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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 寻找与漂泊

———论影像中的 “长江” 母题及其审美内涵

祝登峰

摘　 要： “长江” 母题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对应语境下有其丰富的精神坐标。 在基于集体的文化记忆而

完成的影像文本中， “长江” 母题的发生主要通过阻隔时空意象而建构， 再以角色溯流而上寻找意象粘合

阻隔产生的叙事裂缝。 作为一种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深层动因， “长江” 母题以漂泊意象承载了人类意

识中关乎生存困境命题的思考， 并以其指归的人类精神家园完成共识性的心理召唤。 这些意象连同其背后

的情感力量嵌进包含民族记忆的 “长江” 母题中， 共同组成了一部近现代中国的精神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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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原型批评的发展， “母题” 成为研究艺术作品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的重要课题。 弗莱在 《批
评的剖析》 中认为，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某些意象包含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元素， 它们通过神

话、 母题等稳定的模式传承。［１］这正如歌德所言， 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 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

现象。［２］考察任何民族和时代的文学作品都能发现隐含于某 “重复精神现象” 的母题话语， 并在其中隐

含着稳定的与 “快感或美兴趣”① 相关的反应领域。
对长江的表述过程可看作是中国文学艺术长期发展的一个整体呈现。 自然的长江是重要的国土标

志， 引发了文化的长江， 并进一步形成了民族身份认同。 文化的长江不仅被建构成了艺术主体性的存

在， 更以其亘古性、 流动感给予其哺育的子民对时间意识、 历史意识、 生命意识等的独特感悟。 因此，
自然的长江和文化的长江融为一道， 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 （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基本母题”， 即

某种能从内部观念被重建并说明人物的意识的主题。［３］由此可见， 在中国文学艺术背景下的 “长江” 母

题， 亦有其独特而稳定的表述模式及审美意义。
作为第七艺术出现的电影， 能使人们深入了解相异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时空， 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

“长江” 母题的文化空间得以借助自然空间直观地跃然荧屏， 在创作更多元的方式下内涵却显得更统

一。 梳理民国时期至今的中国电影史， 对应不同时代语境下精神坐标的 “长江” 母题在不断被重建，
但其叙事意象及演绎出的审美意义却一脉相承。

在 “长江” 母题相关影视文本中， 对阻隔、 寻找和漂泊意象的表述成为稳定模式； 对潜伏于其背

后深层的情感力量和共同感受， 也成为民族记忆和群体审美经验的一部分。

一、 从文学到影视——— “长江” 母题的阻隔意义

有关河流阻隔时空的意象在中国文学意象系统中早有出现。 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的 《诗经》， 在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历史、 生命与流动的诗———江河叙事下 ‘长江’ 母题的影视文本呈

现” （ＸＹＣＳＷ２０１７０４６） 阶段性成果。
在弗莱看来， 这种快感和美兴趣即是由艺术作品中向内的意义和能自我包容的语辞布局所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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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关雎》 中就有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的书写， 这种阻隔还体现于 “所
谓伊人， 在水一方” 的 《蒹葭》 中。 可见， 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已有把自然界的河流当做阻隔障碍， 阻

挡人在物理空间上的交往， 并把象征美好的情感在这种阻隔中推向美好彼岸的意识。 在文化人类学看

来， 这种阻隔作用源于早期人类对河流的恐惧。 “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与自然磨合的过程， 在原始人类

心中， 对河流是存在恐惧心理的， 隐藏在民族记忆深处的恒定景象是洪水的肆虐， 河水泛滥， 共同构

成了人类生存历史中的原型意象。” ［４］ 由此可见， 从恐惧引发出的河流阻隔和不可逾越意象获得了一种

人类意识深处的情感共识。 当河流作为阻隔意象发生时， 就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阻隔， 同时也以可

见的空间距离强化了无形的心理情感， 成为某种释放人类共同情感潜能的符码。
体现在中国最长水系长江上，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展现出的意象本是恋爱一方的相思

