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内蒙古
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十届华北五省
（区）市舞蹈大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
舞蹈作品。此品牌赛事同时有北京市舞
协、天津市舞协、河北省舞协、山西省舞
协共同联合参与，至今已历经 20 个年
头。本次大赛决赛评审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以现场视频评选的形式进行。经各
省（区）市舞蹈家协会初评选拔，共有
254部作品入围决赛并设有 5个组别。
大赛产生了鼓励创作、交流互鉴的积极
社会效应，对未来内蒙古舞蹈艺术发展
意义深远。

本届赛事舞蹈作品形式、内容异常
丰富，呈现了舞蹈艺术的“百花园”景象，
其中不乏创造性传承的舞蹈。比如，由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选送的作品《羊
拐声声响》。该舞蹈充分表现了蒙古族
的传统道具文化。“沙嘎”是动物的拐骨，
汉语意为羊拐。该作品通过巧妙地利用
此道具，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了儿时玩耍

“沙嘎”的场景，舞蹈主题思想再现了劳
动人民的创造和对民族传统风俗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男群舞《绝尘》同样表现了
编舞者儿时的记忆，将人与马融为一体，
借由舞台表演艺术展开文化解读。该作
品先是引马入舞，在马步、刨步、碎步等

步法和队形的交替变
换中，展现出走马、套
马、勒马、赛马等驭马
场面，继而塑造出经
典的草原骑士形象：
原野间，骏马成群结

队，马背上的男子英姿飒爽；通辽市乌兰
牧骑男女群舞《安代》，其表演形式非常
新颖，男女混合出演。编创者是土生土
长的科尔沁之子，受到了科尔沁草原民
俗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在安代舞蹈基础
动作元素之外，编舞者创造了很多动机
动作，从而将作为传统习俗舞蹈的安代
舞，创造性地转化为具有美学观赏性与
艺术性相结合的创新型舞蹈作品。该作
品结构较为完整，通过利用传统蒙古族
安代舞典型道具——红绸，向人们展现
科尔沁风俗舞蹈文化。此作品是近年少
有出现的舞种之一，笔者认为如在情节
结构上再加以巧妙构思，整体构架可能
会更加丰满。以上仅举数例具有代表
性、创作主题思想清晰的作品，这些作品
的编创者对蒙古族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捕
捉，并生动、具体地加以提炼，最终升华
为出色的舞蹈艺术作品。

本届赛事规模空前，涌现出许多与
时俱进具有创新思想的新作品，又不乏
以人民为中心、尽显人民情怀、贴近人民
生活的作品，极大提升了内蒙古舞蹈艺
术的民族性、艺术性，彰显了内蒙古舞蹈
的独特风范，呈现了内蒙古舞蹈艺术的
时代传承。同时，与其他 4省份选送的
优秀作品进行了交流互鉴，取得了丰硕
的文化成果。

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
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
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
推前浪的生动局面。时代的传
承，要求文艺工作者对传统文

化具备深刻的认知，更要求青年文艺工
作者不懈努力。当今时代催生了新的文
艺形式，从而为文艺发展拓宽了无限可
能的空间。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内
蒙古舞蹈艺术事业呈现繁荣景象，涌现
出越来越多的青年舞者、编创者和优秀
的舞蹈作品。舞蹈创新是创造实践范畴
的新事物，是对于重复、简单方式的否
定，但舞蹈创作应保留其本原的根与魂。

内蒙古广大舞蹈编创者要不断从内
蒙古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人民是
创作的源泉，生活是创作的土壤，要从中
启迪创作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始终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
相结合的创作理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用新时代的新思维，创新舞蹈风格和
形式，保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的创作情怀，这是舞蹈工作者的人生价
值和目标追求。

文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之根。衡量
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要看文艺作品的
优劣。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最终还
是要看他的作品。文艺创作是一条枯燥
艰辛的路程，是一个需要无限的智慧和
点滴的生活积累的劳动过程。希望内蒙
古的舞蹈创作者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观、坚定文化自信的艺术观，站在
新时代的潮头上，乘长风破万里浪，不负
厚望和嘱托，勇往直前，努力实现自身的
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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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作为有着独特精神期待的人，与外
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毕竟
又自在一个世界。人们为了摆脱孤独
或排遣落寞，多半是去从众求动，如交
友、逛街、游戏、玩牌、看电视等等，当今
之时，又有更便利的手机为伴。当然，
借酒解忧的老方式也还是常被人用
的。但是，任何热闹都是短暂的，过后
则往往依然是孤独，或更甚；而以酒排
忧或浇愁，也只能是烧起一片壮烈的幻
觉，终不能慰藉心灵。

