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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由内蒙古艺术学院创作、根据赵海忠同名
小说改编创作演出的民俗风情话剧《匠者》，近
期在该校新华校区展演。该剧以浓郁的乡土气
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精神指归，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审美观感，赢得了观众的赞叹。

一、一幅充满陌生化审美效果的西部农村
民俗风情画卷

这台话剧忠实承袭原作挖掘和保存“濒危
的”农村民间匠艺文化、赓续弘扬其间蕴含的中
华传统工匠精神的题旨立意，主要选取了原书
第一章“暗斗明争”中的大鼓匠、第六章“八匠之
首”中的八木匠、第四章“水火精灵”中的田老太
（压粉匠）3位“匠者”的匠艺生活断面，及其技艺
展现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韵味，又通过将原书
中极具性格特征并富含人性深度的主人公三干
头与其妻（天津下乡知青）紫丹，作为贯穿全剧
并承载题旨表达功能的主线人物，倾情演绎了
一出酣畅淋漓的中国西部农村民俗风情大戏。
那个由上海流落到杏村的、本是大都市艺界高
人出身的大鼓匠，带着后山土生土长的一个鼓
匠班子，吹唱数板表演的传统二人台《讨吃调》
《戳咕咚》之类的民间传统曲牌，以及遭到三干
头和三画匠恶作剧暗算后，用拔掉哨子的唢呐
吹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妙之声”；那个
矢志不渝、刻苦钻研、充满传奇色彩的八木匠打
造并呈现在舞台上的大红躺柜，以及三干头被
关在躺柜中假定性情境的绝妙表演；那场田老
太到贺大头家和面压粉的饸烙床锅头匠艺图，
以及三干头蹭吃遇冷、踩翻粉条笸箩和田老太
亮出奇技洗净泥粉的绝活儿异趣，都让人在开
眼惊叹之余，不得不认可，这是一台在内蒙古舞
台艺术中甚至在全国文学艺术中都罕见的独特
题材话剧，同时这又是众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农村人或后天城市人曾经司空见惯的、但正在
被淡忘的生活记忆。也正因为如此，该剧特有
的“非遗保护”般的、甚至是“文物挖掘”般的文

化视角和艺术表达，才能在广大观众中产生或
者是强烈共鸣、或者是打开一片全新生活面的
陌生化效果。这种久违了的艺术题材选择启示
我们，艺术创作题材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们
的舞台剧创作，不仅要重视因应于各个重要历
史节点和紧紧追随社会生活热点的主旋律题材
（这是非常必要的），也不应忽略那些类似于“濒
危动植物”命运的非遗和历史文化题材领域的、
以及一切有价值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的题材领域的开掘与创作，从而更好地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进而形成更加完
善合理的艺术生态。

二、一座蕴含在“匠者”行业中的民族传统
精神富矿

匠者们所从事的匠艺，在当代社会飞速发
展的情况下，有的正在式微，有的已经成为了历
史。正如《匠者》小说里所言：“木匠活儿很快就
实现了电动化”，八木匠多年无活儿可干，“时间
不长就被淘汰”了。但是蕴含在这些匠人们身
上的工匠精神和行业优良传统，却可以世代传
承永不消失。该剧尤其是其原著之所以将目光
聚焦在后山历史文化的厚重土层中，将大鼓匠、
八木匠、田老太这一颗颗久远尘封于泥土中的
浑金璞玉般的珠玑发掘、打磨出来，串接成这样
一件闪烁着文化之光的珠串，其意义正是在于
让这其中不少面临失传的匠艺文化遗产留在现
代文明的记忆中，更让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文
化血脉得以弘扬和传承。在剧中，我们看到大
鼓匠用无哨唢呐、负气吹出回肠荡气的一曲独
奏。那不是一曲普通的唢呐曲目，甚至不是任
何一曲唢呐吹奏，那是对处于艺术表
演最底层的鼓匠艺人们生存状况的
尽情咏叹，那是大鼓匠向自己坎坷命
运演艺生涯的最后告别，那也是对卑
劣人性的谴责挞伐和对美好人性回
归的泣血呼唤。这些，虽然由于二度