意象， 借助河流长江符号则使其超越物理空间的爱情更具有情感共识性；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 则直接以河流比喻愁绪， 表达其对自在生命的阻隔， 无形的愁绪化成可以名状的江水更

具体可感。 在古诗词中， 借助长江表达对时空意识、 生命情感阻隔的意象不胜枚举， 长江以形成了独

特的阻隔符号， 并化为一种集体情感意识隐藏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和读者心中。
在电影进入中国以来， “长江” 母题中的阻隔意象承载着传统诗词以后不同时代中的精神意蕴， 同

样化为群体共同的情感体验和意志理念反复搬上银幕。 由于不同文学体裁和艺术形式上的差异， 电影

序列亦丰富了 “长江” 母题中阻隔意象的内涵和外延。
不同于诗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在以叙事为主的电影表达中， 对地理上代表国土标志的长江进行

表达， 也往往拥有了更具体的时代精神象征。 因此， “长江” 母题中本来的阻隔意象也具体为某一时代

里代表性的精神阻隔和困境。
在汤晓丹的 《渡江侦察记》 （１９５４） 中， 长江是影片为完成叙事情结和戏剧化动作的屏障， 在物理

上阻隔革命战士吴老贵和小马传送战事情报成为叙事核心。 本质上， 天险长江正象征着抗战时代对赶

跑敌人、 获得胜利的艰难险阻， 要想获得胜利必须跨越阻隔， 但却与潜在的牺牲危险构成精神困境，
于是在具体可感的阻隔面前推崇勇敢、 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战争时期的选择。

做为一种稳定的母题叙事， 长江的阻隔意象主要体现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亲情伦理叙事上。 在民国

时期由蔡楚生、 郑君里导演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１９４７） 中， 影片中的长江不仅是上海的张忠良和重

庆的素芬之间分离的具象动因， 同样是隐喻动乱时代里阻隔中国无数家庭团聚的象征意象。 此外， 影

片上下集接点里绵亘的长江镜头以及长江的古诗词化用强化了叙事气氛， 通过忠良变心、 素芬沉江的

情节抽象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知和隔阂。 吴永刚、 吴贻弓的 《巴山夜雨》 （１９８０） 中， 借助长江意象讲

述了诗人秋石父女之间的阻隔与寻找， 表达了文革后的希望和包容。 新世纪以来， 王小帅 《日照重庆》
（２０１０） 王超的 《江城夏日》 （２００６） 同样以小家庭的亲情伦理叙事影射时代变革的影响， 前者中寻找

儿子的父亲只能通过滔滔江水触摸死去的儿子， 而内陆的儿子也只能通过江水感知大海上的父亲； 后

者则以长江意象表述父亲对失足女儿的精神询唤。 二者同样传达了在剧变的时代里家庭失序以及亲情

伦常的分崩离析。
作为 “长江” 母题原本的阻隔男女恋情意象， 在古典文学中是隔开牛郎织女 “相去复几许” 的盈

盈一水， 电影丰富且补充了这种表达形式。 于本正 《等到满山红叶时》 （１９８０） 中的表达即是对长江阻

隔意象贴近当时时代感的延伸。 长江不仅是船员妹妹和死去的江上信号员哥哥之间的情感维系， 也是

活着的妹妹之所以不恋爱的情感阻隔， 影片对这种爱情的阻隔赋上一层诗意化倾向。 在这一时期同样

对苦难表达乐观的还有吴天明 《没有航标的河流》 （１９８３）， 故事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支流潇水上， 江上

的放排人盘老五和路上的乞者吴爱花之间的离散同样被具象化在河流上， 影片通过半开放式的结尾诗

化了死亡与活着的人之间的阻隔。 贾樟柯 《三峡好人》 （２００６） 中也讲述了煤矿工人韩三明和女护士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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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各自从山西来到重庆奉节寻找爱人的故事， 长江三峡的巨变成了他们寻人路上的巨大障碍， 小人物

