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王霞

2023年2月2日 星期四 / 文艺评论 /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广子系列诗组《蒙地诗篇》是其
十年来诗歌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蒙地诗篇》从题材上讲，属于边塞
诗。广子这组诗写的是边塞景物：阴
山、召庙、哈素海、乌拉山、羊群、草原、
岩画、乌兰木伦河、四合木……广子
以语言为筑料，无拘无束地构建了一
个意象的世界并沉溺其中。在这个
世界里，我们看到：“石头不认识山，羊
不认识青草，你不认识我，我们不认
识阴山”；在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加
入祖先的生活，男人出门狩猎，女人
在篝火旁跳舞，在日落时分支起一架
野猪头”；在这个世界，“幸运的诗人也
许会撞见画像上走下来的女人，宛如
生前一样美丽”；在这个世界，“暮色里
苜蓿像一盏盏幽暗的灯笼，为迟归的
奶牛带路，给灌浆的麦苗送去芬芳的
晚安。”

广子认清了诗的本质，认为写诗
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以语言为材料去
创建诗人自己的世界。广子已经认
清了语言的本质，他深知语言才使人
得以从诸存物中凸现出来，存在必须
打开，在者才能显露。在这个意义
上，诗的本质是创建永恒，并使得永
恒得以确定。而诗人的任务是使转
瞬即逝的神圣之物永恒留存。广子
写的是新边塞诗，存在通过他的诗句
被确立。以上我引用的《多兰木伦
河》写的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原来
生命就是一个过程：下一代人烧前一
代人的骨殖。广子在《美岱召，与爱
情有关的一座庙》一诗的结尾处写
道：“一具遗骨所佩戴
过的，肉体也曾佩戴
过，如今依然在我们爱
人身上叮当作响”。当
我们了解了诗的本质，
认知了诗者何为，我们
才能知道广子的这两
句诗是真正的诗。

广子诗歌的成熟
与他的诗歌理论认知
分不开，但诗歌是一种审美对象，要运用形象思维。我认为广
子在具备了理论意识之后，还有着他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那
是他走向诗本质的内驱力。例如我在他的组诗中不时地发现
人进入一种静的状态，人的变迁，景物的转化，历史的沿袭，都
是那么安静、寂寥地进行，但并不是思维毫无活动，而是处于
人的各种潜能和谐运动的那样一种无限的状态。这让我又一
次从新的角度理解并认可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
这个世界上。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荷尔德林的另一句诗：凡留存者，皆
为诗人所确立。广子的新边塞诗是他自身的留存。为了寻找
诗歌他来到北京。找到诗之后，在一次乌兰布和大漠返乡游
历中，天意给他开悟，原来真正的诗性在故乡。他要写故乡内
蒙古，回归内蒙古。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反馈，对原乡故土的
认知和情感积累、沉淀应该够了，可以写了。他从乌兰布和沙
漠回来，开始了蒙地诗篇系列诗歌的写作，五六年间写下近三
百首。这是广子的一次诗和命运的双重转身，是自觉的向后
看向后退，一种回到原点的重新出发。

广子曾经奋斗、向往、漂泊、受苦……但是他知道，一生注
定要与诗为伍。这不是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项任务，而是
因为诗歌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象。

《蒙地诗篇》系列诗歌发表后，得到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
好评。广子运用诗歌去完成文学的任务，竖起一面纯诗之
旗。这也确定了广子诗歌的风骨，艾青认为诗的风骨是诗人
的风骨。

这十年广子从不惑走向知天命之年，诗歌越写越好。不只
是因为他不断地写诗，还因为他不断地阅读和行走。在漂泊无
定的时日里，在穷愁潦倒的忧虑中，他总不忘读书，读了大量古
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书。他边阅读边修正
自己的诗路，逐步走向坦途。从青春期到中年，30年的写作生
涯中，广子写下诸多佳作。《回家》被北岛赞为“佳作”，他的另一
个系列诗组《礼物》中的“祭南岳忠烈祠”美誉诗坛。

这里需要特别谈论一下广子的“礼物系列诗歌”，这个系
列诗组写作大约始于2007年，但真正形成规模性书写实则与
《蒙地诗篇》同构而成，大概也有几百首。广子的“礼物系列诗
歌”可谓中国当代持续写作时间最久的系列组诗之一。其写
作视野小到个人精神史，如心灵经验、情绪观照；大到人类命
运、现实图景、生存情境等，全景式记录了诗人的生命体验、精
神思索与美学观照。诗是另一个世界，广子的礼物诗歌系列
即是以诗的形式传达人类的存在感。世间万物，人生况遇，一
切都是上苍赐予的礼物。

广子的一些有着经典意义的诗作，让我们在阅读时产生
了许多联想。正如评论者兴安在《繁华在天边怒放》一文中对
广子诗歌的评价：“他的诗冷眼望去，外貌豪放粗粝，读后却发
现其内里的细腻和阴柔，充满了莫名的感伤和孤独气息。”总
结广子的写诗经验，对青年诗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内蒙古的新诗有着深厚的文化
传统和地域特色，经历了漫长的嬗
变，确立了其在全国诗坛中的位
置。在21世纪初期的20多年中，广
子等诗人应运而生，壮大了内蒙古
诗人队伍，为内蒙古诗坛做出了可
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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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情”相关的年夜味儿，是
内蒙古卫视“2023年春节联欢晚
会”的第一个特点，有亲情、乡
情，也有爱情。

