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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
刊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邵燕祥先生的诗，
抄写背诵，大为雀跃。用现代语形容：粉丝。

1984年那个难忘的8月，在呼伦贝尔市与
邵先生相识，并陪他去满洲里，去巴尔虎草原，
去达赉湖，从此成为我的亦师亦友。观看达赉
湖那天，阳光很好，著名女诗人傅天琳说达赉湖
蓝成蝴蝶了。邵先生眼望烟波浩渺的湖水，满
怀激情地跟时任呼伦贝尔文联主席、老作家冯
国仁吟咏酬唱。他写下《游达赉湖和冯国仁》：

“玛瑙针茅供采撷，波纹云影共徘徊。晴秋八月
毋相忘，千里诗思任剪裁。”邵先生的新诗情重
又深刻敏锐，而旧体诗也这么好，令人为之感叹
叫绝。以后我就留神去读他的旧体诗，却只在
《湘泉之友》读到《已已杂诗一打》12首，其中
《人生》和《不问》我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

又是北京见暖的春日，我再一次去华威北
里拜访邵燕祥，幸得他刚出版的诗集《邵燕祥诗
抄·打油诗》。邵燕祥先生告诉我，这些原先只
是写给自己，或顶多是二三友人传看的格律诗
——我叫它“打油诗”。这本诗集的封面设计高
雅淡洁，颇具诗意，也显示出一种人格和艺术的
力量，确是不凡。

每每拜读邵先生的诗作，我都选择在月光
如水的夜晚，或是朝霞初露的清晨，心明心净亦
心静，方能品味和享受他的诗意诗情。以编年
体方式编排的这部《邵燕祥诗抄·打油诗》，记录
着邵先生从1958年到2001年这一时期的生活
历程，内含岁月深处的真情和思考、念想、憧
憬。他敢爱敢恨，固守道德，何惧沉重，把对生
命和人生的体验化作诗行。《半生》诗云：“半生
飞倦不知还，城郭平芜各有天。前路莫愁无慰
藉，青山妩媚白云闲。”平静安然，意蕴悠长，一
曲心态和谐之音。不攀比，无所求，走自己的路
风景独好。“十年岁月亦峥嵘，塞马临歧失所
从。祸大何曾疑日远，身微今更觉恩隆。”这首
《自赠》可见诗人之坦荡胸怀，豁达、大度、磊落
和阳光，实属人生绝唱。该牢记什么，该忘却什
么，乃人生的道德和本领，做到谈何容易。邵先
生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境界，使他的诗大气、鲜
明，总会给人带来不尽的启迪。

邵先生 63周岁生日的那天下午，正沉吟
间，天雨雹，遂成绝句《六十三周岁生日》：“百年
沧海我曾经，几度潮生月怒明。老蚌磨珠珠化
泪，漫天泪雨堕成冰。”这一见景生情之作，情深
意重，铿锵有声，直击心灵，感人至深。邵先生
的灵魂始终飞扬在时代和社会惊心动魄的发展
变化之中，尽管磨珠化泪、泪堕成冰，他依然沉
思、呐喊，承担诗人、作家的责任，表现出独特人
格的阳刚之气，这给人带来振奋与鼓舞。而“人
生何处觅清欢，有味无聊亦怪圈。”（《人生》）；

“我亦曾经沧海客，文章虽贱骨非轻。”（《即事寄
袁鹰》）。这一系列富有哲理的诗句总把人带入
感悟之中，也让人正义、光明。李辉感叹：文坛
幸有邵公在。

写山水风景的旧体诗很多，而邵燕祥先生
却别具一格。他用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审美