朴素的情感纠葛与工业时代巨变的长江映衬同时也赋予了影片更深刻的人与自然、 命运等阻隔内涵。
在被一些刻意弱化叙事的电影中， 长江的阻隔意象被抽象成对人类生存或生命上精神困境的思考。

在章明 《巫山云雨》 （１９９６） 和杨超 《长江图》 （２０１６） 中， 长江则隐喻了人类意识深处的精神阻隔以

及对时间、 生命等维度的人生突围， 在多角度透视文学或艺术的本质。 从传统文化诗词到日新月异的

电影， 对长江阻隔意象的艺术化处理已强化成族群心理中的潜意识， 传达集体无意识中的内容， 这使

导演在选择划破现实欲望和抽象理想的过程中不约而同选择以河流长江为渴望突破的精神阻隔。
影视文本中 “长江” 母题的阻隔意象正成为创作和接受里的一种牢固共鸣， 它不仅代横跨民国、

战乱、 十七年以及急速发展的现代中国， 代表着无数个体心中为达欲望而必须逾越的现实或精神阻隔，
同时也在不同的时代中凸显关乎对整体命运的思考， 进而体现隐藏在集体精神中共同的心理图式。

二、 从阻隔到粘合———寻找意象的语意嬗变

物理维度上的长江建立了天然的阻隔意象， 当人与固定的长江发生 “溯洄” “顺流而下” 关系时却

粘合了这种阻隔意象。 从 “长江” 母题引申的潜意识来看， 人类沿江、 跨河的寻找成为对现实欲望突

围的具象化表现， 这种叙事中的寻找意象与长江相关的地理空间符号相互勾连， 共同建构了不同时期

中寻找意象的文化意义和美学范式。
毫无疑问， 人的寻找必然伴随着周围空间的变化。 空间理论认为， 空间本身被是被原始赐予所得，

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 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５］在 “长江” 母题的影像空间中， 寻

找意象正是通过空间延展。 一方面， 长江母题中的寻找意象以人们对长江地理空间上固有的认知建立。
流动的江水、 绵延的山峦、 漂浮的江船以及民族记忆经验熟知的三峡和江城等共同构成寻找意象内在

的叙事障碍和助手。 另一方面， 如福柯所言， “我们对世界的经验， 比较不像是一条透过时间而发展出

来的长直线， 而比较像是纠结连接各点与交叉线的空间网络。” ［６］ 随时代不断变化和发展， 新的长江空

间符号不断出现， 并与传统的长江空间符号犬牙交错， 不断更新人们对长江空间的认知， 也必然伴随

着影片在叙事内涵上对寻找意象更为复杂的思考。
上映于 １９４７ 年的影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 诞生在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期。 影片紧贴时代空间背

景， 故事情节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叙事中一波三折， 多次运用对比蒙太奇粘合被时空阻隔中的素芬和

忠良， 寄托出乱世中人们对安稳家庭的追寻。
到了 １９８０ 年代， 受中国文坛 “文化寻根” 主题的影响， ８０ 年代的影片也普遍寻找挖掘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成分， 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和经验技术的涌入， 使得如何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进行适应现

代化的改造成为普遍思考。 这种意识也潜在影响了电影领域中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对民族未来乐观的

