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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神剧：70 后、80 后
追“小燕子”，被《亮剑》激发出血性；90 后跟着许三多
学会什么是不抛弃、不放弃，从《潜伏》中看到信仰的力
量；而 00 后在《欢乐颂》中体验到生活和真情都不容
易。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典依然是经典，经典依然有人
看。优酷的观看数据显示，《天龙八部》《寻秦记》《封
神榜》等经典老剧，依然位居热播榜，热度不输新拍
剧。可是问题来了，老剧再经典，也是“过去时”，如何
修复才能呈现新的生机呢？

是的，人们热衷经典老剧不只是怀旧，更是为了发
现寻找新的审美追求。然而，经典老剧毕竟囿于拍摄
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技术手法的限制，存在这样那样的
毛病，或由于保存条件不尽科学，现在翻看“有碍观
瞻”。现在有一种“职业”就是修复经典老剧，就是让经
典老剧焕发新的生命力。应该说，经典老剧都有“年代
滤镜”，或历史的痕迹，那么，修复经典老剧，从标清到
高清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呢？在我看来，

“修旧如新”就改变了经典老剧的本来面目，如果求新
还不如新拍，毕竟经典老剧有历史的局限性，修复经典
老剧还是应该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

过去，修复经典老剧都是通过匠人式的手工修复，
功效甚低，也未必能修到尽如人意。现在几乎都是使
用互联网、算法、人工智能等修复技术，功效大大增
强。2017 年，优酷启动高清修复计划，采用超分辨率视
频增强技术、AI 机器学习技术等先进科技手段，批量
去噪、去模糊、去划痕、去闪烁、去抖动、高帧率等。过
去弹幕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吐槽，如“这画质，用儿童手

表看都富裕”“全程马赛克”“画质差到不想看了”……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清晰度和画质是老剧最普遍存
在的问题，也是修复过程需要直面的问题。

阿里巴巴资深技术专家表示，修复并非“炫技”，仍
须忠于原作。“我们的技术能做到添加细节，但尽可能
不做无中生有的事。”毕竟影视是一门艺术，修复的最
终目的应是“完美呈现”。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负责人说，修复除了要呈现高品质画质，还要尽可能地
保持作品的年代质感，这就对影剧修复提出更优质、更
高效、更标准化的要求。

当然，修复经典老剧更是技术活，只是在尊重历
史、尊重艺术的前提下，让经典老剧焕发新的生机。我
们应该明白经典总是一定时期的经典，没有“永恒”的
经典。修复经典老剧也只是让经典老剧在艺术上更进
一步，换言之叫与时俱进，至于经典老剧的思想性原则
上应该不做变动。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修复只是为了
经典老剧在当代更完美。修复并非“炫技”，因此不需
要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修复必须务实。修复经典老
剧必须“修旧如旧”，就像修补文物还必须是文物一样，
经典老剧还要有老剧的历史味道。

修复经典老剧要坚持“历史观”
◎◎张魁兴张魁兴

5 岁那年，我听大人们说我父亲到长春
“拍电影”去了，影片叫《草原晨曲》。后来才
知道，这是一部与开发白云鄂博矿山相关、
与包头钢铁公司创建相关的故事片。半个
多世纪过去，电影的详细内容已鲜为人知，
但同名插曲却一直广为流传，歌曲的第一句
就是“我们是双翼的神马”。近 3年来，包头
民族歌舞剧院矢志不移、筚路蓝缕、艰苦奋
斗，终于在“纪念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
炉出铁剪彩 60周年”之际，把歌剧《双翼神
马》呈现在了舞台上。那么，这将是怎样的
一匹“神马”？推动她腾飞的美学力量又是
什么呢？

说起来，我也算是个老包钢人，19岁就曾
在包钢第二子弟中学教音乐。经常带学生到
厂区劳动的经历，使我懂得了洗煤、选矿、焦
化、耐火、炼铁、炼钢、轧钢、轨梁等许多二级厂
子之间的工作关系，也领悟出这种关系所成就
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工人们恪尽职守的奉献
精神，即产业工人精神。当《双翼神马》用“歌
剧——音乐会版”的艺术形式讲述包钢轨梁厂
发生的事情时，审美期待的迫切，不言而喻。

这是一部讲述老中青三代包钢人故事的
剧作。

剧中，象征第一代包钢人的“孟父”，是创
建包钢的元老，也是缔造“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的包钢精神的代表。为了给新中国现代化
建设插上钢铁之双翼，他献了青春献终身，献
了终身献儿孙。从他为儿子取名“孟兴钢”便
不难看出，强悍的中国钢铁梦，已融入到他们
这一代包钢开创者的血脉中。

