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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江南多才俊，中国恐怕再也没有
哪个地方会像江苏这样更热衷和崇尚文
学了。从古代的李煜、范仲淹、范成大、沈
括、秦观、顾炎武、冯梦龙、曹雪芹、郑板
桥、吴承恩，到近代的叶圣陶、柳亚子、刘
半农、钱钟书、朱自清，无论提起哪一位，
都是文学大咖，让人心生敬仰。现在，江
苏文学河流里的韩树俊，又进入了我的视
野。

韩树俊，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西部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散
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他的散文作
品极富江南散文情感细腻、词章婉丽的艺
术特质，给读者带来深切的感悟。

《一条河的思念》是作者近年创作的
散文集，精选散文40余篇。全书共６辑，
内容分别为人物追忆、文化景观、城南旧
事、游踪处处、老店物语、品鉴评论。姑苏
韵味、接地气、写实事、抒真情是这部散文
集的特色。

最初读韩树俊散文，是刊于《西部散
文选刊》的《格桑花开》《情满布依必克村》
《哑哥和他的诗人兄弟》《香车河抒怀》等
篇章，语言优雅蕴藉，有“美文”的特质。
他是一个能够独特地发现并挖掘生活的
作家，他的作品里有看不见的根，有一种
潜在的民族精神，这根深深地扎在生他养
他的江南大地上。一条从江南大地上生
长出来的河流，在他的情感世界里足以咀
嚼一生。《一条河的思念》是一篇气势恢宏
又情感细腻、有生活深度和精神亮点的艺
术散文，这篇作品有他人生和文学的血
脉，包含着作者对故土深深的依恋之情：

“一条河，水乡人生存之源；一条河，水乡
的命脉。”这既是条普通的河，也是一条不
同寻常的河。韩树俊充满人文关怀的作
品里，有对时代、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
如清风流水一般，体现在其创作向美、向
上、向善的艺术自觉之中。

韩树俊是一位对江南大地充满感情、
对大地母亲充满热爱的作家。法国作家
罗曼罗兰曾这样讲述：“艺术的伟大意义，
基本上在于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
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雕塑家罗丹说：

“艺术就是感情。”读韩树俊散文，我们常
常为他作品中的情感所打动。韩树俊先
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邃的哲思、深厚
的文学底蕴，他擅于意象的捕捉，作品有
独特的江南色彩和浓烈的地域风情。他
深爱大自然、深爱着生他养他的江南，深
爱着江南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深爱着人类
至高的文明和艺术成就。正是因为有这
种爱，他的作品中浮动着一种强悍的人文
精神，表达了他对人生、生命、人性、社会
和自然的深刻追寻和探索。

《高墩弄旧事》中写到：“苏州是个文
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随便走在哪一条
街巷都能踩出一大箩筐故事。”“一条小弄
堂，一个小社会。”《高墩弄旧事》是这部书
中一篇很有重量、值得考量的作品。作者
先从高墩弄的自然形成，到吴地风采及历
史内涵，通篇透彻、澄明，有伤痕韵味，有
些章节尤显声色，是“故土苏州风韵的人
文描摹”。

《园林里的古桥》一文中，作者只写两
座桥“引静桥”和“放眼桥”，用色彩鲜明、
意象准确和形象的比喻，生动诗意的语
言，描绘了独特园林里古桥的小巧、精
致。他的思想和情感在作品中所闪耀出
来的诗意光芒常常让我们感动不已。韩
树俊以拟人修辞手法，展现了江南人的睿
智、纯朴、豪放、厚重的人生品格。这篇诗
散文，事实上已经是一首抒情的诗、一幅
风景画、一曲春天的赞歌。又如《天堂圣
竹》，让读者深刻体悟竹对人类的贡献。
生命与自然、人与自然有着水乳关系。作
家呼唤人性“回归自然”，作品表现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崇
拜。又如《我的美术老师》，先从描写美术
课堂教学细节入手，引出“我”的美术老
师，是“我”的美术老师自身的艺术修养感
染、熏陶，让“我”受益终身，也感恩终生。
韩树俊先生倾情讴歌了他的故乡，以及故
乡大好春光里纯朴的家人和亲友们，其作
品饱含着对故乡深深的爱与激情，质朴而
又精细。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非凡的激情才
能产生非凡的作品。”正因为韩树俊先生
对那片土地有如此的深情和大爱，所以他
不断探索的艺术形式也就有了浓厚的诗
意和博大的灵魂。《石剑·青铜鹰头·铁牛》
《树化石·风陵石·沙滇玫瑰》《亿昌博物馆
陶窑展示厅礼赞》等作品，有简洁与精确
的美、浓丽与雕琢的美。从审美趣味和艺
术个性来看，韩树俊先生的作品词章华
美，抒写淋漓尽致，他的才、学、识、趣在文
章中融合为一种生命艺术，跳跃在散文星
空绚丽的风景之中。

