，草啊，有
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那要是没有人用，它
就待在草原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也没有在
发现奶奶丢了后歇斯底里地责备女儿，而是简
单询问之后去找奶奶了，过后也没责备文秀，反

而安慰，没事儿，奶奶经常走丢之类
的话。还会在半夜床塌了后，面对女
儿的惊呼说一句：“又不是天塌了。”翻
身继续睡觉。这样情绪稳定，没有大
嚷大吵、遇事迅速解决的母亲形象，
触动了多少观众的心。张凤侠是个
骨子里乐观勇敢坚强的女性，草原每
个人都是如此的坚韧而温暖，他们之
间也许产生过矛盾，但大家都能相互
理解与尊重，处处透着美好与真挚。
剧中还有一些引人发笑的场景，张凤
侠家中的电视因为信号不好沦为了
摆设，她便用石头砌出了一台“电视”，
为奶奶口播电视节目，一群人围成一
圈煞有介事地观看。这是原著中没
有的段落，但苦中作乐的精神却与原
著一脉相承。这种适时抖落出生活
的艰难的片段，是一种夹杂着淡淡忧
伤的淡淡幽默，然而大家却用乐观和
温暖装点着生活。这不正是一种很
可贵、很美好的人性的东西吗？

这样一部温柔的电视剧，像一个
慈爱的母亲，轻轻抚摸着远在他乡受
伤的孩子，低声细语地说着，你不必成
为谁，你不必向往谁，你只需要是你自
己，想爱就爱，想一个人就一个人，你
可以精彩绝伦，你也可以平凡无趣。
以人性之善安慰着每一个找不到心
灵归途的旅人。

诗意的生活之美

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快
节奏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寻找“诗与远
方”的过程，往往也是探究真实自我的
途径。文学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就
在于它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

纷杂，忘却人们表面与内心的不一致，而在一个
众人所认可的虚拟场景之中，通过对具有代入
感角色的叙事，使得我们能够借助创作者笔下
的视角，体验另一种我们未曾实际经历过的生
活。在这里，人物以赤裸着面目出现，有着可理
解的行事准则与心路历程，而他们在虚构世界
中的遭遇与面对遭遇时的取舍，将作者的三观
传递给我们，供我们评判与借鉴。人总是应当
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生而为人就应当
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
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

饱受失眠与焦虑之苦的人们发现，在阿勒
泰，“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
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
有什么遗憾。”面对枯燥的生活，我们都俯首称
臣，认命般地认为求而不得是生活的常态，而在
阿勒泰，即使存在求而不得，生活照样可以过得
惬意自在。当大家抱怨着“内卷”的无奈，挣扎
于躺平与摆烂的泥沼之中，却在阿勒泰感受到
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生活就像阿勒泰的
四季，有爱，也有痛，有求仁得仁，也有求而不
得，这恰恰证明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我的阿勒
泰》是一个“去生活，去爱，去受伤”的故事。观
剧让人们感受到“爱才是越过憎恨、嫉妒、痛苦，
把人包裹起来，成为铠甲的情感。”剧中所展现
出的松弛自然的人生境界、极积乐观的人生态
度，是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

《人，诗意地栖居》，原是德国19世纪浪漫
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其实荷尔德林写这
首诗的时候，差不多已是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
所，他只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
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类社会出现
变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他在
《远景》中描述：“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
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
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
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
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
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人们终
将于生活之中求得灵魂的安放之地，而《我的
阿勒泰》正向众人展现了生活本真自在状态，
阿勒泰也就成为了观众们魂牵梦绕的诗意栖
居之地。

近些年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想走捷径，以社
会话题为噱头抓取观众眼球，为讲而讲，但又讲
不出个所以然。《我的阿勒泰》基于人类的本能
情感，以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去展示年轻人
的迷茫和成长，去感受爱情的纯洁，去彰显人性
的温情，去重拾生活的热情。以长久的情感作
为基础才能有长久的感受，我们需要长久的文
艺作品，而不是快餐式的传播，也不是视频化的
新闻学。《我的阿勒泰》才
是观众们真正需要的“细
糠”，它让我们体悟自然之
真、人性之善、生活之美，
重拾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
上的信念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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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文阅读了鄂尔多斯本土作家张秉毅新
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五谷地》，小说延续了张秉毅一
贯以来的创作风格，即散文化的小说创作。正如作
者在他自己的创作谈中所言：“中国画的散点透视
美学，无主角，群体人物的设置，既突破传统长篇小
说写作的模式化、格式化，也最大程度地还原生活
的原生态，并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样貌和品
质。”应该说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一种清醒的创新意
识和风格意识，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