创作所选曲目的表达不够到位，以至于原作中
的意图表达得不够充分，但是此处舞台情境的
营造和戏剧动作的呈现，应该说还是达到了全
剧自觉追求的文化深度。其他如八木匠身上体
现出的朴实人情道德和木匠行业操守、田老太
性格中那种毫不掩饰的耿直率真以及终不失豁
达包容的人情演绎，都无不体现出蕴含在有限
匠艺深处的优良文化传统的无限赓续。

三、一则历尽沧桑后的灵魂拷问和寓言式
精神指归

纵观全剧，仿佛是一则精心巧构的寓言。
一开场，就是久别故园漂泊异乡的本村游子匠
人们，无限感慨唏嘘地回到杏村这片封存着他
们刻骨铭心记忆的热土。这在当下农村尤其那
些偏远落后的穷乡僻壤，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
些村庄的主人们，由于贫穷等方面的困窘或创
伤，纷纷离乡背井，导致这些农村出现“空心化”
现象。而通过剧情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三干头
在剧中一系列恶作剧式的人性扭曲行为表现，
似乎与农村这种“空心化”有着共同的因由。惟
其如此，他在随着天津知青妻子返乡进城经商
发迹历尽沧桑之后，经过反省自己当年劣根性
纵情挥洒的不堪往事，于无限懊悔之余，决定倾
尽所有，为昔日自己伤害过的乡亲们留住一份
魂牵梦绕的乡愁——这是一种无声然而深刻的
灵魂拷问和人生顿悟。最后在全剧的尾声，我
们也如愿以偿地看到，以跟三干头怨愤最深的
大鼓匠为首的乡亲们，面对着自家本应早已破
旧甚至坍塌的旧居，竟然被他们所厌恶的三干
头投资修缮得完好如初，面对着因过度劳碌已

经辞世的三干头精心设计打造的“杏
林深处”这一文化旅游振兴家乡的美
好愿景，纷纷表态要叶落归根回到杏
村。此间的寓意，无疑是一种精神上
的回归。它预示着以往由于贫穷落
后积怨伤心离乡背井的农民们，终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世风的转变，初步完成了在
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嬗变与升华，也从而彰显出
本剧题旨立意的深沉和厚重。

如前所述，随着剧情的推进和演绎，我们不
时可以看到、感觉到一种隐藏在剧情深处的非
遗情怀，以及类似考古般的开掘意图。与这种
情怀和意图相应的是，该剧不论一度创作还是
二度创作，都没有选择主流话剧的普通话语言
风格和现代舞台表演风格。在台词创作和语言
风格上，剧本忠实遵循了原作的西部农村特色
特别是后山生动传神诙谐俏皮的民间语汇。相
应地，在舞台调度和演员表演中也大量吸收了
二人台的台风和做派。特别是扮演主人公三干
头的演员，把二人台那种后山人喜闻乐见的民
间表演风格，在这台话剧中呈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话剧道白中，普通话和
后山方言交织融汇，有时让人感觉到京剧净角
常用的韵白中偶尔夹杂京白的趣味，但整体上
却没有生硬违和之感。当然也毋庸讳言，其他
多数演员的话白风格，往往让人难免产生这种
违和之感，甚至进一步让观众产生这到底属不
属于方言话剧的困顿。