在我看来，在这喧嚣而浮躁的世界
里，对于心灵的调适与涵养是尤其需要
讲究闹中取静的。为此，读书不失为良
方。有人说，如今是大众传媒的时代，
读书——作为一种境界，已成为一首渐
渐远去的古老的恋歌。那么，我对于读
书的推崇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不然。
我以为，读书的价值是永恒的，有着永
远的意味，永恒的境界，特别是对于人
的心智的开启与涵养，更具有永恒的不
可替代性——一个浮躁的时代尤其需
要强调对人心智的滋养，否则人们的心

境便如同被放垦过的贫瘠的土地，会迅
急沙化。

读书固然有多种方式，多种目的，
而我更看重是启智与养心，而且均以营
造出境界为上。关于启智，台湾诗人、
学者余光中先生有高见在先，我很赞
同，故抄录之。余先生讲：读书当以读
出智慧为高，如今知识爆炸可能会增加
为学的途径，但是，知识爆炸不一定就
是智慧增高，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
人，但智慧则未必。智慧需要再三玩
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如果一本书
愈读愈有味，而所获也愈丰，大概就是
智慧之书了。读这样的书与这样读书，
其目的与意义又在于加强对人生的享
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
果你失意。（摘自余光中《开
卷如开芝麻门》）读智慧之
书并读出智慧，美哉妙也！
此种妙境是凭靠领受眼花
缭乱或声响喧闹的大众传
媒中的信息（包括所谓的快
餐文化）难以企及的。

智慧的阅读或阅读的智慧，可以使
我们获得丰富的精神世界，以至使生命
空间得到自由无碍的延伸与扩展。人
们常常会因自己处境的局限而深感遗
憾，认定是不尽如人意的处境限制了个
人阅历，致使所见不广，故而不免慨叹
再三。慨叹终归是徒劳的，因为谁都知
道，世界之大、历史之久，使任何人都终
其一生也无法经历其万一。然而倘若
我们能够启动想象的翅膀，凡不能亲行
亲历之处，便借助想象而到达，那么，体
悟与认识必然会大有不同。而阅读是
极能激动想象之翼的。天地浩瀚，而人
类精神的指向则可以穿越时空，大到无
限。如果我们懂得阅读，善于阅读，便
可以获得不可限量的扩展精神空间的

门径。
林语堂先生讲过：“文章

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
的文章，读书最乐。”在日丽
窗明的时刻，或在长雨如歌
的夜里，一本书，一杯茶，或
专心细读，或掩卷静思，把纷

繁杂乱的世界关在窗外，把宁和怡悦的
心放进书里，其乐趣之所在，往往是言
难尽意的。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即作为
一种境界，读书之乐重在养心。

读书是一种真正的投入，即，把阅
读者的生命体验付诸字里行间，用心灵
同作者会晤与交谈。或者情畅意达，相
谐相融；或者自然闲适，妙趣横生；或者
傲岸庄严，肃然起敬；或者惊心动魄，情
动神摇；或者儿女情长，眷意拳拳，抑或
还有其他种种，都会成为对于人的心灵
的激发与滋养。读者在书籍所提供的
空间里游移、涵泳，使自己保持对文化、
思想或艺术境界一种静观默想的余裕，
于宁适之中饱享到精神的盛宴。故而
拥书为伴者往往可以营造出丰富而具
有超越性的精神世界。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时尚的鼓
噪不可小觑，潮流的冲涌能够移动人
心。如今人们在商业性的奔波、劳碌、
算计、忧患中消耗着自己的体力、智力
的同时，也不免会消耗自己的生命情调
和精神品格，极容易心浮气躁，急匆匆
以重感官刺激的文化快餐塞入精神之
胃（文化快餐的制造本身即是一种商业
化运作）。因而，作为一种境界，一种承
诺，一种精神指向的阅读，却成为一个
正在走向远去的神话。但是，我要说，
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大力倡导读书，因
为人心更需要滋养。

都说如今的世界很拥挤，但个人又常常感到孤独；眼见得街头巷尾很喧闹，而自己心
中却依然飘散着落寞感。这种外在世界与人的内在心理世界的逆差，我们几乎随处可见
可感。

春节期间，眸子已不清澈的妻子连
续读完路遥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全
三部）。我感慨之余很想说些话。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倾其全部心血
的力作。

