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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庚胜先生（纳西族）的《纳西颂歌》《丽江礼赞》分

别于2009年和2012年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

表。这两篇赋史料翔实、文辞优美、气贯长虹，很好地展

现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优秀作品。

赋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铺采

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根据其发展

的历程，有骚体赋、散体赋、抒情小赋、骈赋、律赋、文赋

等。一般来说，赋在形式上有这么几个特点：语句上以

四字、六字为主，句式错落有致，并追求骈偶；语音上要

求声律谐协；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但到了中唐，

赋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再特别讲究骈偶、音律，句式

参差，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文赋”。白庚胜的这两篇

赋，具有古代多种赋体的韵味。

写赋是很难的事情，难就难在“体物”和“铺采摛

文”，它不仅考验你的学识，也考验你的体力。赋像文字

里的建筑、雕塑和油画，要的就是让世间万物呈现华丽

美妙的效果，不丽不美不成赋。有关资料显示，“汉赋五

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都是博学而有

才，“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彩腾文，骈音丽字”。

但是，就算这样，据说司马相如写《子虚赋》和《上林赋》

花了几百天；左思一年足不出户才写出一篇《齐都赋》，

《三都赋》则修改了20多年；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如行

云流水，但必须以毕生功力做支撑。对于当代辞赋创作

现状，龚克昌评论说：“作者艺术准备不足，这是较普遍

的现象。现在不少赋作，尚停留在模仿阶段，主要是仿

效汉大赋、六朝骈赋、唐宋律赋，而且多率尔成篇，遣词

造句大都比较粗糙，艺术感染力不强。另有一些作

者，甚至连古代诸种赋体的不同特征都不甚了解，自

以为用古文写作，自称为赋便算赋，古代赋的体式气

势韵味全失。”白庚胜的这两篇赋因为有深厚的学养为

底子，以超群的才情作保证，以浓烈的情感定基调，

以熟稔的人事为题材，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又收获多

方面的知识。

白庚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文艺研究，一边参与文

艺工作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观点及‘二为’方向与‘双百’方

针，将强烈的政治责任与学术民主视作必须恪守的原

则；坚持各民族文学一律平等及各民族文学队伍的团

结、和谐；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当代文学创作

与理论批评的一切方面、各个环节；坚持开放性与科学

性，追求人类情怀、世界眼光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高度

统一”。有了这样的视角，他观察事物和创作作品都比

较容易有新的发现。无论《纳西颂歌》还是《丽江礼赞》，

都充盈着强烈的爱民族、爱家乡、爱国家、爱人类的情

感。可贵的是，作者的爱不是狭隘的，不是惟我独尊

的，而是一种广博的爱。作者总是把丽江和纳西族置

于周边的民族、地域甚至全国、全球的范围来考量、

来审视，颇有“站在珠穆朗玛峰上看中国”“站在外星

球上看地球”的气势和胸怀。作者纵观古今、联系上

下，使时空范围相当大；又因为多年的知识积累，他

对丽江和纳西族看得分外清晰，在他的笔下描摹得十

分具体入微而又客观真实。这是“文气”、“浩然正

气”，更是鹤立鸡群的才情，以及对家乡矢志不移的深

情。

这两篇赋都以纳西族及丽江的历史文化内涵为描

写重点，但又不局限于此，所涉及的对象有天文、历史、

地理、教育、文学、音乐、舞蹈、自然和人文景观等，可谓

包罗万象。即使是很多天天生活于其中的当地学人不

太了解的史事人物，作者都可以随手拈来，如探囊中

物。更难得的是，作者在《丽江礼赞》里全面赞美了

丽江市四县一区的精彩，使读者明白丽江是100多万

各民族兄弟姐妹的丽江，而不仅仅指丽江古城的丽江。

赋的形式决定了它的表现手法，比如对仗、押韵、平

仄、用典等等。作者的两篇赋用韵是严谨的，对仗是工

整的，用典是恰到好处的，平仄是合辙的。事有巧合或