可以说，艺术形式的创新性、在人文
内涵上的丰富性和沉郁典雅的艺术个性，
构成了韩树俊诗散文的基调。韩树俊的
诗散文，是散文领域里的一种新的开拓和
创造。

水乡的吟者
——读韩树俊散文集《一条河的思念》

◎高彩梅

“我们想做‘新短剧’，只有短剧才能
形成更加良性的付费时代……”在日前举
行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提出
了“打造新短剧”的概念。

曾经，不超过30集，常常在20集左右
的“短剧”在影视行业中十分流行，也深受
观众喜爱。浓墨重彩描摹一代民族企业
家商战故事的《大染坊》仅 24 集，王志文
贡献了教科书级演技的破案剧《黑冰》只
有 20集；还有《大法官》《永不瞑目》《浮华
背后》……部部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呼之
欲出，收获了影视剧市场的热捧与观众的
好评。

然而，纵观当下，诸多台网联播剧集
越来越长，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其中
不少剧目思想浅薄、剧情拖沓、制作浮躁，
观之如同嚼蜡。某网络平台负责人分析：

“现在特别多的台网联播剧动辄 50 集以
上，但从具体的收视指标来看，长剧并不
占优势。而且长剧的弃剧率非常高，对长
剧而言，大部分人看完第二集就不再继续
追了。”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忧虑。

影视剧趋长的背后，自然摆脱不了逐
利思想的支配。现在的影视剧市场以集
数论价，看似剧集越长，越可能卖个好价
钱。而现在许多台网似乎并不差钱，往往
你追我赶、砸钱买剧，进而不断催生着影
视剧制作行业的泡沫。一些影视剧制作
方一味贪“大”求“长”，总想以所谓的大
剧、长剧一炮走红，赚它个盆满钵溢。

事情真能如其所愿吗？当然不是！
据悉，全国众多影视公司，盈利的只占其
中一小部分。

作为影视剧制作方，切不可小瞧了观
众的观赏眼光。越是急功近利，想要诱导
观众就范，观众偏偏越不买账，“遥控器”
说到底还是掌握在观众自己手里，没人夺
得走。于是，影视剧市场目前就陷入了一
种僵持状态——一方面，影视剧供给方意
欲以大剧、长剧打动观众，然却苦于缺乏
优质素材与制作“匠心”，终致“烹饪”无
方，打造不出理想的精品；另一方面，市场

需求方寄希望能有经典之作脱颖而出，可
往往总不免与“又臭又长”的影视剧不期
而遇。观众直呼看不到“走心”的作品，影
视剧制作、播出方则白忙活一场，赔钱不
赚吆喝。

“新短剧”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令人
期待。固然，影视剧并非不可以“长”，但
如果确实没有优质丰满的内核提供支撑，
那么，与其片面地为“长”而“长”，倒不如
实事求是该短则短。须知，量上的“短”不
是真的短处，不遵循艺术创作规律，不尊
重观众的现实需求，将剧作成功与否的标
准仅仅定位于“利”，而不是“质”，才是
其先天的短处，注定行之不远。

致力于发掘短剧市场，某种程度上也
与当下大环境相适应。现在是网络信息
化的时代，是精短内容愈益受到广泛追
捧，日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时代。这种
形势下，沉下心来精心打造优质短剧，符
合当前大众的文化消费特性与诉求，更利
于影视剧行业在热闹的市场环境中谋求
良性转变。

