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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 2011 年的冬日，全总文工团话剧团邀我写
一个剧本，并且明确提出是写修建青藏铁路题材的。由于
我曾经几次去过青藏高原体验生活，对那里的情况（特别
是修建公路的过程）还算是有所了解，有所感受。盛情难
却，也就答应下来。在为时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中，一边收集
有关资料，一边聆听亲历者介绍，一边翻阅老笔记本，我依
然被那些英雄们的高尚行为吸引了，感染了，打动了。成千
上万人的修建队伍，多数人要“抛家”，有的人还要“舍命”，
为了圆汉、藏两个民族修建一条“天路”的伟大梦想，献出
了青春献终身，献出了终身献子孙，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而
在所不辞。当年，在“到了西大滩，气短腿发软；过了五道
梁，哭爹又喊娘；六月雪，七月风，一年四季分不清”的恶劣
条件下，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上命修好路，把光明
带到西藏去。”有多少干部、战士已经长眠在风雪高原上，
而没有留下墓地，没有留下碑文，以至没有留下姓名。当
时，就连最高指挥者“老政委”，也在使用的铁镐把子上刻

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加上“之墓”两个字，以表示最大的
牺牲决心。甚至，他们说出这样豪迈的话来：“青藏建设机
会难得，你不来就要后悔一辈子。”……我似乎就是在这些
英雄们事迹的不断推动下，心潮澎湃地写完了剧本的最后
一个字。真的，我越来越觉得不写出他们那惊天动地的事
迹来，就对不起他们，就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的失职。

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修建“天路”的寻梦、追
梦和圆梦的过程，编演成话剧《格桑花》奉献给观众，就是
要让中国梦进文艺、进剧场、进大家的头脑，为深化中国梦
的宣传教育、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这里引述中铁建集团员工李泽文、赵鑫等人看戏以后
说出的几段话，或许是有代表性的。

“一开始看到《格桑花》的字眼，由此想到了永远披着
神秘面纱的西藏，并没有想它会表达什么更深的含义，于
是在有意无意间欣赏着剧情。然而随着情节的不断深入，
心里也开始起着变化，我被里面那些高尚的人所感动。他

们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遇到
再大的难题，很难实现，也会尽全力想办法。再想想现实中
的我们，放不下许多喧嚣的羁绊，每天在无病呻吟，为了房
子、工作、地位等心力憔悴，当我看到他们时，再想想自
己……我们在无尽追求物质欲望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在
遥远的天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自己的故乡、亲人，
生命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但他们无怨无悔。我做不到他
们这样，但我的心时刻被他们感动。现在的我们，人情冷
漠、麻木，人人时刻都在保护着自己，心灵上缺少太多的弹
性，但愿我们在看到他们以后有些许的改变”。

“该剧始终把焦点对准当代人真实的内心，贴近时代、
贴近现实，大胆剖析他们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诸多矛
盾，深刻揭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真实的内心困惑、真实
的精神诉求，在平凡中领略崇高的力量，像开在高原上的
那些格桑花，摇曳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时代话题是该剧的视点。《格桑花》关注的是人的精
神与信仰、崇高与高尚的时代话题。到底还信不信有真爱？
要不要追求崇高？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这样严肃的话
题看似有些另类、不合时宜，许多人可能会不屑一顾，但静
心细想，它却是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也是当今时代客观存在又不可回避的话题。该剧直指人物
的内心，追求内在的情感真实，营造出一种主客观相互印
证的真实氛围。这部话剧给我们带来的不单是审美，更多
的是震撼，从而让一些人们有意无意遗忘的崇高在心中复
活”。

我读了观后感言，首先是十分感动，其次是深受教育。
文艺界乃至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主旋律”作品是不
受欢迎的，是没有人看的。观众的这些观后感证明，这种看
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如果把“主旋律”作品写成“说教
式”的教科书，那自然要失败。但是如果按照艺术规律，把