小说的结构独具匠心，作者向往空间叙事，不
想沿着时间轴结构讲述一个所谓变化对比的故事，
索性就框定在一年，以四季分卷，历时性地讲述这
个叫“五谷地”的村庄这一年（2021年）的故事。这
样的一种结构安排，在本人看来，不仅仅是叙事形
式的安排，更隐含着一种对传统农业、农村、农民劳
作生活内化在血液中的深刻体验。因为农民与农
村的生活节奏就是更服从于季节和节令的时间规
则，这一点在作者的人物描写、情节设计上也体现
得很明显，这里隐约传递着叙事者对一种生命节奏
和人生秩序的安排和对农业文明归属感的认同。

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在《五谷地》中表达得
非常充分。这不仅仅是对于农村劳作过程、对于农
民生活习惯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在于一种不由自主
的诗意的美化过程。以这种审美的态度描述农民生
活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谱系中应该说是有着悠
久的历史的，我们沿着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
路遥、贾平凹等知名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一直都可以
发现这样一种对农民生活的美的探寻和有感情的述
说，这样地影响浸润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尽管这
些作家写作风格各异，但是却延续着一个共同性的
传统：就是对自己笔下农民所具有的深厚的因为理
解而热爱的感情。这种感情来自于对故乡、对农村
生活里那种恬静、朴实味道的长久体验，特别是作者
在创作中无意识地强化着这种农村生活的优点和特
色，安逸闲适的生活节奏，美丽又充满生机的自然风

光，人与人之间和谐亲切的互助关系。
《五谷地》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中，周至是一个文

化人，在城市里待了将近40年回到了故乡，看到故
乡的山山水水、人情风物，完全没有物是人非的不
适应，可以非常融洽地带着知识分子认知，投入到
乡村社会的生活和建设事业当中。李星是五谷地
出身的企业家大富翁李铜厚的儿子，他是有很长时
间在国外旅居经历的富二代，是一个艺术设计师，
被他的父亲李铜厚要求在这个乡村里待一年的时
间，当然这是作品中对于具有较高学历和认知的海
归代表，在人生发展规划中的一种想象性设定。人
物群谱中还有乡村里的大学生村官赵芳芳和踌躇
满志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周家驹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传统的农民，
是新一代乡村建设的创业者。身份上是地地道道
传统农民的只有赵常这个人物形象，他依然保持着
传统农民的劳动习惯、诚实纯朴的性格。

尽管小说中的这些人物社会角色、文化背景、
经济地位各不相同，但是机缘凑巧，他们重新回到
了曾经共同的家乡，又能够毫无芥蒂、没有任何隔
阂与距离地参与到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伟大事
业当中来。这样的情节叙述与我们在现实生活过
程相比较，就能体会到，推进过程非常的平顺，缺少
了生活本身固有的苦和涩的味道。作家本人是一
个生活经历丰富、阅历深厚，也可以说饱经风霜的
人，深深懂得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是必不可少
的。那么为什么在作品中却像是化学家一样，把生
活本来就有的苦与涩，作了高度的蒸馏与提纯？

从评论的角度来说，本人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
的创作意识和个体内心温情的饱满表达。这样的
理想主义和温情的内心是中国传统文人笔下历久
弥新的一种创作选择，就像陶渊明创作的那个虚构
的古代乐土桃花源一般，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

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的理想的生活境界，
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从文化人周至的角度，有意
识地引用陶渊明的诗文，并把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与
周至重返乡村的生活作了生动的类比。

《五谷地》也是作家张秉毅心目中的桃花源，只
不过更为具体、更为现实、更为现代。作家抹去了
生活里存在的隔膜、冲突以及矛盾等，就是一个人
历经了生活的艰难，了解了人生的艰辛之后，反而
在内心里变得柔和、温暖，用更充沛的热爱去拥抱
生活；在一个更宽厚的文艺世界里，赞美经历风雨
后的彩虹；在一个更悠长的历史事业中，坚定地追
逐希望的光芒。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
精神的表达，是人生磨砺之后的宽容。这对于一个
耕耘文坛几十年的老作家来说，坚定地相信生命理
想的光辉永存，这是需要内心有坚定的信念的。