作者有意为之，两篇赋都是每一段用一韵脚，使得文章

显得既统一又灵动，在大的基调的指挥下，各个音乐小

节彼此呼应又自然成段。对仗不必多言，读者可以一目

了然。而用典的准确和恰当就不是人人可为了，正如前

面提到的，这需要极其丰厚的学养。

一篇优美的文章，必定会给读者一种美的享受，带

来心灵的启迪、思想的震撼，也就是说必然有可读性、艺

术性和思想性。有人将之归结为要有“一文”——文采，

“二为”——为思想、为美而写，“三境”——为景物、为情

感、为哲理之美，“五诀”——形、事、情、理、典，即有具体

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有可

借用的典故知识，以达到“三境”。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强调作家创作时决不

能忽视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也不能离开生活实际闭门

造车，更不能不了解时代的脉搏、不抓住时代的特征；而

要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

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亦即

“繁采寡情，味之必厌”，“言必有采”；作品的风格须“各

师本心，其异如面”“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

有雅郑”，在加强修养上狠下功夫，而不能刻意求异；艺

术构思上“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以“神与物游”、“思接

千载”、“视通万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对照以上

美文规范，白庚胜的这两篇赋既非曲高和寡的“阳春白

雪”，也断不是朴素通俗的“下里巴人”，但又二者兼而有

之，堪称优秀之作。这是他初衷不改地作为纳西与丽江

人民的忠诚儿子的才情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然流露。熟

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的美文，展现

这样的大情、大气、大义，是因为文中提到的很多事件都

是他亲身经历并有所研究的。这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的又一佐证。

大情大情··大气大气··大义大义
————简评简评《《纳西颂歌纳西颂歌》《》《丽江礼赞丽江礼赞》》 □□白白 浩浩

爱，还是不爱，在大众这里，是如何面对某个具体情感的

问题；在仓央嘉措那里，则是一个宗教的形而上的终极问题。

中央民族歌舞团近期推出的舞剧《仓央嘉措》，直奔这样的终

极问题。

大悲悯情怀的观照

仓央嘉措的传奇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这个心灵丰沛而敏

感的门巴男孩儿，出生于1683年，14岁被选中为转世灵童，于

布达拉宫研习佛经。深宫难锁少年心，他时常趁夜色偷偷出

门，流连拉萨街市，放任他勃发的自然天性。他的行踪终于被

发现，1705年被废除达赖身份。1706年，押解途中，这位正当

韶华的23岁青年，圆寂在美丽的青海湖畔。春花朝露，倏然来

去，给茫茫人世留下无数蕴蓄梵音的美丽情诗……

如果他只是一个爱情诗人，爱情诗人何其多，人们为何对

他独有钟爱？如果他终于完成转世灵童的使命，成为一位成功

的达赖，那么对于沉溺情天恨海的芸芸众生来说，他还会这么

让人感到亲切吗？因为他如流星划过天空般的传奇命运、他短

促青春对爱情萌生的超凡感受，以及由此而迸发出的梵音情

诗，他拥有了奇特的魅力。

舞剧自然倾心于塑造这样一个魅力独特的人物形象。如

何去塑造？用导演丁伟的话来说，他们“抱着对人性的虔敬之

心，进行着一场艺术修行”。所有宗教的积极意义，不就是引导

人性中的至善至美向上升华吗？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

宗教殊途同归。艺术修行，来到高处，将激发出人们对纷纭人

世的巨大悲悯。舞剧《仓央嘉措》的创作者由衷调动了深藏的

悲悯情怀。在大悲悯情怀的观照下，对鲜活的爱情冲动和宗教

信仰的力量，都给予深切的理解和容纳。

但是，仓央嘉措必须在至真至美的爱与崇高的宗教使命

之间进行死去活来的抉择：爱，还是不爱，左右都是灵魂拷打，

进退皆为人生悲剧。《仓央嘉措》对戏剧冲突的提炼可谓精准

深切。爱，还是不爱，套用了《哈姆雷特》的经典诘问：to be，

or not to be，创作者刻意在向经典戏剧靠近。

全剧一共5场：“藏南的春天”、“庙里那几年”、“宫里那几

年”、“八廓街”、“八廓街过去后的几天”。看起来名目无彩，结

构不奇，可看进去，那却是仓央嘉措心灵冲突发展的年谱。很

多舞剧在讲故事时注重模式化的外在传奇，设置表象的冲突，

但《仓央嘉措》却注重呈现人物内在的冲突：“爱，还是不爱？”