第二代包钢人孟兴钢是全剧的主角。在
承上启下的位置上，他既要继承父辈的包钢精
神，又要推动晚辈在高科技挑战的实践中继
承、发扬、深化新时代的包钢精神——“坚忍不
拔、超越自我”。而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都是
重要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40年来，包钢的管理体制不断
改革、科技和生产不断改革、市场经营和分配
制度不断改革，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

“包钢人”的精、气、神和生存状态。同时，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外市场对于钢材不断
升级的质量需求，能否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是
孟兴钢的性格发展和命运构成中吸引观众的
一个悬念。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
作为“前浪”的孟兴钢是否会被“拍在沙滩上”
呢？随着剧情的发展，他起起落落的命运，也
象征着包钢跌宕起伏的命运。“孟兴钢”的心理
愿景，能否在破旧立新的涅槃中再次“兴”“钢”
呢，这是构成这部大歌剧戏剧冲突的美学推
力。

“我像亲人一样，为你送行；我像长辈一
样，为你送行”，感人的唱段，诉说的是老一辈
包钢人告别老旧的机械设备时，恋恋不舍的依
依深情。因为这些“老伙伴”不仅见证过他们
灿烂的青春和有价值的生命，也让他们挺起了
钢铁的脊梁，获得过太多的尊严和成功。那些
眼泪流淌出的何止是不舍，更多是在为第一代
包钢人的大局观和集体主义精神而感动。因
为他们深知，不能舍弃，就很难前行；不肯弃
旧，就很难出新。虽然相依相伴形成习惯，不
离不弃造就感情，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却一定要
尊重！

美学家宗白华说：戏剧的主人公往往有两
个价值，“一个是肯定超越平凡人生的价值，一
个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前者，
造就现实主义；后者，造就浪漫主义，孟兴钢的
形象塑造显然属于后一种。

歌剧，是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吸引人、感
染人的显在要素是“歌”，激发观众强烈兴趣和
打动人心的尖锐冲突，与“歌”共同构成的就是

“剧”。提点人、引导人、震撼人的思想性便寓
于二者之中。这是歌剧的“双翼”，也是歌剧
《双翼神马》在美学力量推动下展翅高飞的保
证。

观剧过程中，掌声多次响起，几乎都是对
男主角孟兴钢和女主角铁花（孟兴钢之妻）大
段唱腔的喝彩。但是，细究这些掌声的心理
动因不难发现，既是因为两位演员的歌唱技
能、歌唱水平、表演能力是中国一流，甚至世
界一流的，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中，他们的表演
那样自然、那样松弛、那样生动鲜活、那样感
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一位非
凡的“幕后英雄”——作曲家耿升先生。77岁
高龄，仅用 77天左右的时间，便创作出在中
国歌剧界并不多见的乐曲精品，令人敬佩、令
人叹服！他的创作是精品，是这位老艺术家
将毕生的艺术才力、能力、魄力、功力、精力融
为一体，合乎生活逻辑、合乎情感逻辑而让音
乐在旋律和节奏中，在和声、配器、曲式、复调
中，能够走进观众的心里、走进人们的灵魂深
处。

要为剧中每一个角色谱写出符合人物身
份、性格、命运的乐段，没有对钢铁工人生活的
谙熟是不可能的。当几首重要的咏叹调赢得
热烈掌声时，就是观众情不自禁地在叹服这位

“老艺骨”对“神马”腾飞的美学阐释。如孟兴
钢的咏叹调《一条堂堂正正的路》、铁花的咏叹
调《归来依旧是少年》，以及该剧的主题歌《双
翼神马》等等，均令人感慨不已。充分体现其
美学智慧的还在于“包钢精神”是通过这些相
对独立的作品内在的逻辑性体现出来的。那
么，什么“路”是“堂堂正正的路”？当男中音用
浑厚的音色告诉观众“我们的铁轨连起来就是

一条路”时，观众的心理关切产生了。当“平整
结实有韧度”“相知相守有温度”的歌词蕴含着

“一带一路”的思想品质时，观众的掌声就是对
“包钢精神”在音乐中的美学认知。

既然“路”是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还会有
“归来”之说？这就是紧紧扣准孟兴钢性格与
命运的一段故事了。

开场伊始，轨梁厂技术方案没有错、生
产实践没有错的钢轨产品，竟然被退货了！
为什么？对于身怀绝技的技术领军人物孟
兴钢来说，如雷轰顶。不能紧跟科技进步的
速度，就会被时代抛弃，这是无情的铁的事
实。由此，与时俱进还是因循守旧，不断创
新还是拒绝进步，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集体英
雄主义，便在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中深化着
戏剧冲突。