今天的社会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创作农
村题材的小说数量比较少，因为农民、农村、农业在
我们这个信息时代被边缘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理想主义精神更是被当做一种唱高调、不务实的愚
笨，但是张秉毅却愿意做这个愚笨的人，愿意在作
品的创作中，回到农村，描述农业、农村、农民在新
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的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不再是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与麻木，也不再是老婆孩
子热炕头的自私与狭隘，他们也开始与文化互联、与
科技互联、与审美互联，他们正在成为精神独立、情
感丰富、追求幸福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在乡村振兴
的宏伟事业中，正在追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作家准确地捕捉
到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新变化、新气象、新趋势，并且
有力地吹响了为新农村欢呼的理想主义号角。

我们为张秉毅小说创作中的坚守理想、保持温
情的内在力量点赞。

再 造“ 桃 花 源 ”
——评长篇小说《五谷地》

◎张瑞锋

仟·白乙拉1959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今巴彦温都尔苏木阿拉塔温都尔嘎
查），这片“富饶”且“金色”的“膏腴之野”，既有苍
莽的高山、密林，又有坦荡的草原、河流。从小生
长烂漫在这么一处远离喧嚣、游牧风情浓郁的原
乡，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民间长调歌手，大爷是
优秀的民间说书艺人，少年仟·白乙拉耳濡目染爱
上音乐、早习琴艺、渐成极具天赋的马头琴手便显
得既偶然又顺理成章了。

如风如歌的马背童年

仟·白乙拉从小就有音乐天赋，演奏生涯起步
特别早，我们捋一下他的学艺顺序：7岁时不顾母
亲的反对执意跟会说书的大爷学四胡，八九岁开
始拿起四胡拉，11岁跟所在嘎查的亲戚、民间艺人
巴布、马希巴雅尔学习四胡，12岁时开始接触马头
琴，13岁跟另一个嘎查的民间艺人巴图学习马头
琴，1976年 17岁师从阿鲁科尔沁旗乌兰牧骑著名
马头琴演奏家、作曲家吉格木德，1980年 21岁师
从内蒙古歌舞团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学习马头
琴演奏法……

仟·白乙拉读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位外地分配
来的音乐老师，名字叫拉玛扎布，这位老师不但会
演奏很多乐器，对音乐理论也很懂，他给学生们教
了简谱，仟·白乙拉10岁时就学会了识简谱，完成
了最早的音乐知识启蒙。

从仟·白乙拉的早年经历来看，故乡纯美的游
牧环境、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以及追梦少年与生
俱来、执着强烈的学艺热情，这些因素交融叠加，
成就了仟·白乙拉一生的精神走向和职业选择。

有道是“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人用童年
照亮一生”，仟·白乙拉应属于后者，他用如风如歌
的马背童年照亮了自己“为马头琴的一生”。

“飞弓白乙拉”的独特感染力

阿鲁科尔沁草原拥有肥沃的民间音乐土壤，
哺育了众多马头琴演奏家，除了知名的吉格木德、
仟·白乙拉，还涌现出了齐布和、朝克、金山、那日
苏、存布乐、纳·乌日根、萨其拉、巴拉吉尔、巴·那
日苏、杭盖、贺西格、嘎力班、朝格巴雅尔、阿斯根、
少伦等一批新锐中青年演奏家。

在“阿鲁科尔沁版”马头琴演奏家中，仟·白乙
拉无疑是典型的“这一个”：地地道道、野性未泯的
牧区音乐“神童”，未经专业音乐院校的模式化打
磨训练，遍访民间音乐名家拜师学艺，长期在基层
做普通演奏员并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上攀升，
兼具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庙堂、理论与实践的复合
优势。我们从仟·白乙拉1978年考入阿鲁科尔沁
旗乌兰牧骑、1993 年调入赤峰市民族歌舞团、
2003年调入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这“旗市区三级
跳”的履历来看，19岁正式参加演艺工作的他，在
故乡阿鲁科尔沁旗拉了15年的琴，在赤峰市拉了
10年的琴，在整整积淀了25年马头琴演奏员的职
业经验后，他才终于走到省级平台、面向国内外观
众淋漓尽致展示自己精湛深厚的琴艺。

漫长的基层锻炼、“拉创一体”的艺术践行、诚
笃纯净的美丽心灵，让仟·白乙拉修炼成一位“演
奏技术技巧全面、演奏风格独特、演奏曲目广泛的
马头琴演奏家”。

尤其值得圈点的是，几十年来，仟·
白乙拉潜心钻研马头琴演奏技巧，不断
从马头琴的潮尔呼格的潮尔演奏法、孛
儿斤呼格的顶指演奏法和泛音演奏法、
察哈尔呼格的泛音演奏法、哈拉哈呼格
的顶指演奏法、叶克勒呼格的卫拉特演