观念观察体验，巧妙地把情感与大自然紧密相
连，真实地去表达去抒发去想象，从而形成出新
出奇的意境美、情韵美。如《题回雁峰，以我别
署雁翔也》。游回雁峰，想到自己的名字，情景
相生相融，机智、活泼、生动，耳目一新：“飞去飞
来回雁峰，如何垂翅失其声。我亦逐群一北雁，
待将雁字写长空。”又如写张家界索溪峪景区的
《黄龙洞》：“乳笋洞中生一寸，人间转瞬已千
秋。长寿如君思不朽，何如立地化石头。”工笔
素描，洗练对照，那种世事沧桑、生命意识跃然
纸上，令人深思、感叹。邵先生的山水诗时而变
幻色彩，古雅灵动：“半空衡山云，一夜潇湘雨。”
（《南岳歌》）；时而怡然活泼、妙趣盎然：“幽径无
人抄近走，白云有意擦边来。”（《黄山二绝
句》）。对仗美，节拍美，现代口语美，把人带入
高卓、深远的艺术境界。

这部《邵燕祥诗抄·打油诗》，有不少寄赠唱
酬的篇什，大多都是与名流、大家来往之作。这
些原先只是相互传看的诗词，情深深，意浓浓，
韵味深长，让人温暖与充满激情。有的浩然奔
放，意蕴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
声。”（《赠友人》；有的抒情励志，简约精深：“纵
马何愁花落去，春风不趁趁秋风。”（《赠蓝翎》）；
有的相忆记趣，感叹岁月：“秋睛共记此登楼，浮
世光阴哪里偷。”（《秋晴寄朱正》）；有的健朗浑
然，富有启示：“已向花间留晚照，更从秋后觅阳
春。一天好景君知否，依依最是近黄昏。”（《读

“夕阳何惧近黄昏”句再柬小如》）。因为实话实
说，真情真唱，又注重格律、章法、对仗，所以这
些闪烁人性光辉的诗尤显情感、意境和声韵的
完美，着实耐读与值得回味。

这本书的外编，收入了邵先生为丁聪先生
和方唐先生的漫画所配的绝句，一画一诗，别有
其味也。意从画而来，形象、贴切、深刻，对社会
上那些阴暗、丑恶、腐败等现象给予抨击鞭挞，
体现了诗人的责任感 。笔调自然诙谐，却尖锐
透彻，读来便悚然动容。《老虎屁股可轻摸》写
道：“过街过市总招摇，称霸称王尾巴高。刚才
洗了桑拿浴，此时屁股可轻挠。”轻松、幽默、可
笑，像小品，把那种猖狂霸道讽刺挖苦得淋漓尽
致，叫人甚觉痛快。“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奥迪
门外催。醉卧官场君莫笑，青云有路几人回。”
这首《公仆生涯》写得朴实而直接，可那弦外之
音却是那样尖辣、透明、强烈。还有《不堪一
击》：“只出总结不出粮，政绩夸称入百强。但得
上峰能首肯，落花流水亦文章。”有声有色，又鲜
活风趣；入木三分，且余音缭绕。

读邵燕祥先生的诗词，人生之快事也。

鸦雀无声雁有声
——读《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王忠范

长篇小说气势恢宏，人物、线索盘根错节，
大视角展现历史全貌，多方位反映社会人生，短
篇小说对此只能望洋兴叹，这道无形的壁垒始
终阻隔着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创作上的交
融，甚至成为了作家们创作的自觉，很少有人尝
试去打破横亘在二者之间的壁垒，直到蒋晓云
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的出版，才让人们惊醒，猛
然意识到原来短篇小说也能支撑起宏大的历史
叙事，再现历史社会与众生相。