希望等。 这直接体现在 ８０ 年代 “长江” 母题的影片中透露出的对家庭温情和诗意的追寻。 从其代表性

的影片 《巴山夜雨》 《没有航标的河流》 《等到满山红叶时》 命名中即可寻找到其中的诗意。 《巴山夜

雨》 直接套用李商隐 《夜雨寄北》 诗句， 影片讲述一艘游船经历文革动乱的劫后余生， 游船成了诺亚

方舟寻找明天的象征。 影片最后， 在所有角色的帮助下， 诗人秋石父女相聚， 结局定格在阳光鲜花的

山麓上。 这次小家庭寻亲的故事也象征了大时代格局里寻找未来的行动。 在包容的肯定中， 影片时刻

传达着对时代和未来的信心， 这种乐观的心态还直接体现在 《等到满山红叶时》， 尽管哥哥杨明永远离

开了杨英， 但却影响了正寻找爱情真谛的小吴。 影片通过小吴寻找故事素材架构， 但整体透露着凄美

的情调， 满山的红叶、 流动的江水和凄美的爱情故事。 尽管杨明因事业而死， 影片并不渲染出浓郁的

悲情， 最后张恋水给默默看着江水的杨英送上一件衣服， 无疑也暗示了对他们美好未来的希冀。 这些

影片并不回避人生现实的苦难， 但把诗意灌注于未来的希望里， 正如 《没有航标的河流》 影片末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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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对男主角的寻找， 或许在观众看来这是种绝望的寻找， 但故事中的人物却坚持愚公移山式的信念

追寻。 不可否认， 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对长江镜头空间上的拓展也美化了追寻意象， 心情愉悦的游轮

乘客、 岸边的红叶、 自由自在的江上竹筏以及江岸山麓上的鲜花草地， 这使得故事中对亲情、 爱情以

及正义、 善良等关乎理想主义的追寻显得更为和谐一体。
９０ 年代和新千年是大众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阶段， 中国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受到冲击， 加上社

会经济发展巨变导致了生活伦理秩序的迅速更迭，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认知的困境和挣扎。 “长

江” 母题在这一时期影片的空间表达中已不再出现观众熟知的壮阔三峡或气派游轮， 转而呈现新旧交

替时期的破败和荒凉景象， 镜头瞄向了社会底层的民工、 妓女以及狭小拥挤的生活空间， 寻找意象继

而成了失落人性在夹缝和边缘中的挣扎。
这一时期的影片首先强化了人们寻找未果的失落情绪。 《巫山云雨》 的故事背景放在三峡大坝开工

前， 也暗含了新千年到来之前人们的世纪末情绪和精神困境， 川江峡谷就像人的精神困境， 信号员麦

强和寡妇陈青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苦苦挣扎， 他们努力生活， 拼命追寻梦中的蛛丝马迹， 却不知怎样冲

破囹圄拥抱到梦里相互召唤彼此。 《三峡好人》 准确捕捉了这种寻找的落差， 由于库区的巨变， 底层民

工韩三明无法找到曾经的爱人， 三峡空间的巨变， 也隐喻了人们曾经熟悉的家庭秩序和亲情伦常的巨

变， 使人们难以寻找到生活的方向， 这正如影片的英文译名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ｆｅ》 （仍然在生活）， 继续活着寻找

刻意躲避自己的丈夫， 沈红发现最终流落在现实江边的只有自己； 对韩三明来说， 继续漂泊是为了一

个毫无确定感可言的明天。 在 《江城夏日》 中长江边的现代化城市武汉犹如一个被异质化的空间， 从

乡里来的父亲寻找在大城市里沦落风尘的女儿， 作为一个被排斥的打拼者， 女儿也始终漂泊在黑帮大

哥虚弱的承诺中， 终因未寻到确定的未来而重新回到了山里。 影片中的母亲病危， 儿子走失多年， 电

影情节呈现出不断恶化的叙事序列， 在现代化的江城武汉面前， 来自山村的姐弟俩即使付出尊严和生

命却仍然无所适从。
到了 ２１ 世纪， 随着信息爆炸和社会发展更加多元化， 加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长江” 母题

中的寻找意象转为个人的自我定位、 自我尊严的实现。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 《长江图》 开启了超越物质现实，
直抵心灵深处关乎生命意义的追寻， 尽管故事超越了具体事件和时空刻度， 但仍与当代社会有着清晰

可辨的对应关系。 作为一个货船继承者、 诗歌爱好者等身份堆叠的高淳无疑是个性的。 影片在结构上

打乱了他的行动线索， 弱化了他的行动价值或目的， 高淳溯长江而上直抵源头的行径， 成了他跨越平

庸和对自我价值、 生命意义的追寻。 弗莱认为， 根植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地留下了该社会

成员所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 因而， 神话系统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① 从形而上的角度看， 由