于是，酒成了他麻醉自己的“良药”，提
前递交退休报告，是他与现实消极与赌气
的无奈。但是，根植于血脉中的“包钢精
神”是麻醉不掉的！因为情感，是责任的基
础！对包钢的情感、对钢铁事业的情感、对
祖国荣誉的情感，使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挽救了败局，重新振奋了“包钢精神”。
为此，当“路”上难免有岔路口时——既是
企业发展难免的，也是孟兴钢人生的岔路
口，应当继往开来的孟兴钢能否不迷失？
迷失之后能否再“归来”？“归来”之后能否

“依旧是少年”？就是铁花对丈夫的转变所
抒发的思想和感情了。在《归来依旧是少
年》中，她唱道：“没有承认平庸而默默离
场，总能找到施展才华的地方。”“这种桀骜
像极了你奉献了一辈子的包钢。”显然，这
一句既点出了作品的主题——“坚韧不拔，
超越自我”的包钢精神是如何在现实中“落
地”的，又对男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做出了
交代。重复显现其音乐美学力量的是歌词

“这种桀骜像极了”在旋律中重复了两次，
而“像极了”这三个字则在歌声中重复了 5
次，5 次啊！毫无疑问，这是音乐家耿升先
生在对包钢精神深切理解基础上的美学表
达，是与导演、编剧、歌唱家、舞台美术设计
家们共同形成的美学合力！

孟东，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之后第三代包钢人的象征。作为高科
技人员，他深入第一线探索，积极学习世界顶
尖的科学技术，锐意开拓。当他联手蒙古族女
科学家诺敏以及研发团队将稀土钢以高品质
推向市场时，他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和支持，也
把“生活应有的样子”之“浪漫主义”风格托举
了起来。

高尔基说：“现实主义中也会有某些浪漫
主义的症候，这种浪漫主义在健康的精神高涨
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而我们现在体
验着的正是这种高涨。”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段三重唱，那是出现在
第四代包钢人即孟东之子“孟一路”（暗喻包钢
正在和即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出生前医院里，孟兴钢、铁花、孟东等3人错落
有致的唱段，既贴近生活真实，符合人物心理，
又是包钢精神的具体体现，非常出彩。即将当
奶奶的铁花来到产房外，看见老伴儿孟兴钢和
儿子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就在她发问：“怎么
样”时，儿子也不约而同地在发问“怎么样”，男
高音、女高音交替多次出现的“怎么样、怎么
样”节奏紧密，旋律急促，但是当观众听明白了
铁花问的是产妇生产的情况，而孟东问的是稀
土钢研制的情况时，观众感受到了，一心关注
企业命运的新一代包钢人也在成就“神马”之

“双翼”！
就这样，特定人物的特定心理，在每一个

音符中激情跳跃着，准确而感人，细腻而赏心；
特定情境特定冲突在旋律中时急时缓，热浪迭
起，入耳入心；寓于音乐中的思想境界和人文
情怀不断升华。由此，一个艺术原理凸显了出
来：倘若没有对包钢工人生产和生活的深切了
解，没有竭力为时代而创作、为包头而创作、为
包钢而创作的美学追求，没有对产业工人精神
和包钢精神的由衷礼赞，没有用包钢精神去表
现“包钢精神”的执着和探索，任何艺术家都很
难在《双翼神马》腾飞之时，能够真正阐释“包
钢精神”！

包钢，是因为白云鄂博而建；白云鄂
博，是大自然对草原人民的馈赠。当剧中
出现了那片草原，出现了悠扬而深情的蒙
古族长调，自由而奔放的蒙古族舞蹈，质朴
而大气的蒙古族风俗时，生成“包钢精神”
的这片热土，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更加充满朝气、充满希望。
是的，具有崇高特性的审美对象，无论第一
代第二代包钢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包钢
人，在他们的心灵中都会有“艰巨斗争的烙
印”，那就是在民族团结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上，“坚忍不拔，超越自我”的英雄主义精
神。这是《双翼神马》给予我们的启示，也
是包钢这匹“神马”向更为广阔的天宇翱翔
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包钢精神的美学阐释包钢精神的美学阐释
——评歌剧《双翼神马》音乐会版

◎◎李树榕李树榕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
蒙古族汉语创作的集大成时代，不仅涌现出众多的蒙古
族诗人，而且诗歌创作的数量、创作水准和理论水平也都
很高。光宣时期，因为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等一系列标志
性事件，致使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激烈变化的
政治思想影响着文学思潮的走向。这种时局下，蒙古族
诗人保家卫国的心声和忧生念乱的情怀都通过诗歌进行
了表达。研究此期蒙古族的汉语创作，可以体察蒙古族
文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关注的视角，也可以了解蒙汉文学
交融的情况，还可以促进多民族文学交流的深度研究。
但以往的研究要么将之边缘化，作为汉族文学研究的点
缀；要么就是对作者身份的考辩、对诗歌的文本分析，将
之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突出个例进行关照，缺乏深
度。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米彦青发表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的《光宣诗坛的
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一文，将光宣时期蒙古族诗
人的汉语创作放置于中华民族文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
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具有突破性。