路遥苦出身。父母因家境困苦，难
保儿子好一点的生活，将 7岁的路遥过
继给他伯父。父亲送路遥到伯父家脱身
离开那一刻，捉挠了无数人的心肝肺：父
亲本想再看一眼儿子，但他唯恐那一刻，
儿子哭，他心软，变了卦，猛然转身抹泪
立刻离去。懂事的小路遥，本想喊一声
父亲，但硬是把那一声憋了回去。路遥
长大了，做起了文学梦。在经过了短篇、
中篇小说的历练后，他决心要完成一部
以黄土高原和自己的经历为底色的长
篇。为了激励自己，他到广袤荒芜的毛
乌素大沙漠默默宣誓。他重新用心体验
生活。为塑造好从农村孩子到煤矿工人
转身的主人公，他潜入地下几百米处的
煤矿坑道做苦力。艰苦的准备工作历经
了 3 年，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进行创
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
百万多字全部在稿纸上手写完成。他的
手指变了型，“像鸡爪子一样”，身子因此
染上重疴。

真正让《平凡的世界》与大众热烈拥抱的，是时任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文艺之声的主任编辑叶咏梅。她把《平凡的世界》搬上了
《小说连播》。无遮无拦的电波把路遥的心之声迅速传遍了神州
四面八方。广大听众一闻钟情，喜欢上了《平凡的世界》，大江南
北可谓万人空巷，从城市到乡村，从军营到学校，夺下了无数普通
听众的滚滚热泪。听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播放的是书稿，第二部播放的是清样稿，第三部播放的是
路遥刚刚写出就匆匆送往京城还散发着他指热的手稿。120天，
电波载着《平凡的世界》不停地劳作。全国的听众每天都跟随着
北京的声音在黄土高原与孙少安、孙少平等父老乡亲一起奔波，
一起思考，一起悲欢离合，一起酸甜苦辣。据统计当时全国超过
3亿人收听了《平凡的世界》，没有人不被感动。

《平凡的世界》火了。可那不久，积劳成疾的路遥以42岁的
英年令人痛心地走完了他的全部人生。他的身后，《平凡的世界》
更火，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路遥的去世。可是，《平凡的世界》的火
不是一阵子，它成了长销书，年年加印。仅从正规出版渠道售出
的《平凡的世界》就高达2000万册，而且仍以年均300万册的销
量递增。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还处于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
它影响了几代人。打开电脑、手机，孙少平、孙少安和路遥一样成
为了百度百科里的人物。人们想起他们，心海就卷起一片难以静
下来的波涛……

妻子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平凡的世界》。阅读间，不止一次用
手指摁住读点与我说：“就像写我的故乡，就像写我。”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经久不衰地抓住了几代人的心，就因为
它真。真是审美价值第一要素，真是人们心灵沟通与交流最有力
最可信赖的朋友。只有真才使人可信，感到亲切。只有真才能打
动人，催人泪下。也只有真，才让人深深思索。《平凡的世界》之所
以经久不衰地抓住几代人的心，还因为它有情。情可以穿越时空，
情可以传世。情是启迪人们心灵最敏感最美好的金钥匙。情之真
情，这正是作品生命力的所在。我读这部作品时发现，书中好多处
路遥情不自禁地亲自站出来说上一两句掏心的话——这在一般作
品里是不多见的。看得出作者是情之所至，不吐不快。这时我不
觉他的画外音多余，反倒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真心的温暖，很想
和他多唠上几句。正如有评论家说，读这部作品仿佛置身在一种
温暖、深情的氛围中，它显示了作者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那是对
人类的爱。《平凡的世界》真是一个有感情的世界。是的，正是这样
一个有感情的世界，才夺下了无数普通听众的滚滚热泪，才启迪了
无数颗心灵，因真情而动情而思索。

《平凡的世界》留给人们长存的警醒：现实主义永远都不会过
时。人世间的芸芸百姓和他们的锅碗瓢盆、酸甜苦辣永远都是文
学艺术的主唱。

文学是大众的，读者永远是作品的上帝和最权威的评论家。
饭菜好吃不好吃，食客最有发言权。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不是
单凭个人的一时喜好和经验去断定的。好书不自辩，却赢得了所
有读者的心，这正是《平凡的世界》的魅力所在。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作的最好境界和最佳
状态应该是怎样的？我想：酷爱着生活、挚爱着
生活，享受着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感动着生活里
的人和事；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安放着充足的耐
心；不断锤炼笔力和墨质，把感动的人与事、感
悟的情与理生动地讲给别人听。路遥就是这样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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