于受制不同的时代， 沿江寻找的人们囿于不同的家国形势、 社会基调等物理空间限制， 但所有的寻找

意象都共同承担着对跨越生存困境的欲望需求。 而 《长江图》 就像一则当代人突围精神困境的寓言，
它从现实与欲望的阻隔中高度概括了 “长江” 母题关乎人类精神寻找的意象。

“长江” 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寻找序列中都试图表露一定时期群体最渴求的欲望， 通过寻找意象的表

达粘合了这种生命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而不同时期流动的空间叙事和组织方式也在不断丰富并印证关

于寻找意象的表达。

三、 从精神世界出发———充满哲理意味的漂泊意象

弗莱在 《批评的剖析》 中研究了文学中的恐怖意象， 并将之归纳， 从集体无意识角度发现远古时

８９

① ［加］ 诺斯罗普·弗莱  伟大的编码 ［Ｍ］  转引自叶舒宪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 载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１９９２ （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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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出现的怪物源于人类无法驾驭而产生畏惧心理， 沉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 成为神秘不可知世界

“畏惧” 载体。［１］（１６７－１７３）在 “长江” 母题中， 阻隔意象和寻找意象完成了叙事内容上的发生与缝合， 而

潜藏在这一系列叙事载体中的精神指向正是形而上的漂泊意象。 若将 “长江” 母题看作人类平行世界

里的生命长河， “阻隔” 营造出人存在的疏离和孤独， “寻找” 则是人类对家园意识的靠近姿态， 这二

者共同构筑了积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深层动因———无可逃避的漂泊命运。
关于漂泊的缘起， 有学者认为这是始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学而贯穿发展至今的， 从其目的的角度而

言即与 “家园” 相关， “家园” 即代表物质上的故乡、 亲人、 祖国等， 又代表精神上的人性、 秩序、 理

想、 信仰等。 漂泊本身即意为着远离家园、 回归家园或寻求家园。［７］ 在 “长江” 母题中， 阻隔意象实质

上也隔开了人与 “家园” 之间的联系， 无论处在疏离状态中的个体展开对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寻找， 都

注定被赋予了漂泊状态。 从早期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到 《长江图》， 所有 “长江” 母题的影视文本

中都明确表述了人物在物质或精神家园上的缺席。 在早期电影中， 《一江春水向东流》 《渡江侦察记》
中的叙事行动指归都可看做对物质层面上单个的家庭团圆到对祖国统一的向往。 从故事主题看， 《巫山

云雨》 《江城夏日》 《等到满山红叶时》 《没有航标的河流》 等都讲述了现实中个体家庭组建的困境，
而影片中隐含的生老病死以及阶级差距的阻隔也使故事人物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 从而使影片有了从

精神层面讨论漂泊意象的可能。 从对物质家园的表述到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思考， 也使 “长江” 母题成

为更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母题。
荣格认为： “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 是在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 他吸引、 压倒并且同时提升

了他正在寻求表现的观念， 使这些观念超过偶然、 暂时的意义， 进入永恒的王国。 能把某个人的命运，
变为人类的命运， 保证人类能随时摆脱危难， 渡过漫漫长夜。” ［８］ 对于创作者来说， 从根源上召唤 “长

江” 母题的正是漂泊意象背后对人类精神家园寻找的力量。 从漂泊意象的原初看， 漂泊是人类的不自

觉选择， 源于对不敬神者的惩罚。 这种心理可追溯到早期的希腊神话和 《圣经》 里， 奥德赛和摩西都

承受着长久的漂泊和痛楚。 在 《奥德赛》 中就有 “坐在辽阔的海岸边， 两眼泪流不断， 消磨着美好的

生命， 怀念归返， 神女不能使他内心宽舒。” ［９］ 而亘古流动的河水与生命或时间的流逝本就容易产生关

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初期， 孔子就有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的表述， 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胜枚

