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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贾岛》编剧傅建文，南部战区一级作家，毕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

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是全军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担任编剧的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多次

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星奖”及“金星奖优秀编剧奖”。

主要作品：《窑神》《羊城风暴》《刘伯承元帅》《彝海结盟》《太行之脊》《十八

里营盘》《黄埔军校》《木棉花开了》《南方大冰雪》《浪花岛之恋》《不离不弃》《青

铜魅影》等。

一、本片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变革的重要因素，那么那些思想独立、个性强

大的人，就是群众中最亮眼的精神导师，他们或者才华横溢、或者苦心孤诣、或

者自己身在苦处却想着拯救苍生。他们是历史长河中最闪亮的星，给人以温

暖、力量、勇气，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贾岛就是其中的一位。也许比起同时期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大家，他

的名气并不是最大的，留下的故事也不是最多的，但他却是其中最独特的一

位。“推敲”故事流传至今，那是他同韩愈真挚友谊的最好见证；他的半僧半俗的

独特身份，身为浮屠却向往入世，身在世俗又向往隐居，在红尘与莲花净土之间

反复挣扎的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对科举和仕途的执着都迷样耐人寻味。

贾岛一生落魄，却一心以解救苍生为己任，他执着于诗歌创作，饥寒交迫时

仍不忘记苦读和苦吟，本为一介布衣，却同很多当时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成为莫

逆之交，深受他们的影响，得到他们的欣赏、点播和资助。他的一生穷困潦倒，

处处不如意，内心世界却那样无坚不摧……

这一切，都值得后人深深思索、细细研究，可是，历史上关于贾岛的记载却

并不够详细，这就为后人的研究设置了很多困难和阻碍。这部电影的出现，刚

好可以弥补这样的不足。当然，还有同贾岛交往甚密的无可上人、韩愈、张籍、

孟郊等人，他们的故事、思想和诗歌散文等作品也将在电影中得到充分展现。

二、本片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而在当下，中国

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受到国人乃至国际友人的重视，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应运而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人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

是，纵观中国电影史，关于历代文人墨客的题材却鲜少见到。而这些精神上的

强者，以及他们殚精竭虑所创作的不朽著作，都非常值得也需要被记住和传颂，

因此，创作《再生贾岛在人间》这样一部电影，让那些对中国古代诗歌充满情怀

的人多一个精神的寄托，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魅

力，以及贾岛、韩愈、张籍、孟郊等人强大无比的人格魅力，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的一件大事。大唐盛世，世界瞩目，唐朝大气华丽的服饰、气势恢宏的音乐等，

也一直是中国艺术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讲，无疑是一场

全方位的视听盛宴，而这些，也是这部电影力求做到的艺术美，让每一位观众获

得尽可能多的观影体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想要达到的效果。

三、本片的市场价值
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消费的也是最永恒存在的，永远都是精神层面的美好，

所有的物质其实都是为精神服务的。而这样一部不仅反映贾岛个人生命历程，

更反映中唐时期宏大历史文化内涵的电影，无疑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贾岛的

一生，游历四方，家乡范阳（现北京房山）、长安、洛阳、汴州、杭州等地都留下过

他的足迹、思考和墨宝，这样一部电影的诞生，对于发展这些地方的旅游产业无

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多

行业跨界整合、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的文化表现形式应运

而生、需要不断增强客户黏度的5G大时代，这部电影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就更是

无限放大和不可估量的。

四、本片的亮点
（一）本片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贾岛及与其命运紧密相连的无可上人、韩

愈、张籍、孟郊等人的一生，着力描写贾岛坎坷而多彩的一生，以及与这几位文

坛大家的深厚情谊。以贾岛的命运为主线，以无可上人、韩愈、张籍、孟郊等人

的命运为副线。通过对这几位主要人物的描写，展现出中唐时期的历史、政治、

经济、佛教，以及宫廷、市井等文化，反映出封建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底层知识分

子的残酷一面；（二）贾岛原本为僧，后又还俗，转而在世俗中经历了一生的坎坷

与无奈。这样奇特的经历必将锻造出其鲜为人知又与众不同的内心世界。本

片将深入走进贾岛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贾岛，在最大程

度上向观众展现其复杂而坚定的内心世界和耐人寻味的多重人格；（三）历史上

的贾岛以“推敲”故事和苦吟著称，他的诗作描写社会现实的并不多见，大多数

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诗风偏于荒凉凄苦。本片也将带领观众走进他的诗

歌创作世界，让大家在欣赏贾岛诗作的同时，对其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有进一

步了解。

五、总论
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衰；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贾岛首先是一位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成功诗人和不

成功的事业追求者，每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中唐

时期的历史特征，如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科举制度的利弊、官场的黑暗等，也都

像一面镜子一样启发和警醒着后人。当然，还有中唐时期的各种文化，也将在

本片中有所体现。因此，创作《再生贾岛在人间》这样一部电影，是一件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书画家范扬为电影《贾岛》呈现“最美瞬间”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
下门。

贾岛的一句千古名诗，
让人读来不仅感受月夜之
下的静谧自然，又能体会诗
人敲门时带来的天地回
响。不但如此，后人在“推”

“敲”之间，想象当时站在门
外的诗人，那是一种怎样的

犹疑和动作。毫无疑问，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想象。
今天，北京冬奥喝彩艺术总顾问、著名书画家范扬，在

电影《贾岛》拍摄之际，作了一幅《贾岛推敲图》，被认为最
能体现贾岛的苦吟与推敲精神，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
神。《贾岛推敲图》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在道技兼修
上更重悟道。观其画作，行家里手莫不动容叹为惊愕。其
画气象沉雄而不板滞、活脱而无浮滑、流动而无轻邃、华滋
而无妩媚，是一个迥出天机、若骤若驰、斡流旋转的心象
世界。

范扬，1955年1月出生于香港，祖籍江苏南通。1972
年考入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1982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学
院美术系。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导师，文化部优秀专
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范扬先生受邀担任电影《贾岛》艺术顾问，为项目组捐
赠作品《贾岛推敲图》及作品版权用于衍生品开发。

中国工艺美术集团与出品方就电影《贾岛》衍生品开
发签订框架协议，并为该影片的宣传推广给予支持，也为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李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