“主旋律”作品写的有思想、有感情、有人生醒悟，那肯定是
会受欢迎的。

近些年来，文艺创作在“金钱拜物教”的影响下，“主旋
律”作品受到了冷落，甚至是排斥，愿意写的人越来越少，
愿意演的人也越来越少。一些“弘扬核心价值观”和“提高
道德水准”的作品，成了“需要政府扶持的作品”，曲高和
寡。而某些搞笑、作秀、现怪、虚假、低俗、胡闹的作品却招
摇于市。为此，推动文化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真有些难。然而，“作品要有市场，作家不能
当商人”。文艺作品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纯商品，它主要的功
能在于提高和净化受众的灵魂，引导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这是一个自古以来不可更改的艺术法则。

曹禺老师的话不能忘记：“一部好戏绝不是追求现场
的热闹，而是让观众离开剧场以后去思索，思索未来、人生
和人类”！

“这一个”项羽
——观京剧《重瞳项羽》 □蔡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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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农村文化要有“根系”、“载体”和“灵魂”
□徐粤春

日前，国家行政学院第12期青干班赴
临沂开展“三进三同”教育。笔者作为其中
一员，在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对
当地农村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当
前农村文化生活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文化活动匮乏，精神生活贫乏。
烟庄主要发展林果畜牧业，尽管不是传统
的粮食耕作，但劳动强度依然很大。据老
乡介绍，一年360天都要下地，纯休息时
间很少，种粮食冬天还有农闲，种果树冬
天还要减枝。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
上七八点就睡觉，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
少，至多也就是吃饭时看看电视。平时村
里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活动，甚至村民自发
的打扑克都组织不起来。烟庄全村农民人
均纯收入已达 8200 元，已经达到了温饱
水平，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显然没有相
应提升。

二是传统民俗式微，族群意识趋淡。
由于劳作繁忙，村民相互间交往很少，村
里的集体活动更少。老乡说，每到年节时
候，年轻人都不大愿意回来参加族里、家
里的祭祀活动，他们的家族观念比以前淡
了许多。村里从前还有唱大戏、闹社火、
剪纸等民俗活动，如今没有多少人会，也
没有多少人喜欢。传统民俗逐渐消亡的同
时，新的民俗却没有形成，传统习俗所担
负的传承农村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正在消
解。

我们以烟庄为样本分析的问题，在广

大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地存在，应当引起高
度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把农村文化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在战略层面把握农村文化建设
的目标、途径和方法。

第一、农村文化要有“灵魂”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活富裕的新农

村，也是精神富足的新农村。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必须造就一支文化自足、精神健
康、民风淳厚、生活幸福的新农民队伍。
在中国社会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全
面转型期，农民的精神文化也正在构造和
重建。在这个时候，农民文化建设不能靠
自发生成，要主动引领和积极导向。首当
其冲，要引导农民追求精神价值。随着经
济的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被极
大地调动起来。然而，在物质利益被极大
推崇和强化的时候，它又开始主导农民，

“一切向钱看”、“挣钱就是硬道理”的价
值观。在烟庄，我们一再询问已经温饱的
农民你的“中国梦”是什么，得到的回答
是“赚更多的钱”。他们没有自己的精神
追求，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精神追
求。当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全面发展，农
民的精神文化缺失和扭曲时，必将在未来
中国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引导农村文化
建设，还要提升农民文化层次。地方党委
政府、农村自治组织要大力发展先进文
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抵制腐朽文化，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科

学、文明，克服愚昧、落后。立足农村现
实、结合农村实际，突出特点、有所侧重
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打造农
村文化建设的灵魂。