“新短剧”，既谓之“短”，又有“新”的
启示。这里的“新”，或可理解为在剧作
内容上要紧贴时代，以主流的现实题材来
说，就是要反映现实，烛照社会人心，不能
像现在有些剧作有量无质，徒具“现实”之
名，实则凌空虚蹈；同时，在制作手法上要
务求精良、勇于创新，在新的时代环境下
努力形成自身的艺术特色。达此要求，需
要影视剧的制作方、采购播出方积极协调
配合，从前期的影视剧制作策划，直至剧
目杀青后的市场运作方式等，建立起一整
套完善的供给保障与约束机制，以机制之
力推陈出新，让“新短剧时代”不负期待。

新时代呼唤“新短剧”
◎周慧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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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祖国的正北方，到南海之滨，改革开放40年让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文化的交流成为了必然趋势。

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
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草原文化历史悠久、璀璨夺目，它与黄河
文化、长江文化一起，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和组成部分。

每一个城市都以拥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自豪，
而这也正是深圳这个年轻城市所先天缺失的。

深圳在1980年成立特区之前是一个小渔村，这里曾经被
称为“文化沙漠”。经过38年的飞速发展，深圳创造了属于自
己的文化奇迹。全民阅读、文博会展、深圳学派……今天的深
圳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样态，有人称其为“特区文化”，而
更多人喜欢叫它“多元文化”。

改革开放 40年，不仅经济在发展，文化的形式也在变
化。搭乘这趟文化快车，各个地区文化交流的触角不断延伸，
在全国形成了和睦的文化氛围。在此背景下，深入思考不同
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艺术交流

深圳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位于珠三角地区，毗邻
港澳，连接海外，发展文艺演出事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拥有诸多艺术节日，如1992年创办的“大剧院艺术节”、
1999年开始举办的“深圳交响乐团音乐季”、2003年创办的

“中外艺术精品演出季”，以及从2006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届
的“中国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

内蒙古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亚洲艺术节”“昭君
文化节”“中蒙俄旅游节”“红山文化节”“河套文化节”“三少民
族风情节”……尤其是从2004年中国·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
节举办以来，内蒙古挖掘、整合草原文化，文化精品和品牌享
誉全国，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呈现出百骑争先、万马奔腾的“骏
马效应”。

两个地区都十分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多年来，内蒙古与
深圳在艺术交流方面互动频繁。

早在1988年，深圳就建立中国民俗文化村，在这里生活
着大量的蒙古族，并建有蒙古包，“内蒙古草原文化风情节”是
这里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蒙古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
以及大型民间节庆活动，令人们对草原心驰神往。

内蒙古演出团体多次赴深圳演出。在第三届“深圳合唱节”
上，荣获国际合唱大奖的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
团，在深圳大剧院举办合唱音乐会，以混声无伴奏合唱的形式呈
现了16首民歌作品，被观众称为“来自草原的天籁之声”。

此外，内蒙古艺术家也多次在深圳举办演出活动，掀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草原文化热潮。2010年，草原印象艺术团成员
在深圳举办内蒙古原生态音乐会；在“2018友好城市民族民
间文化交流活动”中，内蒙古达拉特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在深圳
盐田会堂奉献了一场《我从草原来》为主题的专场演出。此
外，乌兰图雅、杭盖乐队、HAYA乐团等一大批内蒙古歌手在
深圳举办过演唱会。内蒙古舞蹈、杂技、马头琴等演出也曾纷
纷在深圳上演。

内蒙古艺术人才和团体之所以会在深圳多次举办演出，
是因为深圳是一个开放的艺术之都。深圳气息浓郁的国际化
艺术演出氛围，深深吸引着天生热爱文艺的草原儿女。

文化是流通的，因此文化的发展应该要立足于社会实践，
继承传统，革故鼎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通过不同地域之
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实现创新。