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简体版已经出版两
部。第一部《百年好合》以12个独立成篇却又
环环相扣的故事，书写了两代人的传奇，小说
以金兰熹百岁寿宴为开始，利用寿宴编织人物
关系网，12个短篇勾勒出14位女性，每个人物
之间都相互牵扯，继而架构起民国普通女性的
生活百态。王安忆评价说：“犹如套曲，一曲套
一曲，曲牌如海。”但是，随着第二部《四季红》
的出版，我们才发现，蒋晓云并非创作套曲那
么简单，她试图用文字建造一座民国素人历史
博物馆。《四季红》虽然仅有5个短篇构成，除
首篇单独成文，剩余四篇则构建了一部家族
史，第一部中没有登场的金家姐妹及后代的命
运，分别写在了4个短篇里，血脉情仇使得内
容相互交织，独立的篇章因此有了千丝万缕的
关系，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反映的恰是
大家族兴衰史。如果结合一二两部作品，将视
角转向写作对象，我们会发现，作者并不仅仅
在书写普通女子的身世与沧桑，而是在苦心营
造海外华人生活的“浮世绘”，时间从辛亥革命
跨越至今，地点从大陆、香港、台湾一直延伸到
海外。利用人物间的关系让独立成篇的内容
彼此粘连，打破了短篇小说无法架构的宏大叙
事和立体化反映社会人生的技术壁垒，扩展了
小说叙事空间，草蛇灰线，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每个人物都被置身于特定历史的时间画卷上，
个人际遇、家长里短、家族兴衰、时代命运统统
被囊括其中，犹如走进了历史博物馆，透过一
个个女子的身世沧桑见证整个时代记忆。

《四季红》《雨夜花》《望春风》《月夜愁》是4
首台湾老歌，一起合称为“四月望雨”，有“大时
代加诸人民的悲欢离合”的意味，蒋晓云不去书
写长篇，而是利用短篇让相关人物在不同篇章
里淡入淡出，可能就是为了突出个人的悲欣交
集恰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民国素人志系列
小说集中，人物或傲娇，或忧虑，或落寞，写尽了
时代人生的跌宕与起伏，但是，作者落笔却颇为
克制内敛，作为作者阔别文坛30年后的回归之
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洞察世故的练达，面对
时代的苦难和不幸，她写得闲逸轻柔，不用笔触
去刻意煽情，专注细节渲染与人情描绘，构建出
的恰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时空。一个短篇就
是一个旧事尘俗的故事，故事中那些旧了的人
和事独立成篇，书写的是个人的时代之悲，但是
人物间的相互关系，又编织成了一张时代人生
的社会网，人人都是时代的过客和参与者，她们
的故事在蒋晓云的文字里开出了一朵朵优雅而
绚丽的花儿，带着悠久不散的幽香，惊艳了岁月
和时光，也震惊了文坛，原来短篇小说也可以有
长篇小说的磅礴大气。

用短篇小说建造的
民国素人历史博物馆
——评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

◎李建乐

素有“歌海舞乡”之喻的内蒙古，
有着特色鲜明而又丰富多姿的艺术，
同时，也有不断发展而且成果丰硕的
艺术研究。

内蒙古的艺术研究成果，主要出
现于20世纪 50年代初以来，从这近
70年的经历与实绩来看，内蒙古的艺
术研究，不仅与整个艺术活动本身有
关，而且与国家及本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以至社会环境都有密切关系。

内蒙古的艺术研究，经历了20世
纪50年代初的起步并开始发展，“文
革十年”的被干扰、被破坏以至中断，
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复苏与逐
步走向勃兴的过程。当然，不同门类
艺术的研究情况不尽相同。如，音乐
研究、舞蹈研究、戏剧研究、美术研究
等起步较早，而电影研究、电视剧研
究、摄影研究、杂技研究等则开始较
晚。各门类艺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深
广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综观内蒙古近70年来的艺术研
究，有如下特点：

一.民族艺术研究成就显著。如，
蒙古族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蒙古族乐
器改革研究、蒙古舞研究、草原画派研
究、乌兰牧骑研究等等，从民间形态到
专业创作与表演，从资料搜集到学术
梳理，都有扎实而系统的研究。其中，
有的研究属于开创性的，有的成果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这方面的研究，对
于促进民族艺术的发展，并使其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由特色转化为优势，具
有积极意义。