这就说到该剧目前尚存在的不足方面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鼓匠两段重头唢呐表演，所
选曲牌或者说是音乐设计都不太吻合剧中特定
情境之外，与之相应的大鼓匠撕心裂肺的无哨
唢呐吹奏，在原著中对3画匠（在本剧中主要是
三干头）人性或者说灵魂的震撼和唤醒，在剧中
却没有像小说中那样得到相应的照应，哪怕是
在全剧尾声处，通过三干头的灵魂剖白，体现出
这种振聋发聩的民间艺术魅力也好。此外，总
体上全剧的时代精神还不够强烈，建议通过“杏
林深处”不仅仅是民俗博物馆，而且是（事实上
也确实是）一处独具民俗匠艺文化品格的文旅
产业振兴乡村网红打卡地，在剧情中予以适当
强化，以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

乡土气息乡土气息··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精神指归精神指归
——话剧《匠者》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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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诗人”王
计兵的诗集《我笨
拙 地 爱 着 这 个 世
界》，是他继《赶时
间的人》之后又精
选 130首原创诗集
结 而 成 的 诗 集 。
书 中 诗 作 数 量 不
多，从中可以看得
出 诗 人 选 择 诗 作
时 的 谨 小 慎 微 与
精益求精。

王计兵创作的
诗歌有几千首，曾
出版过《赶时间的
人》，从他的故事
里，我们看到了他
的漂泊、他的韧性、
他的成功，这让我
想起他的诗句：“请
不要为了那页已消
逝的时光而惆怅，
如果这就是成长，
那么就让我们安之
若素。”

王计兵的诗作
关 照 到 生 活 的 基
质，从中提炼和挖
掘 生 活 中 最 为 坚
韧、最为耐性的成
分，以发酵型的诗
语，实现最为诚实
又 诚 恳 的 文 学 阐
释，把个中的悲悯、
仁怀、希冀与人性
诗心的闪光呈现给
读者。他的诗观照
的是与自己生活处
于 同 一 层 面 的 广
众，在那些劳碌的
身影中解析自己，
注入诗歌的灵性，
体恤人间，他的诗
得到广众喜爱是自
然而然的。诗人落
尘说：“诗不是表达
一种意见，而是从带血的伤口和微笑的嘴
里溢出来的一首歌。”把这句话给诗人王计
兵，显然恰当。

细细地看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这部诗集版权页的信息，得知这部诗集两
次印刷的印数为5.3万册，接近畅销。

不得不说王计兵有诗歌的天份，最重
要的是他没有在琐碎辛苦的生活里，泯灭
属于自己的诗歌天性和一如既往的坚持，
送外卖开启了他诗歌创作的机缘。在诗歌
界，如王计兵、余秀华等都是从草根阶层踏
入诗歌创作，仅凭一份对诗歌的热爱情怀，
最终走成一道诗歌的风景。他们凭着对诗
歌的坚韧不拔，落落大方地走到诗歌的掌
声和成功里，实属不易。

王计兵的诗集序言位置，放了《用笔记
录生活》这样一篇心情随笔。我想，这就是
诗人的自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
始终保持清醒和自信。自信成就了王计兵
的诗和诗集。写诗时痴迷的内心状态，写
出的每一个自言自语的句子，都让他狂喜
和着迷。当他在朋友口中得知，这就是

“诗”的时候，他兴奋不已。他写自己的年
龄，写自己的寡言，写父母过世……各种情
绪在诗文中纷纭，是一种别样的感受。他
说自己是笨拙的人，用这种方式爱着这个
世界，也就有了他诗集的名字——《我笨拙
地爱着这个世界》。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结尾是这样
写的：“当我从这个世界离开，有人指着我
的墓碑对诗歌说：这个人曾经爱恋过你，用
尽了一生的时光。”王计兵的质朴、对生活
的认知、对世界的态度，乃至对诗歌的爱
情，全然凝聚在这里。

纵观王计兵的诗，深刻的哲理、苦涩的
幽默、过往的不堪与狼狈……都在他沸腾
的血液里，奔流成诗歌的江海。王计兵走
过了人生的 50多个春秋，唯有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他所拥有的诗歌智慧、诗歌理
想、诗歌才能，让他的人生充实丰盈。

