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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看起来是个虚幻缥缈的字眼，似乎
可以想象而不可企及。对美好生活的梦想，
其实并不都是遥不实现的幻境，它在寻常百
姓的心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2018年11
月 24日由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
术研究剧院创作演出的二人台现代题材小戏
《咱也来圆梦》在呼和浩特民族剧场上演，以
二人台特有的朴实生动的艺术方式，讲述了
寻常百姓人家“圆梦”的故事，剧情简洁，曲折
有致，内涵丰富，情节不复杂，人物形像鲜明，
30分钟里的唱说表演，紧系剧核，以小见大，
折射出新时代的社会风貌。《咱也来圆梦》是
一出接地气又有现实时代气息的小戏，值得
肯定。

《咱也来圆梦》的故事从农村保姆喜梅与
主人铁锤之间的爱情切入，以中老年人“黄昏
恋”为主要故事情节。在故事发展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友善之情，
体现了儿女孝敬老人的美德，同时包涵了驻
村干部一心一意辅助村民致富的工作精神，
体现了物质生活日渐富裕后老百姓的精神风
貌，故事的切入点很小，但蕴涵颇多。

剧作者候晓琴和改编者李佳琦都很年
轻，但二人编剧的艺术功力不弱，具有比较敏
锐的艺术感受力。作者对生活的艺术处理没
有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了内在情
感和内心需求的敏感点，发掘人物追求幸福
的心理动因。主人公铁锤丧偶多年，儿子常
年下乡扶贫，身体不适时得到喜梅无微不至
的照顾，孤寂的心灵得到了温情的滋润，情感
潜滋暗长，友情升华为爱情。喜梅在铁锤家
也享受着关爱和温馨，铁锤忠厚善良的性格
让守寡多年的她暗生情愫。铁锤与喜梅你有
情我有意，但囿于传统观念谁也不敢捅开这
层窗户纸，分别之际难舍难分，欲言又止，相
互试探又躲躲闪闪，内心十分纠结。剧作将
二人内心活动置于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的情
境中，外面爆竹声声，人物心里波涛涌动，剧
情进入故事核心。喜梅：“耳畔畔鞭炮声声响
连天，满眼眼熟悉境况似眼前，只道是回家过
年庆团圆，说分离心中不忍口难言。”铁锤：

“眼看她收拾东西就要走，就好似一记闷锤敲
心口，一年来她日夜将我守，是保姆，她早已
住在我心头。”这真情的内心独白，配上带着
几分哀伤的曲调，很有感染力。离别在即，喜
梅给铁锤家剪窗花、贴窗户，富有民俗色彩的
细节进一步渲染了二人之间难以抑制又难以
启齿的情感。铁锤用“鸳鸯戏水”、“鹊桥相
会”来暗示，喜梅用“喜鹊登梅”来回应，二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唱，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语
掩饰不住强烈情感的流露，把剧情推向关键。

剧作巧妙地在人物自我内心冲突上做文
章，一步步地推进人物行为，俩人几次自然而
然地靠近又刻意拉开距离的动作，把二人情
感的“磁力”表现得生灵活现。演员的表演恰
如人物性格，内在的情感细腻丰富，外在行为
十分节制，这是这种内外反差的张力造成了
很好的戏剧效果。关键时刻，铁锤的儿子志
兴带领喜梅的儿子和儿媳出现，志兴早已期
待两个老人走在一起，而喜梅的儿子和媳妇
却顾虑重重，剧情发生反转。剧作在修改过
程中增加了喜梅的儿子文斌和儿媳乐乐两个
人物，使故事情节有了波折，在双方为难时，
铁锤在儿子鼓励下勇敢地站出来打破陈腐观
念，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情，并担当起照顾喜梅
孙子的责任，支持年轻人全力创业，铁锤和喜
梅的幸福梦得以实现，儿子的孝心有了正果，
文斌和乐乐满心欢喜去实现他们的致富梦。
《咱也来圆梦》艺术地诠释了家庭和谐、社会
和谐的主题立意，通过平凡的生活事件展现
幸福梦的美好情景。

该戏舞台设置简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时代感，方便惠民演出；音乐具有鲜明的
二人台特征，朴实情深，具有感染力，符合特

定的戏剧情境，也能够贴近人物情感活动；演
员的表演见功力，尤其扮演铁锤和喜梅的唱
功和身段即有二人台的范儿，并具有新鲜的
时代气息。

在肯定《咱也来圆梦》的同时，也发现一
些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志兴给爸爸打电话，
可以不告诉文斌和乐乐来家的事，加一两句
试探爸爸对保姆（喜梅）满意不满意的话，在
这里抖个包袱，埋一点伏笔，等文斌和乐乐出
现后会产生给人以惊喜的感觉；志兴对父亲
和喜梅的关系还嫌太直接，可以表现他有意
撮合两人的姻缘，有期待，但不托底儿，父亲
也不知道儿子的真正意图，当铁锤挑明自己
的爱意后，正中志兴下怀；文斌和乐乐原本是
和志兴一起进城接妈妈回去过年，没想到出
现新情况，他们反对的理由除了担心乡亲们
笑话、孩子没人带之外，更重要的是担心妈妈
从此变成了“不挣工资保姆”，怕她吃苦受
气。这样也能够体现这两个孩子的孝心。目
前对他们的处理生硬，只体现了自私的一面，
所以显得他们态度的转变有些突兀。该戏如
果参加小戏小品比赛，时间上还需压缩，开头
可以快进。