文化创意

一座座摩天大楼巍然耸起，一条条繁华的街道经纬交织。
深圳如今已经是中国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
深圳文化建设的成就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文化产业发展的排头兵，深圳探
索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圳模式。2017年，深圳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文化创意产业占全市GDP
比重超过10%，文化创意企业5万家，从业人员超过90万，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3155家。

在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内蒙古
共遴选推介75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现场签约17个。蒙古
族服饰、牛角雕、微缩景、皮画，以及具有蒙古元素的生活用
品、文化用品等一大批文创产品，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内蒙古文
化产业发展成就。这是内蒙古组团参加深圳文博会的第11
个年头，在这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上，内蒙古的文化创意
展现出了草原文化的文化自信与风采。

多年来，内蒙古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深圳的多元文化交融

在一起，近期更是动作频频。
内蒙古与深圳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了大数据产业招商推介

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内蒙古“云上北疆、中国数
谷”的品牌文化影响力。

兴安盟科右中旗图什业图王府刺绣作品《芍药绽放》在深
圳大放异彩，作为礼品赠送给了马耳他驻华大使，大使先生对
这份礼物赞不绝口。这是深圳一家公司与该旗政府签订协议
之后的成果，他们将“产业化+品牌化运营”模式和经验运用
到图什业图王府刺绣产业的创新上来。这次合作，为自治区
的非遗传承、保护和产业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内
蒙古和深圳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Memory 5D+《五维记忆》中国非遗创意秀”震撼非凡
的演出风靡各地，这场备受关注的大秀正在开启深圳之旅。
总导演乌兰雪荣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节目将27种中国非
遗艺术表演形式融入剧情，其中就包括内蒙古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蒙古族长调、呼麦和马头琴。

当今时代，文化传承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自然、社会环境在
改变，大众生活品质和审美观念也在提升，不同的文化内容都要
思考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提
升创新能力，发展文化新业态，才是文化繁荣的必然出路。

人文精神

草原是崇尚自由的地方，草原人民胸怀坦荡、热情诚恳。
40年来，有不少蒙古族人留在了深圳，驰骋在第二故乡。

马头琴老师杭盖，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现居住在深圳。偶
尔会参加深圳马头琴部落游牧沙龙，给那里的人们演奏《奔
腾》和《满都拉汗赞》，也会在深圳宝安区群艺馆举办《马头琴
的过去和现在》的专题讲座，为深圳的朋友介绍马头琴。

来自赤峰市的莲花和朝克是对蒙古族姐弟，同时也是搭
档演出的音乐人。他们一个唱歌跳舞，一个演奏蒙古族乐
器。深圳的蛇口、益田、香蜜湖……都是他们表演的地方，他
们流着草原人民的血液，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

像他们一样的深圳蒙古族人还有很多。人的文化心理，
是通过意志、感情、语言表现出来的，在他们看来，走进深圳，
恰似故人来；离开深圳，亦如挥别老友。他们之所以愿意留在
移民城市深圳，就是看中了深圳包容的气质和文化责任感。

除了包容，深圳还有一种精神气质与草原人民是契合的，
那就是不怕吃苦的拼搏精神。从建立之初“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到“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拼搏是深圳永恒的厚
重底色。同样的，在草原人民的身上，有着像蒙古马一样不畏
艰难、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

两个相隔甚远的地方，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以其艰苦

的努力和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梦想追求，铸就了中国改革开
放40年的奋斗精神。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

从草原到深圳，从来都不遥远，因为我们亲历着相同的时
代，脚踏着同一片土地，体悟着相同的生存挑战，能够在互补
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

正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这片热土沸腾起来。40年风雷激
荡的雄浑篇章，映照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给神州大地带来
的巨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合、与时俱
进，为新时代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

一个地区的扬名，不仅在于它的GDP，更在于它的文化。文
化的交融是文化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也是文化不断发展和进
步的源泉，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推动力和历史见证。

内蒙古与深圳，一个在北，一个向南，同改革，共开放，共
同续写了祖国繁荣发展的壮丽华章，它们永远是中国大地上
交相辉映的两颗明珠。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 徐跃 摄）

文化交融文化交融：：从从草原到深圳草原到深圳
——改革开放40年两地文化深度交流的脉络探析

◎徐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