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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在于永久的陪伴

———观影片《忠犬帕尔玛》有感

�殷伟元

影片《忠犬帕尔玛》是根据俄罗斯一

则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叙说在 1977 年，

帕尔玛（一只牧羊犬）的主人在带它登机

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动物检疫证，帕尔玛

不能与主人同时登机。主人为了自己的事

业权衡再三，用一只小红球丢向远方吸引

狗狗去捡。 当帕尔玛纵身飞奔捡回小球，

飞机关上了舱门，收起了起落架，滑行而

去。 此时，镜头里呈现狗狗失望、无助、忧

郁的眼神，帕尔玛一路狂奔，无奈天地两

隔。 主人抛弃了它，帕尔玛成了一只驻守

机场的流浪犬。

一边是倍感伤痛的主人；另一边是毫

不知情的狗狗， 随着蒙太奇的镜头切换，

令人心寒神伤。 至此，影片剧情从两条主

线铺开：一条线是无论白天黑夜，风吹雨

打，帕尔玛固守机场，迎接一次又一次的

航班，等候其主人能够如期的出现；另一

条主线：九岁的小男孩科利亚，刚失去母

亲一路单飞，来寻找从未谋面的飞行员爸

爸，就在同一机场与帕尔玛不期而遇。 当

机场保安及众人抓捕驱赶帕尔玛时，科利

亚冲进狗狗被围困的车里， 四目相对，互

相安抚，科利亚打开了车门开关，帕尔玛

奋力一跃，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

两条平行主线同时展开，一面是帕尔

玛无数次的等候奔跑，失望而归；一面是

科利亚见到陌生的爸爸“处不来”，连夜逃

跑。时空让帕尔玛与科利亚再次在机场相

遇，帕尔玛大吼数声，叫醒了企图藏身在

起落架舱内的科利亚， 挽救了男孩的生

命。 帕尔玛的忠诚守候感天动地，科利亚

与帕尔玛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宛如两个

被抛弃的生命体，渴望找到爱的庇护。 在

一场暴雨肆虐的夜晚，帕尔玛寻找主人已

经身心交瘁、濒临死亡，是科利亚为它俯

身遮风挡雨，其和父亲以及空姐的细心关

照，让帕尔玛与他成了患难之交。

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加上科利亚真

诚感人写给帕尔玛主人的求救信，帕尔玛

主人终于出现了。 州长及机场的长官、媒

体精心布置了主人领回帕尔玛的真情感

人戏， 岂料影片在此来了一个剧情大逆

转，帕尔玛走近了主人，既亲切又陌生。当

帕尔玛走向飞机舷梯， 看见科利亚挽留、

难受的眼神时， 不情愿地走进飞机舱里，

魂不守舍，烦躁不安。 狗主人正在犹豫不

决时，此时同样不想让其带回狗狗的机场

值守故意让狗主人出示动物检疫证，主人

似梦中惊醒：“它叫艾尔玛（科利亚叫狗狗

的名字），不是我的帕尔玛”。 说完解下套

绳，只见帕尔玛一路狂奔，飞向科利亚的

怀抱，与之尽情的相拥、相亲。剧情由此达

到高潮，真乃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这是帕尔玛的选择，它选择了忠诚于

它、可以永久陪伴它、爱它的新主人———

科利亚。由此，科利亚与父亲，父亲与空姐

的恋情也得到了升华。 影片充满了正能

量，演绎了忠诚、陪伴、风雨同舟，战胜一

切困难的主题。

演绎忠犬的影片很多，此片系治愈系

的高分电影，生动演绎了人与动物和谐共

生，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值得父母带孩

子们去影院观摩。

月 饼

�陈家俊

中秋节、春节、清明节和端午节被称

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今年的中秋节来

得比较早，九月十日，与教师节同日共庆。

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主题之一，据说月

饼原来不叫月饼而叫“胡饼”，传说是汉朝

张骞出塞时从西域带回来当地人用胡桃

仁做馅的一种圆形饼，叫“胡饼”。 又传说

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胡饼”， 唐玄宗

说：“胡饼这个名字不好听。 ”皇帝的金口

一开，杨贵妃赶紧说“皇上您看这饼像天

上的月亮，就叫月饼吧。 ”皇上龙颜大悦。

从此，月饼名词就此而来。 然而最早有文

字记载月饼一词的还是来之于宋代吴自

牧的《梦梁录》。那时的月饼仅仅是一种点

心，到了明朝月饼才真正成为中秋节正式

的应节食品，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我

爱秋天，这个季节虽然忧郁，却极其宜于

回忆。 ”是啊！ 一年一度中秋节，它又让我

想起儿时吃月饼的日子。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刚刚摆

脱了三年自然灾害， 正是万物复苏时期，

由于父母双职工，我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

里，那年的中秋节父亲送来了一盒杏花楼

月饼，那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事啊，爷爷奶

奶、叔叔孃孃们，还有那石库门前客堂后

厢房亭子间的邻居们全都有，最后分到我

手上的是四分之一块广式月饼，我如获至

宝，把那锃光瓦亮、晶莹剔透的月饼用小

刀分切开若干个小块，藏在糖果盒里慢慢

地享用，那种甜蜜感和幸福感至今难忘。

后来众所周知的事件，传统节日被当

成了“四旧”，除了过好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外，其他节日都淡化了，月饼也记不得啥