文章以光宣诗坛重要的蒙古族诗人锡珍、英善、恩
泽、来秀、延清等创作的诗歌为基础，从宏观视野架构起
清代光宣诗坛蒙古族汉语创作的全貌。

首先，文章研究了面对西方经济与军事入侵加剧和
朝政衰微的情势，蒙古族诗人直面社会现实，对国家和人
民苦难进行的记录，成为当时离乱诗史的一部分。文章
中提到很多蒙古族诗人是镇守边疆的重要功臣，他们的
诗歌是晚清边塞政治的实录。如反映西北、东北及正北
地区清廷与沙俄、日本斗争的恩泽、三多等诗人的诗作；
作为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旺都特纳木吉勒与贡桑诺
尔布父子不仅在诗作上显示安邦定边之志，还在封地实
践改革，切实发展自己的家乡，并将这些理想和作为在诗
歌中进行了表达；辛亥革命爆发后，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之
后，蒙古族贵族及其后裔与满族贵族一样都采取了不合
作态度，蒙古族诗人升允就是典型的一位；延清、成多禄
等蒙古族诗人还用他们的诗歌反应了庚子事变给国家带
来的灾难，同时批判了统治者的软弱无能。

其次，文章研究了这些蒙古族诗人与汉族诗人、满族
诗人通过结社、酬答、唱和、赠别等方式，同气相求，共同
对清廷昧于内外形势发出批判的声音，希望以此觉世醒
民。文章中研究了延清与“七曲诗社”的延松岩、崇仲蟾、
李钟豫、易顺鼎、何润夫、王振卿等人的唱和之作，发现这
些作品既有送别、酬和之作，但更多的是表现对时局关注
的作品；研究了升允、崇彝与爱国文人王国维、龚自珍的
交往及作品，发掘他们唱和诗作中对北京时事的书写；文
章还研究了一些到过江南的蒙古族诗人与江南文人的交
往，如成多禄与朱祖谋、郑文焯、赵熙、夏敬观、吴昌硕等

人的交游，发现这些诗人在雅集聚会时创作了很多表现
江南政局的作品，其中也表达了诗人们对晚清政局的忧
惧之情。

再次，该文还将蒙古族诗人的创作放在“西学东渐”
的背景下，考察了蒙古族诗人因为外交经历或异域经历，
看到的新世界，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新物象、新知识、新思
想。文章中研究了曾经出使日本的三多、在日本生活过
的瑞洵、升允等诗人的作品，发现他们的诗歌中有众多新
名词，如欧罗巴、亚细亚、澳洲、太平洋、华盛顿、罗马、希
腊、火奴奴、伦敦、巴黎、苏彝士运河等当时少见的地名；
维新、黑奴、黄种、共和、女权等与政治和宗教及新生事物
相关的名词；彗星、地球、赤道、半球、几何学等与科学相
关的名词。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展示出光宣诗坛的蒙古
族诗人包揽宇宙、放眼全球的广大胸襟。这些新知识让
当时的国人知道了世界之大，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和
唯一，具有觉世的作用。蒙古族汉诗创作在拓展中国民
众视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在阐释光宣诗坛的蒙古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以救
亡为中心的启蒙思想，他们的诗歌创作与时代政治思想
潮流同步，是先进的。同时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阐明
当时的蒙古族诗人在诗学理论上依然坚持的是传统的学
人之诗、性情论等内容，仍然站在儒家的诗学立场上，尊
崇儒家兴观群怨等思想；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很多是传达
宠辱不惊、淡泊自守的生活态度的作品。当然因为时代
背景的大变动，这样的诗作也有动人心魄之处。

文章中也探讨了光宣时期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想的大
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蒙古族诗人思想和创作产生的
一些相应的变化。该文在写作中对作品篇目、写作时地、
文史典故等进行考证和分析，具有文献翔实、考证严谨等
特点，在对诗人诗作进行分析时，既客观又颇具文采。

此外，该文的结论认为：光宣时期，任职边疆的蒙古
族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有补于世人对清廷处理东北亚问
题的了解，是满蒙共同践行国家外交政策的显例。满蒙
汉诗人对清廷的批判及满蒙汉文人间多种形式的诗学交
流共同建构了新的民族文化意识，对于“中华民族”意识
的形成意义非凡。在当下，多民族融通语境下进行文学
研究，已经形成热潮，这篇文章不失为在中华多民族文学
研究视域内解决跨文化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蒙古族古代汉语创作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评米彦青《光宣诗坛的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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