二人台，根系乡土大地，深受内蒙古西部
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其艺术形式以及思想内
容紧贴百姓日常生活，与底层人民的喜怒哀
乐息息相关。走入城市大剧场的二人台，发
生了很大变化，不断有大型剧目产生，在音乐
曲调、表演风格、舞台设置、人物造型、审美趣
味等方面都在进步。毋庸讳言，在变化的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离，如过分追求大制作，
或过多地模仿话剧形式，再就是脱离生活生
硬地图解主题。从这点而言，呼和浩特民族
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院近年推出二人台
现代戏，如《花落花开》《万家灯火万家梦》等
作品，在创新发展二人台艺术的的道路上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求新求变，但不离二人台的
文化根基，保持了二人台作为地方戏曲的品
质，即源于生活，贴近老百姓情感，表现普通
人的境遇与追求。音乐是二人台作为戏曲的
立足之本，是它区别其他地方戏曲的徽章，观
众的接受期待是听觉享受和视觉享受互动互
融的过程。和任何地方戏曲一样，二人台的
表现内容日益丰富，从乡村百姓自娱自乐走
向现代审美享受，它原本的音乐必然需要衔
接现代。如何保持二人台传统的曲牌旋律，
不损伤二人台音乐味道，让老百姓感到亲切，
又能够出新，适应新时代观众的新口味，是需
关注的一个问题。担任《咱也来圆梦》作曲的
郝华先生，有着丰富的二人台音乐创作经验，
他创作的曲调朴实，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在
观众熟悉的二人台曲牌旋律中加入一些新元
素，很好地表现了人物情感变化，这是该剧成
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咱也来圆梦》的意义还在于老艺术家对
年轻人的传帮带，除了编剧是年轻人，剧中志
兴、文斌、乐乐都是二人台的后起之秀。导演
段八旺先生，把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转化为
对青年演员的指导，不仅从外在形体动作和
演唱上抠戏，而且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调
动。铁锤和喜梅纯熟的演技也很好地带动其
他人物的表现。二人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其传承发展离不开后继人才培养。
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
新剧创作过程也是不断培养新人的过程，新
生力量为二人台艺术注入了活力，《咱也来圆
梦》取得的成绩得之于二人台人才的成长。

梦，并不都是幻境
——二人台小戏《咱也来圆梦》观后

◎高明霞

续维国，作为一位离开故乡数十年之久的学者、
作家，言其朝夕所伴的，就是那无尽的乡愁，浓重的、
难以割舍的通辽故乡情结。这亦使其成为给通辽城
著书立说的第一人。

他与妻子合著的《玩味老通辽》一书为百篇系列
文化散文，以内蒙古通辽这座城市为主题，进行历史
文化追溯，故史实性、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
性是其鲜明特色。叙事中多有小说元素和“剧场效
果”，篇章间凸显系列关联脉络。

《玩味老通辽》一书创作始于1990年，在通辽建
城百年的2012年著就，全书计70万字，分“老通辽
竹简”“老通辽街衢”“老通辽食趣”“老通辽偶人”“老
通辽风致”和“老通辽撷萃”等六辑。书中收入有关
通辽建城百年的珍贵历史图片532幅，及通辽地区
濒临失传的民歌《闯关东》等。这部书在创作过程中
曾正式结集出版36篇版本、81篇版本和今100篇
(实为103篇）版本，曾被通辽电视台改编拍摄成大
型文化、风情、民俗系列讲座节目《老通辽的故事》，
作为通辽市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以全新栏目在电
视节目中推出，并应观众要求，多次重播长达３年之
久。

续维国，作为一位学者、作家，以其浓重的通辽
情结感动了通辽，这部书凝结着其与妻子20年的心
血。有学者如是谈起《玩味老通辽》这部文学专著：

“基本上写的是通辽百年历史的前50年，林林总总，
洋洋洒洒，章章节节，字字句句，把握了一个‘老’字，
写尽了一座城市，这其中有多少史实的考证、真伪的
鉴定、思考的积淀、残缺的织补、细节的甄别和民俗
的探源是无法进行统计了。言通辽史上涉及的重要
人物，书中竟有康熙、乾隆、袁世凯、张作霖、张学良、
溥仪等数十个之多。至于街头巷尾的俗人俗事一桩
桩、一件件、一个个，皆写得神活灵动，光彩焕然。一
座城市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变得鲜活了，变得生动了，
变得有文字可依了，变得不怕随着岁月的伸延，人世
的转换而无迹可寻了。作者面对着五花八门的关于
城名‘通辽’二字的推测、揣摩、解释，著文轻松推出
自己的‘能通过辽河’一说，指出当年在河面窄、河底
平、河流缓，船来车往，马冲人蹚，一年四季人们都习