味了。

因为上学的原因我回到了父母的身

边，每到中秋节，母亲总会惦记着她的孩

子们能吃上一只月饼， 就用面粉揉成面

团，用甜豆沙作馅，向邻居家借来做月饼

的木模，把做好的面团锲入木模，压实了，

倒出来一个有图案的月饼，放入铁锅里烘

熟。真香啊！我们三兄弟会围着母亲，欢喜

雀跃。那邻居家的孩儿们也会来蹭一口的

啊！ 当然，我们也很大方，见者有份。

后来我们长大了，工作了，也都各自

有了家庭，兄弟几个也很难再凑到一起品

尝母亲亲手制作的月饼了。

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物资极大

地丰富了。 月饼却慢慢地变了味，被包装

成了各色各样的豪华礼品， 被用来送礼，

受礼者吃不完，送礼者乐不疲，也就有了

月饼回收行业。 好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明

令禁止不得用公款采购月饼，此风才得到

了有效遏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口

味也多样化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秋节

食品，人们不再去追求购买豪华包装的月

饼，而是追求散装月饼调调口味。 而更多

的上海市民更是喜欢吃鲜肉月饼，而且追

求口味和中华老字号品牌，如购买光明村

鲜肉月饼的早早排起了长队，多年来已经

成为了大上海淮海中路上的一条靓丽的

风景线。

今天的母亲们不会再给孩子们做月

饼了，那做月饼的木模也早已经进了古玩

市场。 但是，每每想起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我会更加珍惜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

月饼，我会感到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秋天，适合思念。

遥记那年九月，我刚学写作文，常

被父亲责骂。 幸运的是， 遇到了杨老

师。 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步入而立的

他，只身带着女儿来到偏远小镇教学。

他中等身材， 一对浓眉大眼给平凡的

相貌增加几分坚毅气质。

杨老师工作极认真。 无数晨昏时

分，他坐在办公室埋头备课。窗外的嘈

杂无法阻挡他专注的神情， 杨老师的

字一板一眼，没有行草的流畅不羁，用

深色红黑蓝笔迹和标点符号区分。 他

的备课笔记和语文书， 以及黑板上的

板书风格相似，从不懈怠。每当有上级

领导观摩听课， 学校必定将他们带到

杨老师班上。

一排排简陋的教室， 里面都是老

旧的陈设，因为打扫干净，显得素雅柔

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抬头可瞧见松

柏下面的葱兰和蝴蝶花。课间，我们跑

过去看小虫，数花朵。 于是，杨老师布

置大家写第一篇作文———《我喜欢的

事物》。

提笔时，我似乎有千言万语，但落

在纸上，怎么都凑不到三百字。 晚上，

父亲在煤油灯下看到那干巴巴的作

文，气得当场让我重写。 第二天早上，

我把稍作修改的作文交上去。 中午上

学时， 杨老师在班上报作文不过关的

名单，其中就有我。唉！等着挨骂吧，又

盘算着跟同学借作文书抄着过关，谁

知杨老师不声不响地带我们到学校的

花坛参观。他不知何时拿来几把小锹，

翻开花坛里的湿土，让我们看蚂蚁，看

蚯蚓，看它们的形状和行动的样子。杨

老师又像变魔术般， 在宽大的手指中

藏了些别致的花朵， 他说着花儿的名

称，让我们摸啊，闻啊。日光耀眼，树叶

飘动， 我们站在树下看着斑斓的光影

投射在杨老师明亮的眸子里。 不知不

觉中， 那些草木虫鸟的身姿渐渐刻入

我们的脑海中。

杨老师勤劳能干，常鼓励我们多观

察实践。 春天，他教我们播种、栽树。 夏

天，他制定规则，让我们斗蛋，吃煮青豆

和西瓜。 秋天，他把我们带到棉花地拾

棉花，美其名曰“勤工俭学”。冬天，他指

挥我们拔河，或者跳绳、扔沙包。一年四

季，杨老师总有很多想法，也总会巧妙

地引导我们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为了

鼓励大家， 他常牺牲晚间休息时间，用

刻笔一字一句将范文刻下，再印发给我

们看。 时隔多年，我仍然清晰记得他点

评精彩语句时的眉眼。

杨老师像高明的舵手， 领着我们

向前。 在他身上，可以读到严厉，读到

耐心，读到真实。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

所有人不惧写作，彻底爱上了语文！

三十年过去了， 杨老师早已离开

从前的小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

的学生们在长大成人后， 近一半选择

了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大家相遇过，联

系过，畅谈过。人生海海，桃李满天下。

秋天的风，吹啊吹。吹走了游离的

浮云，吹不散沉淀心底的思念。真心祝

愿恩师永远幸福安康！

■ 路（摄影） 杨平

秋念师恩

�邹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