二.依托重大项目或课题汇聚研
究力量，形成重要成果。进入“七五”
之后，随着包括“内蒙古卷”在内的《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族民间
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
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
成》《中华舞蹈志》《中国戏曲志》《中国
曲艺志》等国家重点规划项目的开展，
内蒙古一大批艺术研究工作者投入到
这浩大工程之中，分别以不同的形式
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形成了一批重
要成果。特别是蒙古族传统音乐与蒙
古族舞蹈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理论
研究，已逐渐具有了作为独立学科的
基础与优势。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政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立足于自治区实际，先后
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和民族文化
强区的战略目标，并制定和采取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推动了
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其中“草原文
化研究工程”的实施，不仅直接而有力
地推动了艺术研究，而且草原文化的
研究成果，已成为提出并进而系统研
究“草原艺术”的重要文化依据与背
景，同时也对草原艺术学理建构起到
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三.门类艺术研究逐步形成系统，
综合研究突显良好势头。从发展态势
看，内蒙古的艺术研究经历了两个方
面的明显变化：由依附于某种政治形
势并富有宣传意味的把握，到突出艺
术本体的自主性研究；由依重于传统
艺术现象与具体艺术作品而进行经验
性描述，到突出门类艺术自身形态特
征的具有学理体系的研究。在这样的

变化中，使得关于音乐、舞蹈、戏剧、电
影等门类艺术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定
的系统性。与此同时，随着门类艺术
研究的推进，综合性艺术研究呈现良
好势头，起步较高，并产生较大影响，
如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课题《草
原艺术论》、社科规划项目《全球化背
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自治
区规划项目《契丹艺术论》等，都是这
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普遍具
有丰厚的积累，宏观的视野，深入的探
讨，体系化与学术性强。

四.研究队伍发展壮大，研究人员
层次不断提高。在内蒙古的众多学科
之中，艺术研究领域队伍的壮大与层
次的提高是十分显著的。从20世纪
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之前，内蒙古从
事艺术研究的人员较少，主要散见于
文化部门、艺术团体与部分教育单位，
缺少相关的组织。而且，他们之中的
一部分人员都另有他业，从事艺术研
究只是兼而为之，甚或是偶然为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艺术研究队
伍的情况逐步发生变化，其一，专门的
艺术研究机构有所增加，除了文化部
门已设有的艺术研究所之外，内蒙古
艺术学院（原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院校相继设置艺术
研究机构，并设有专职，立有专项。其
二，有了相关的组织，2000年，内蒙古
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正式成立，对于
吸引并汇聚艺术研究队伍，有组织地
推动全区艺术研究的开展，发挥了很
重要的作用。其三，艺术教育的发展
与提升，为艺术研究人才培养创造了
良好条件。自治区艺术类本科生教育
的扩展与研究生教育的提升，一方面
使艺术院校本身成为重要的艺术研究
基地，另一方面培养出一批从事艺术
研究的人才，不少硕士、博士、教授加
入到艺术研究的队伍之中。这样便形
成了区内一支结构合理、专业突出、富
有生机，并且相对稳定的艺术研究队
伍。这支队伍的形成，对于全区艺术
研究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显而易见，内蒙古的艺术研究是
一项发展中的事业，需要关注与开掘
的领域还很多，新的课题不断出现，研
究的空间很大。譬如，全面而系统地
梳理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艺
术的发展历程及成果，依然是一个有
待深入进行的项目。通过这方面的研
究，总结自治区成立70年来内蒙古艺
术的发生、发展轨迹，发展经验和基本
规律，并把握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
取向。这可以为内蒙古艺术的发展提
供有益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持，同时
对于民族学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贡献新
的成果。再譬如，在当代“全球化”语境
中，在认真审视蒙古族艺术的历史成
就的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代背景下的
生存、发展及创新问题，以使其在新的
文化生态环境中找到新的生长点；系
统梳理与辨析有关认识或理论问题，
并在研究成果中对此做出系统的理论
阐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
领域与问题，这对于内蒙古的艺术研
究而言，既是重任在肩，又大有可为。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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