第二、农村文化要有“载体”
文化无形，它代表精神思想、知识学

问、伦理道德、心灵情感等意识形态；文
化有影，它是通过各种有形的活动、礼
仪、程式、器物等载体去呈现。由于历史
的原因，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正在断
裂。文化所赖于存在的载体，如戏剧、民
俗、节庆、手艺等等，面临凋敝甚至湮
灭。以往这些传统文化形式为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如，戏剧《赵氏孤儿》传递了中国人义薄
云天的传统伦理，春节习俗构筑了重视家
庭的浓厚氛围。但这些根基的瓦解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给予了极大打击。其实，
即使是现代国家，民俗依然在文化传承中
担当重任。如日本非常重视民间习俗，每
一个城镇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景观。
中国农村文化要生根，必须要传承几千年
形成的传统民俗。比如春节、端午、重
阳、中秋等节庆文化，戏剧、曲艺、手工
艺等民间文化等等。在恢复传统民俗的基
础上，积极培育形成新的民间习俗，以适应
时代发展、社会变化的需要。如，短信拜年、
电子贺卡、春节晚会、乡村歌手等等。通过
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

第三、农村文化要有“根系”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各种文化场
馆、文化设施、文化产品等硬件投入“硬”，
但文化人才、文化机制、文化效果等软件打
造“软”。地方党委政府经常搞一些文化三
下乡，但送去的文化，或者不需要、或者没
兴趣、或者留不下。我们应把“送文化”变成

“种文化”，把农民文化从“输入”式变成“内
生”式。应研究农民的文化需求，从农民的
兴趣出发，善于发现发掘产生于农村生活
的好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给予及时有力
的支持和培育，比如，青年农民喜欢上网，
可以组织网络兴趣者，学习交流最新网络
知识，引导农民通过网络去学习提高，去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应培养造就农村文
艺人才，通过定向资助扶持、培训教育等
方式，组织发展文艺人才队伍和文艺志愿
者队伍，通过农村文艺骨干带动农村文化
活动。应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创建各种文
化品牌。如临沂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
富，曾打造了孟良崮战役、红嫂、沂蒙六
姐妹等品牌；临沂的书法资源丰厚，就打
造了中国书法名城，建设了书法广场，修缮
了王羲之故居，这都是成功的做法，应该发
扬光大。

总之，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应
充分尊重农民的文化权益，让农民在文化
活动中，自己去选择、去组织、去参与、去传
播，使农民文化的百花园真正郁郁葱葱。

河北戏剧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在中国戏剧史
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河北多样的文化形态，灿烂的
文明史，孕育产生了中国戏剧最早的因子，这里有
中国戏剧“活化石”之称的傩戏——武安傩戏；这里
在中国戏剧的巅峰——元代，为中国戏剧贡献了关
汉卿、白朴、王实甫等戏剧大师，更有真定、大名两
个元杂剧中心。在“花部”兴起后，这里先后诞生了
河北梆子、评剧、老调、丝弦等近40个地方剧种；中
国话剧——文明戏在这片土地滥觞。在以后的各个
历史时期，河北戏剧都和着时代的节拍，沿着自身
的足迹发展着，书写着自身独特的历史。也许，正是
因为这里的戏剧文化灿烂而又繁杂，长期以来，各
种戏剧研究成果琳琅满目，但却没有一部系统的河
北戏剧史来描摹和记录下河北戏剧发展的明确轨
迹。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无疑造成了戏剧史完整
性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正如《河北现代戏
剧文学史》开篇指出的，“中国的戏剧史，如果没有
河北戏剧的参与，将会是暗淡无光的戏剧史”。由庞
彦强、崔志远等编著的《河北现代戏剧文学史》的出
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填补河北现代戏
剧史空白的史学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
缺憾。