举， 较有代表性的 《春江花月夜》 即是通过江岸观水， 触景生情从而生发出对历史、 时空以及生命哲

理性的思考。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 流水和时间以及生命的关联更多引发关于人类生命里精神困境的思

考和选择等问题。
在追寻精神家园的语境体系中， 漂泊的生命状态承接了阻隔 （类似惩罚） 和寻人 （怀念归返） 的

叙事意象， 影片往往思考人类如何追寻精神漂泊上的最终指归。 影片 《三峡好人》 即选择对抗精神漂

泊中的虚无。 从影片叙事上看， 它和 《一江春水向东流》 《日照重庆》 同属于在原有家庭基础上寻求破

镜重圆的讲述逻辑， 但影片凸显了两位主人公沈红和韩三明来到的地方———三峡———一个完全陌生的异

质空间， 他们寻找自己曾经家庭的另一半也被感染了这一空间的特质。 影片突出表现了被寻找者对寻

找者之间同等的陌生， 人与人之间巨大的隔阂也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寻找的意义， 尽管沈红和韩三明对

此选择了不同的接受姿态， 然而实质上寻找的意义仍被新一轮的漂泊所替代。 韩三明最终回到随时会

崩塌的煤窑里以期挣钱赎回老婆， 沈红则结束了一次失败的爱情而开启另一次爱情寻求， 这意味着漂

泊者 “回家” 的欲望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但影片无疑为漂泊者灌注了某种精神力量而对抗这种漂泊。
作为中国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里的人际关系润滑剂， 影片中显眼的 “烟酒糖茶” 是个体获得欲望自由

的通道， 也可理解为一个时期里人与漂泊的对抗， 这正与影片英文名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ｆｅ》 （仍然活着） 相对应。
如果人像海德格尔所言自从出生就注定了开始漂泊， 这种漂泊就是类似于 “疏离” “孤独” 的精神体

验， 而循环在追寻与漂泊两个端点的韩三明和沈红正是影片塑造的西西弗斯式的现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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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对于流入追寻与漂泊里的时间并非都是虚无或者需要人类与之对抗的。 关于人在追寻精神

家园中的选择， 正如萨特所言： 没有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 决定论是没有的———
人是自由的， 人就是自由。［１０］影片 《长江图》 即是如此， 影片的内在逻辑被导演以宗教、 诗歌以及非

线性的叙事方法架空， 主角高淳一意孤行的驾船溯流而上， 这一角色并没有传统的行动线或助手、 对

头， 在长江的流动中， 影片赋予了高淳最彻底的漂泊形式， 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接近高淳内

心的精神追寻。 因此， 影片 《长江图》 中片段化的时间呈现正与高淳的漂泊融为一体， 以直面心灵的

手法而寻求抵达人类精神家园的路径。
由此， 作为 “长江” 母题中从精神世界出发的动力， 漂泊意象表现出的不是对时间虚无的迷茫对

抗， 也不是无畏的诗意栖居， 在变幻的江岸以及流逝的时间中， 漂泊意象承载了人类意识中关乎生存

困境命题的形而上的思考。 透过 “长江” 母题， 这种漂泊以跨越时代的力量和形式不断寻求新的更有

力的冲击， 并不断引发人们对生存以及时间的感知和敬畏。

四、 结 　 　 语

在 “长江” 母题的影视文本序列中， 不同语境中的人在都企图跨越不同的现实阻隔， 以不同的方

式和表现寻求漂泊终点也似乎不同的精神家园。 刘小枫认为： “如今人们拼命把手伸向宇宙， 去征服世

界， 但实际上不过是在逃避无家可归的困境。” ［１１］关于 “无家可归” 究竟是哲学领域的悲观修辞或是现

实精神寻求出发的动力仍见仁见智。 但如果把亘古流动的长江看成一种现实主义见证， 由阻隔、 寻求、
漂泊意象召唤出的 “长江” 母题就是人们构建起的一部精神史诗。 无论人类是否会在这一永恒的精神

探索中无处可逃， “长江” 母题都必然会随之流淌进时间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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