王蒙说，阅读的魅力在于书与生活互
证、互见、互补。对于诗人来说诗歌的魅力
也正在于此。王计兵的诗歌坚持了纪实和
朴素，坚持了怀旧和守护，他是生存的见证
者，又是生活的坚守者，他以诗歌诠释生存
和生活的灵魂精神和人间道义。

石悦（笔名：当年明月）曾说，当你通过
读书汲取了知识，同时提升了智慧，那么你
会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充分，对自己的生活
及人生越洞悉，你就越不会感到畏惧。我想
王计兵的书摊和他读过的书，正如当年明月
所言，是他诗歌的自信
和底气所在。

热爱诗歌和热爱生
活的人们有时间读一读
王计兵的诗，所得到的
诗之感受，别具滋味。

真是机缘巧合，当我第一次从《中国书画报》上
看到儿童自然玩乐和传统游戏画时，竟然莫名地喜
欢上了它。

纵观这 4幅作品，皆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
作，可谓一个时代的剪影，反映出彼时孩子们自由、
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给我们以美的享受与心灵
的启迪。

画是现实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些作
品描绘的是过去的岁月，但它们的出现不仅可以让
人们重拾记忆，而且能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说明
一些事情、解决一些问题。

根据内容的不同，我将这 4幅画作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然玩乐画，如《蒲公英》《瑞雪映晴空 儿童
塑雪翁》；另一类是传统游戏画，如《第一回胜利》
《放学后》。

先说自然玩乐画。吴凡于1959年创作了版画
《蒲公英》，画中一个小女孩坐在地上，手持一朵蒲
公英放在嘴边缓缓地吹着，享受着蒲公英飞舞带来
的乐趣。她的身边放着空篮子和镰刀，也许是刚刚
劳动完便忘我地投入自然之中。画家把人物专注于
吹蒲公英的神态刻画得逼真生动、形象传神，突出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饱含童趣。我们可以从这幅作品
中感受到一种纯净、朴素的心态和内在的精神力量。

丰子恺于1961年创作的《瑞雪映晴空 儿童塑
雪翁》，画面描绘的是雪后孩子们两两一组争先滚
雪球、堆雪人的场景。其中一组率先塑造出一个形
象逼真且面带微笑的“雪翁”，一个小女孩在“雪翁”
旁双手高举红旗，以示喜悦的心情，另一个小男孩
则在打扫“雪翁”周围的残雪。另外一组边滚雪球
边看着他们的成果，投去满是羡慕的目光。尽管这
组慢了些，但他们依然在努力着。这幅画的点睛之
笔是丰子恺的题字，曰：“瑞雪映晴空，儿童塑雪
翁。雪翁开口笑，预祝大年丰。”联系 1961年发生
的事情，可知画家托物言志，借童心喻民心，希望年
丰、人安、国强盛。画家以足够的耐心和细腻的感
情描绘孩子们在塑“雪翁”时的种种表现，由此可以
想象出他们是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在当时那种
艰苦的环境下孩子们尚能如此，其他人自不必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贝尔·福克说：“大自然是孩
子的教育之神。孩子可以在一草一木、一雨一露、一
花一土中孕育出高超的智慧、坚毅的心胸以及敏锐
的感受力。”因此，我们要关注孩子，而不是“关住”孩
子。大自然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
而且可能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有人甚至说：“毁掉
一个孩子，让他远离大自然就够了。”看来，自然于孩
子的意义重大。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孩子接触自然的
机会非常有限，而这对孩子的童年来说是一种遗
憾。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也是孩子童年的重要组
成部分。鉴于此，我希望更多的家长、老师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一起为孩子重建与自然的联系，如多一些
春游、野营、夏令营、秋游等活动，这样不仅可以开阔
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认识自然之美、欣赏自然之美，
而且可以陶冶性情，培养他们良好的审美能力，使其
热爱农村、热爱家乡、热爱自然、热爱生命，让他们拥
有一个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