以主人公灵魂纠结的极致冲突来结构舞剧，推动叙事，这是非

常可贵的。

灵魂冲突的悲剧推进

舞剧《仓央嘉措》的叙事风格沉静而素朴，从容道来，毫不

急切。这种叙事风格是创作者潜心追求的，一切努力，都是要

指向主人公灵魂冲突的悲剧推进。剧作整体的节奏控制得非

常好，场景的迁换缓慢流畅，延伸着剧目中正在行进的情感节

奏。音乐娓娓而来，舞蹈缓缓而起，舞台场景简洁，无一人欲喧

宾夺主，无一处想节外生枝……这一切合成一种让你先得把

心静下来的力，让静下来的心，全部放在台上那个小喇嘛的身

上。渐渐地，感动慢慢积累起来，忽然就灵光迸射，锋芒毕露的

震撼破空而来，直击心扉。

当优美而伤感的男声吟唱幡然升起，缭绕的旋律唱出困

顿深宫的仓央嘉措内心的咏叹：“洁白的仙鹤啊，请把你的翅

膀，借给我……”

当仓央嘉措毅然决然走出深宫，走向街市，走向他不可遏

制的青春本性，舞台后区下场口定点灯光勾勒出一个黑白分

明的轮廓——迎着狂风袈裟猎猎飞舞的仓央嘉措，如此神采

飞扬……

当事情败露，孤独的仓央嘉措承受着巨大压力。第五场开

场凝坐的众喇嘛长达三四分钟几乎没有动作，音乐渐次变成

无声，不可名状的压力反而越来越大，挤压，挤压。忽然一声顿

挫的铃响，举座皆惊！接着一声又一声顿挫的铃响，声声猛戳

仓央嘉措的心房。挤压，挤压，小喇嘛最后被挤压到最侧边的

舞台侧墙上，几乎被压扁成一片即将飘零的落叶……

当仓央嘉措被逐，一直缠绕着他，给他荣耀、给他护卫、也

给他束缚的袈裟一点点褪下。在上师无限悲戚的目送中，他孑

然的背影，一步一步，走向舞台后区。这时，横贯后区的巨大升

降台缓缓升起，上面是序幕开场时众生百姓的叠加造型。那是

生他养他的百姓，是他身为转世灵童应当承担起为他们立心

立命的众生，也是后来流传吟唱他的梵音“情诗”的代代生民。

层层叠叠的人们，凝望着这个悲剧的背影步步远去。忽地，天

幕上有什么在闪烁，是莲花，一朵朵巨大的莲花，接天连地。莲

花璀璨，迸射金光，无数道交错的光束贯通了整个剧场。一片

惊啧中，雪花下来了，纷纷扬扬，完全遮盖了那远去的背

影……

原来，从容叙事不是平淡无奇，沉静素朴不是停留于庸

常，那只是为了让隐忍中的爆发获得更锐利的穿透力。艺术，

最精妙的不是给出多少堆砌的绚烂，而是蕴蓄下多少厚重的

爆发力，那力量只在关键的刹那灵光一闪，足以石破天惊！

探索心灵舞蹈的新可能

若干年前，舞蹈界有过一次关于“可舞性”的论争，焦点是

什么样的题材可以用舞蹈来呈现，后来变成了“可舞性”是什

么。结果发现，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只看到事物外在的“可舞

性”，这导致我们舞蹈的题材很贫乏，并且严重缺乏挖掘心灵

舞蹈的能力。《仓央嘉措》以主人公灵魂纠结的冲突来结构舞

剧，不仅推动叙事，在编舞上，也大大推进了心灵舞蹈的体现，

让由内而发的舞蹈充满张力。

仓央嘉措的舞蹈语言，造型符号是从佛教动作发展出来

的。小仓央嘉措被确定为转世灵童时，他被给定了一个特别的

动作——单腿半蹲状态下单手合十盘腿转，这就成了定格他

身份的动作符号。但仓央嘉措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死的

身份。作为一个诗性敏感的生命，他的性格命运的核心是自然

天性与宗教使命的冲突，是爱还是不爱的终极纠结。对仓央嘉

措的舞蹈叙事，主要就成了灵魂挣扎的心灵叙事。导演找到了

独特的办法：在袈裟与身体的互动中说话。身体，利用仓央嘉

措诗句“洁白的仙鹤啊，请把你的翅膀借给我”，化出双臂渴望

自由的飞翔意象；而袈裟，被夸张加长，或恭谨地盘腰搭肩，或

滚地卷拢，或紧勒死缠，或临空抛出，或互相牵拉。这样一种特

定的身体与袈裟的互动舞蹈，处处精心编织，丝丝牵连着主人

公的不同心境——得意、皈依、舒畅、困顿、遮蔽、释放、恐惧、

解脱……可以说，这是出神入化的心灵舞蹈，是独有的“这一

个”的性格舞蹈。

当然，舞剧《仓央嘉措》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

方。比如第四场“八廓街”中，跳“热巴”的女子，刻画得不够到

位。如果她更自由不羁、更热烈似火、显得更可爱，与小喇嘛仓

央嘉措的敏感羞怯形成大对照，这样来发展他们“爱”的双人

舞，应会更加好。同时，这位“玛吉阿米”，又还有一层超越具体

人的象征，一种让仓央嘉措灵魂向往的美，这层美的体现，如

何浪漫起来，让它飞翔在八廓街的天上？这段戏，是后面发展

的关键，需要极致再极致。此外，还有若干可以改进的艺术处

理，相信导演丁伟和他的创作团队有足够的智慧去改进，把作

品打磨得更好。

爱爱，，还是不爱还是不爱，，唯大悲悯在唯大悲悯在