惯在此通过辽河，‘而水陆之便，尤为他处所不及’的
土地上临水建一城，名‘通辽’，天赐般的合适、贴
切。故大可不必去犯‘红学家’们想作学问而先制造

‘繁琐’，想弄玄虚而先添‘复杂’的毛病。作者用细
说‘大八家’‘八大家’‘外八家’的方法，一笔解开了
老通辽‘八大家’的百年之谜。作者搜索史实散落的
经纬，编织残缺，聚起残缺可信的史实，成就传奇，以
3篇系列文章《击毙日酋松井清助传奇》《历史烟云
深处的王家油坊血战传奇》和《大刀队马府杀敌传
奇》，第一次用“系列传奇”绘就了通辽抗战史上震惊
中外、让冈村宁次闻之急奔而来、让《朝日新闻》惊呼
不敢相信重创日军者乃‘集群民众’之抗日烽火画卷
……作者能把严谨中带有枯燥的考证和平淡得如白
开水般的论述皆化作令人眼前一亮的、画卷中不可
或缺，亦鲜艳和谐的色彩。把深沉缓缓唱起，把悲壮
徐徐道来，把轶史植入谐说复活，把美好嵌在歌谣中
展示，以大爱去潜心钩沉故乡通辽的历史文化底蕴，
让读者观一路风光，赏心悦目，皆有所感、所叹、所
悟、所得。”

“感动中国人物”牛玉儒生前为81篇版本的《玩
味老通辽》作序时曾这样写道：“维国夫妇的这部书
说出了老通辽当年那些很难说清的东西。他们做了
一件为通辽说清当年不困惑，又为之取，又为之舍，
又为之传扬的工作。”

著名作家高洪波为此书百篇本出版题诗并书：
百年建城百年史，草原风情一卷诗，故乡绵邈心常
系，留得况味起相思。

续维国的通辽情结，对无数读者来说，是闻之夺
人心神，听之撼人魂魄，甚至是催人泪下的。他在故
乡通辽生活了20几年，却携妻用20年的时间为通
辽这座城市著书立说。

无限关山 望乡依旧
——评续维国散文集《玩味老通辽》

◎乌日吉图

林语堂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
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
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两栖杂述》是汪曾祺的文论集，收录了汪曾祺
有关小说、散文、戏剧、民间文学创作，以及小说语
言、审美趣味、民歌收集等关乎创作与欣赏的评论
文章。汪曾祺为文直率，读他的文论，不仅有助于
理解文学的欣赏和创作问题，同时，亦可借此理解
其人其文。

汪曾祺十分看重语言问题，很喜欢论述文学
的语言问题，他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
具。”语言到底是惊人好，还是平淡好？汪曾祺直
言不讳地说：平淡好。可是，他又补充道：“但是平
淡不易。”平淡不是从头平淡，平淡到底。那样，就
会寡淡无味了。他很重视语言的传承，主张向古
典文化学习、从方言中汲取营养，从生活中学习。
他还言：“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
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此语，我心有戚戚焉，有不少
作家拿粗俗的语言来哗众取宠，且洋洋自得，而不
知羞也。

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汪曾祺写道：我以为
是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
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里引申出来的思想。是作家自
己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
悟。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他指出了典型提法
之荒谬。“透过一个人物看出一个时代，这只是评论
家分析出来的，小说作者事前是没有想到的。事前
想到，大概这篇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小说作者只是
看到一个人，觉得怪有意思，想写写他，就写了。如
此而已。散文化小说作者通常不对人物进行概括。
看过1000个医生，才能写出一个医生，这种创作方
法恐怕谁也没有当真实行过。散文化小说作者只是
画一朵两朵玫瑰花，不想把一堆玫瑰花，放进蒸锅，
提出玫瑰香精。”他认为小小说的盛行，是阅读需求
的多样化使然。“小小说的流行，不只是因为现在的
生活节奏快，人们生活紧张，缺少闲豫的时间。如果
是这样，那么长篇小说就没有人读了。更重要的原

因恐怕是读者对文学形式的要求更多了。”
“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

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
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
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
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
化。”汪曾祺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一文中作如是
言。读罢此言，我大致了解他的艺术追求了。汪曾
祺的文字原先我是不大理解的，我一直迷糊于他为
何那么热衷于抒情。他在《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文
中言：“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
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
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或许，是因为他与其师沈从文，有着一脉相承，
都执着于人性。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中言：“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活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
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
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体型虽小
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
性’。”汪曾祺的《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在气质
上，是很相像的，都淡化了时代，淡化了环境，写出人
性之美。汪曾祺曾说：“我们必须暂时稍微与世界隔
离，不要老摔不开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度里这
个意识”。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抒情他自
己也是承认的。“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
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
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
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认识到的和
没有认识的自己》）我认为，这不只是谦虚。

让这个世界更诗化
——读汪曾祺文论集《两栖杂述》

◎夏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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