奏法这5种演奏法中汲取营养，并创造性地将大提、
小提的跳弓、顿弓、快弓有机运用到马头琴深邃细
腻、摄人心魄的演奏弓法当中，在高难度快速演奏技
巧方面形成了独特风格，被誉为“飞弓白乙拉”，丰富
和完善了马头琴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指尖上的柔肠与琴心

在马头琴诞生的800多年漫长时光
里，出现过许多星辰一样耀眼的马头琴
演奏家，这些不世出的演奏家几乎都具
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他们既忠诚于传
统、潜心追摹天才的前辈、每一首演奏

都有根有源，又不完全囿于传统与前辈、每一首演
奏都挥洒着个人的敏悟与才气，他们每一位之间
既相似又差异、既交融又独立。这是一种有趣的
美学现象，就像内蒙古大地上没有两片草种完全
相同的草原、草原上没有两簇品类完全相同的蘑
菇圈、牧区里找不到两家滋味完全相同的奶豆腐、
不同的毡房里尝不到额吉熬的两碗口感完全相同
的奶茶一样，唯其互通，所以一脉相传；唯其互异，
所以自成一家。

我喜欢仟·白乙拉细腻的演奏，搜齐了他至今
出版的全部演奏专辑《腾飞》《敖特尔青年》《母亲·
草原·骏马》《清凉的杭盖》《草原上的蒙古人家》，
逐首反复倾听，真是余音绕梁回味无穷。他不但
擅拉自己的创作乐曲，还擅拉科尔沁叙事民歌、昭
乌达古歌、锡林郭勒长调、乌拉特宴歌、鄂尔多斯
情歌，涉及多种传统音乐体裁。粗犷的蒙古族大
汉仟·白乙拉的琴声不但宽广浑厚，还别蕴一脉柔
软柔美、哀而不伤的明净抒情气息，这也是他的琴
声最能打动人、最具穿透力的内核所在，像他拉的
《梦中的母亲》《月光下》《清凉的杭盖》《遥远的克
鲁伦河》《三匹枣骝马》这类洗沐心灵的曲子，令人
百听不厌。

琴声中有演奏家的“来路”。我们从仟·白乙
拉的琴声里，可以感受到他故乡的古勒格日罕乌
拉的巍峨、海哈尔河与苏吉河的奔流、裹挟着青草
与牛粪味儿的草原风的吹拂以及风中的母亲发出
的呼唤……

故乡都是回不去的地方，回不去的草原变成
了遥远的思念，变成了指尖上、弓弦上绵绵流淌的
美妙旋律，于是不但乡愁有了安妥之处，故乡山水
的灵秀也借助音乐的力量传播到了更广大的世
界。仟·白乙拉的琴声是自己的“回想曲”，也是听
众的“音乐中的草原”。

比技巧更有穿透力的是情感和思想

马头琴艺术家巴拉干认为：“马头琴是能够表
达人类内心世界的乐器，用心拉琴是马头琴演奏
家的最高技巧，拉活马头琴旋律是一件非常不容
易的事情。”巴拉干这几句朴实的话，点出了马头
琴演奏的灵魂，就是“用心”二字。

纵观仟·白乙拉从少年习琴到如今琴艺出神
入化的 50多年的“马头琴人生”，“用心拉琴”“拉
活马头琴旋律”这两点他是做到了。

关于马头琴演奏的心得，仟·白乙拉说过这样
两段话：“有的人只追求风格而缺乏技巧，有的人
只有技巧却没有风格。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
快的慢的、民族的西洋的、古典的现代的乐曲之演
奏，还是各种风格性技巧的运用，对于一个职业演
奏者来说都不是问题，比如说，慢长弓运弓的力度
变化，应做到行弓如流水，强而不燥，弱而不虚。
同时，马头琴淡、浓、轻、重、虚、实、厚、薄、刚、柔、
动、静等音色的变化，与演奏时左右手的分寸感有
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不论是快还是慢，我们都要两
手配合默契、反应敏捷，演奏得结实、连贯、有力、
干净、饱满、流畅、自然”“音乐作品如同人生一样
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有快有慢，演奏时我们要通
过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准确把握好音乐内容与
演奏技法，并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韵味的
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位优秀
的演奏家”。这两段话，已把“风格”与“技巧”的辩
证关系阐释得准确到位，其中“行弓如流水，强而
不燥，弱而不虚”“演奏时左右手的分寸感”强调的
正是“拿捏得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人琴合
一”化境，体现出仟·白乙拉作为杰出演奏家饱满
湛纯的情感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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