戏剧是综合艺术，而剧本始终是戏剧的根本。
一部戏剧史，首先应该是一部戏剧文学史。《河北现
代戏剧文学史》并没有刻意在历史分期上进行“创新”，而是沿用史学界
普遍采用的历史分期，以“启蒙新潮时期（1909-1937）”、“战争洗礼时
期（1937-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建设
新时期（1976-）”四个阶段，对河北地域内创作和产生的戏剧文学作品
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历史梳理，将宏观把握和文本细读相结合，对各个历
史时期河北戏剧文学的代表作品进行客观评判和深刻反思，将作品与
作家放在当下的历史现实中进行考察，进而勾勒出河北现代戏剧发展
清晰的历史轨迹和脉络。戏剧文学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戏剧的高度和
深度。河北现代戏剧从“五四”前后文明戏诞生为滥觞，贯穿着一条鲜明
的“为民族”的思想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
蒙运动，还是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运动，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河北
戏剧创作都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追求和倾向，紧贴现实，甚至把戏
剧这种艺术形式当作“战斗的武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北戏
剧也因此获得长足发展，取得很大的成就。“大众的接受方式决定了戏
剧的形式。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人民大众要边生产边抗日，戏剧不仅
是艺术，同时也是一种鼓动和宣传”。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河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河北
现代戏剧文学史》将历史上曾经归属河北的天津等地也划归到河北现
代戏剧史叙述的范畴，因此，南开新剧、文明戏成为河北现代戏剧的滥
觞。这是一种科学历史观的体现。

《河北现代戏剧文学史》体现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紧紧围绕戏
剧艺术的本体，即表演艺术的特质进行戏剧文学史的描述。从清代康、
乾以降“花部”兴起后，中国现代戏剧就进入了表演为中心的历史阶段，
表演艺术风生水起，百花争艳，占据了戏剧的大半边江山。很多著名演
员参与到戏剧文学的创作中来，有的甚至担当起戏剧改革与创新的先
锋和主导。这在河北戏剧创作中表现更为突出，评剧的主要作家成兆才
本就是莲花落演员；最早创作了“时装新戏”的“响九霄”田际云是河北
梆子的泰斗级表演艺术家……因此，这一时期的河北戏剧文学与表演
艺术“教学相长”，互相促进，成为河北戏剧的一个新高峰。戏剧文学毕
竟是要通过表演体现在舞台上的“文学”，《河北现代戏剧文学史》始终
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特性，在对戏剧文本进行细读的同时，兼及舞台呈现
效果，使读者对剧目能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

《河北现代戏剧文学史》还贯穿着明确的反思意识和现代性观照。
书中不乏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如对熊佛西的农民话剧实验的评述：

“熊佛西的农民话剧实验，不仅对当时也对后世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
义。任何艺术品种……如果失去了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那么剩下的只
是一条没有前景的死路。”正因为河北戏剧始终是“贴着大地飞行”，
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作者在充分肯定成就和贡献的同时，对剧作存在
的历史局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用说对成兆才等民间艺人出身的
剧作家的创作，既不拔高，也不贬低，能给予客观的评述，就是对影
响极大的宋之的等的作品，也不讳言其局限和不足。如对其代表作

《武则天》，作者写到“该剧的情节显得抽象、单调，缺少厚实、博大
的气势，除了武则天外，其他人物比较苍白，虚弱如飘忽的影子”；

“话剧艺术作为一种外来艺术也随着解放区戏剧艺术的发生和发展，
进行并完成着她在中国的乡土化和本土化历程，取得非同凡响的成
就。”但书中也指出了明显
的不足，“主题的单一性，
情节的单纯性，冲突的明
确性，语言的直露性，人物
形象的扁平性等”。对于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戏剧创
作，作者明确指出“创作主
体性缺失、主题立意和叙
事结构套路化形成的雷
同，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
反映现实的作品共同的尴
尬。这种尴尬固然是政治
教条僵化戏剧创作的例
证，更是社会变革与戏剧
创作心理完全不合拍的深
刻反映”。

秉笔直书，方为信史。
著者这种不文饰、不雕琢
的学术态度，使《河北现代
戏剧文学史》具有了更高
的史学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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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话剧《格桑花》

是盛情难却还是职责使然
□梁秉堃

■书林漫步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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