————舞剧舞剧《《仓央嘉措仓央嘉措》》如是观如是观 □□张张 华华

最近读到许连顺（朝鲜族）的小说《久远的沉默》，它

对于人性中的感恩与救赎的揭示，令人默然心惊。

朴武松为捞一根原木被河水卷走，崔无影当时腿抽

筋没能成功施救，但也尽力了。金书记让崔无影把这件事

描述成朴武松为救他而死，把朴武松打造成一个英雄。崔

无影答应了，因为，这样“能包装一下朋友的死，让活着的

家属得到好点的待遇”。一时间，崔无影到处去演讲“我的

生命是英雄朴武松给的”。读着别人准备的演讲稿，“崔无

影沉痛之至，终于掉下了热泪。对死去的朋友的悲伤固然

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可悲了”。随着

时间的流逝，崔无影不知不觉被自己的演讲所暗示，真的

相信朴武松救了自己一命似的。重要的是，朴武松的家人

真的认为崔无影欠了他们的，一直在当仁不让地剥夺他

使唤他，即便在英雄已经被淡忘的时代，他们也不能刹住

这种惯性，似乎吃定了崔无影。崔无影的儿子再也无法忍

受，要求崔无影公布事实，崔无影不答应，他说：“能给死

去的朋友好点的待遇，却没能做到，身为薄情的朋友能没

有内疚吗？我说了假话，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可当年不说

假话，肯定也会内疚一辈子……错也罢，对也罢，我想都

得接受，继续活下去啊。”儿子蓦然意识到，父亲其实早已

生活在一个“缓冲地带”里，其中受虐的安宁至少好过良

心的不安。

为了儿孙的荣誉，崔无影决定去乡政府澄清这件事，出发前还喝了一

杯酒，他说：“清醒了好像受不了，特意喝了一杯。”这就是他大半生的状态。

可是，当父子俩找到乡政府，却发现这件事早已被遗忘，也无从澄清了。失望

之后，崔无影得到了新的安详：他尽力了，而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既然是别

人强加的，那自己就不用苦恼了，也用不着琢磨了，反而省却了许多烦恼。放

下了，也就该解脱了吧。”该哭的是父亲，可是他却笑着，想哭的是儿子——

儿子“真想在万籁俱寂的，人人甜睡的三更半夜大声哭起来，发出雷鸣般振

聋发聩的痛哭声，叫醒天地间的万物”。

这篇小说把一个“心安即清明”的朝鲜族父亲写得波澜不兴又令人心

折。他本来应该被感恩，却为了造福于朋友一家，选择沉默，独自承受了委

屈。而如果他说出来，可能会让他更加不安。在人我利弊的权衡之中，他以如

何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心安为前提。良心时时醒着的人，才会把心安作为选择

的标准。最后，为了儿孙的荣誉，他决定说出事实，也是为了使自己获得心

安。因为对于朋友家，他已经尽力了，一定程度上可以心安了；而这件事现在

对儿孙造成的阴影，与真相对朋友家的影响相比，更让他不安。然而，当事实

无法澄清时，他似乎又庆幸自己不用在两种不安之间选择了，他再次获得了

“事已至此，我尽力了”的心安。他活着，就是为了心安，心安即归处。他其实

没什么需要救赎的，但他却把自己置于一个救赎者的位置，他要救赎的，是

他自觉的良心的安宁而已。他仿佛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一个用灵魂来活着

的人，心安即福地，形而上的幸福能使他拥有镇定自若的人生，这就够了。

这位父亲的人格形象是清晰的强大的，面对上帝众神，他都可以坦然

了。小说如一道无声的闪电，照出众生心中的各个层次，不仅仅是善和恶。提

示人性的觉醒，是小说的道义之一，《久远的沉默》完成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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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 东 紫 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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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曹文轩《草房子》的艺术美 ………… 李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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