再说传统游戏画。李桦于1960年创作的版画
《放学后》表现的是放学后孩子们把书包挂在树上
或脖子上，急不可耐、全神贯注地投入打弹子游戏
的场景。两个孩子专注的神情吸引来一位女同学
的观看。观者这一人物的设置不是无意的，她代表
了大多数儿童对游戏的渴望。画作不以“打弹子”
为题，反以“放学后”为题，可谓另有深意。陈履生
先生说：“李桦带有装饰性的艺术语言生动地表现
了儿童的天性，而这与当时其他表现儿童放学后去
参加劳动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见，李桦创
作此画的目的是还儿童自由，还儿童放学后玩乐的
权利。作品有意突出儿童玩耍时专注的样子，目的
是让读者了解儿童对益智游戏的热爱与向往。儿
童喜欢玩游戏，这是他们的天性，是世界上最宝贵
的东西。我们要尊重、保护儿童的天性和选择，引

导他们向上向善，而不是放纵，更不是压迫和强
制。就此而言，扼杀儿童的天性就是在扼杀他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在阻碍他们成长。

程十发于1958年创作的《第一回胜利》呈现的
是冬天两个小男孩儿在院外下棋，其中一位“常败
将军”竟然取得胜利的画面。但见那赢了的男孩儿
笑呵呵地举起右手，伸出大拇指，很是得意；再看败
了的男孩儿，左手托着腮帮，若有所思，似乎还沉浸
在棋局之中，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画作不仅描
绘了当局者，而且增设了旁观者，那两位兴许是赢
者的爷爷和妹妹吧。爷爷边吸着长烟锅边微笑着，
或者心里在称赞他的孙子赢得巧妙，或者他早看出
了棋局的走势，只不过不一语道破天机罢了。妹妹
则趴在爷爷的右肩膀上，右手点着嘴唇，脸上露出
了庆幸的笑容。4人中有 3人为胜利而高兴，可见
第一次胜利的难能可贵。画作重在体现传统游戏
给孩子们带来的喜悦和乐趣，这无疑有益于他们身
心的健康发展。

以上两幅画中的内容为孩子放学后的时光提
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当下的孩子放学后不
是无事可做，而是有很多事在等待他们去完成，可
支配的时间、可利用的空间实在是太少、太小了。
俗话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因此，劳逸结合
很重要，既能减轻孩子的精神压力，又能缓解大脑
的疲劳，放松心情，增强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具体而言，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科学管理时间和
培养高效的学习习惯，以使他们在劳逸结合中受益
和成长。尤为关键的是，家长要根据孩子的个体差
异和个人兴趣，把准脉，开良方，让孩子在学习和娱
乐中得到健康平衡的发展。

综上所述，真正的艺术是与时俱进的，不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从某种意义上说，会玩的
孩子更会学习。哈佛大学教授托尼·瓦格纳指出，玩
耍才是对学习的真正激励。玩耍是一种基于探索的
学习，通过玩耍可以将好奇心、兴趣转变成激情和信
念。换句话说，玩是学着体验的过程，它能激发孩子
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让他们更有创意和活力，学会与
别人协作，学会如何关心他人。我想，这样培养出的
孩子未来更加能够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天我们的儿童美术创
作应如何去反映、记录新时代中国儿童的生活和成
长呢？怎样为时代赋彩、为历史造型呢？应该为这
个时代留下些什么呢？我想，画家只有扎根于人民
生活，才能创作出贴近生活、铸造灵魂、温暖社会的
作品；只有心里装着孩子，才能创作出有社会良知、
有影响力的儿童美术代表作，使我们乃至后来者在
欣赏其作品时感悟到生活的真理，得到审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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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胜利》 程十发

《放学后》 李桦

《瑞雪映晴空 儿童塑雪翁》 丰子恺

《蒲公英》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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