喜剧，历来是“春晚”的重头
戏。由武利平、武燕妮主演的小
品《烩菜馆的年夜饭》，在误会、巧
合与充满悬念的喜剧色彩中，蕴
含的却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打
拼在大城市的女儿，年三十回到
山村，陪伴身为“幸福烩菜馆”老
板的妈妈过大年。妈妈最关心的
还是女儿的婚事。“每根头发丝
都有戏”，是人们对著名喜剧表演
艺术家武利平的赞誉。这不仅证
明他宝刀不老，而且还与年轻演员
一同用滑稽的动作、诙谐的语言、
幽默的神情、一语双关的台词，让
观众在笑声中顿悟：亲情与乡情不
可分——想家，想妈，也是在想饭
菜里“妈妈的味道”。离开家的年
轻人，每当加班至深夜，回到出租
屋，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做的饭
菜。所以，女儿要通过网络直播
把内蒙古特色的精烩菜推介出
去。但，几十年了，家里最忌讳年
三十吃烩菜，因为那是太姥姥的
忌日……由此，让观众再一次领悟：满桌
鸡鸭鱼肉和海鲜，包子饺子油炸糕，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改
革开放中奋斗出来的。世界上还有太多
贫困者，我们岁月静好，是因为生活在一
个伟大的国家！

情，包括亲情、乡情和爱情。一段歌
舞《天上的云朵》，便给了观众别样的感
受，那是相爱的人在春节不能团聚的相
思之苦：“绿色原野青色山坡，蔚蓝天空
多辽阔，想你的时候就唱起牧歌……我多
想化做天上的云朵，和你一起漂泊……”
当蒙古族歌唱家呼斯楞把一首广为流传
的乌拉特民歌，演绎得深情动人时，老歌
新唱的意境告诉观众，什么是百听不厌
的“好歌”，什么是“用一己真情唤起无数
人同感”的经典；什么是应该鞭挞的“宁
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
拜金主义婚恋观。同时，在歌声里，一位
仙女般的舞者出现，创意非凡的服装设
计，把听觉内容幻化成了难得的视觉形
象：乳白色长裙，在柔情似水的舞姿中酷
似天上的云朵，缓缓飘动，那是缝缀在长
裙后摆上几十个闪光的气球凭氢气的力
量，托起了一阵阵脱俗的“仙气”，进而升

华了人间至纯至真的爱情。
与“美”相关的艺术追

求，是晚会的第二个特点，
有壮美，有柔美，也有刚柔
融合的美。

李德戈景领舞的《万马
奔腾》演绎出“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热烈的掌声，充
满对艺术家的期待，也是对“老命题如何
出新作”的期待。灯光幽暗的舞台上，一
束光聚焦的是一个蒙古族汉子的背影，
像一尊雕塑。乐曲响起，却没有“万马”
的气势和“奔腾”的激烈，但，我们却从他
缓缓张开微微颤动的双臂和“稳如钟”的
造型的内在感觉，感受到了默默蓄积能
量的自信。由此《万马奔腾》出现了三个
舞段：自在、自信、自由。首先，舞者用
挺、开、圆为基本韵律，呈现出只有生活
在辽阔草原上的牧马人才特有的自在、
舒畅和宁静；继而，舞蹈语汇激变，突然
充溢于演员肢体动作的爆发力，在节奏
加剧的音乐中，“万马”立刻恣意“奔腾”
起来，跃马、跑马、奔马的仿生动作即在
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正视“敬畏自
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

境界，是作品的主题。而最
后 一 个 舞 段 实 在 太 美 了 ！
比奔放更奔放的则是人与
马浑然为一，比惬意更惬意
的 是 人 与 自 然 的 天 人 合
一。此刻，“自由”构成的情
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

便徜徉在了人们心里。
在中国舞蹈史上，顶碗舞、盅碗舞，都

出现过经典。那么，若把“曲”和“盅”通
过“人”连接起来，会出现怎样新颖的“艺
境”呢？

手持银色酒盅的美丽女性，身着深蓝
色金丝绒长裙，在美妙、深邃的“草原之
夜”，神秘地飘逸而出。随着舞曲的律
动，优美的独舞和群舞不断营造着大气、
端庄、高贵的氛围；长裙中点缀的白色时
隐时现，美轮美奂；演员们双手挥动的酒
盅轻盈飞转，“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憨
态，可亲可爱，如诗如梦，令人陶醉。此
刻，这个名为《曲·盅·人》的舞蹈，不禁令
人想到，这是堪称“只此幽蓝 ”的杰作
啊。尤其值得回味的是，当舞蹈即将结
束时，一束追光，聚焦在领舞演员在微醺
中逐渐放慢的美妙舞姿，激起了观众的

通感联想：“余音袅袅，不绝如
缕”，曲终人不散，“舞终”情还
在，草原上的年夜，在曲风与舞
姿的巧妙结合中便氤氲起美酒
之气。

“爱”，汇聚成深深的家国情
怀，爱家人、爱岗位、爱祖国，是
晚会的第三个特点。

中国是礼仪之邦，对给予我
们生存保障的力量，每个人都会
由衷地感恩与敬畏。

多媒体·情景短剧《北疆有
我》是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也
是晚会上，思想和感情最闪光的
亮点。丈夫在舞台右侧，妻子在
舞台左侧，他们的对话似乎很
近，却又很远。作为人民警察，
他要去沙海戍边，作为新婚妻子
的女警官，她既心疼又难舍。怎
么办？熊掌和鱼不能两全，就是
考验。经不起考验，悲剧，就会
发生。丈夫，毅然决然地上岗
了，妻子呢？“你守边，我守你！”
当妻子铿锵的话语脱口而出时，
追随丈夫一同戍边的夫妇瞬间
相拥在一起……这，就是家国
情怀！即把心怀天下的意志和

豪情与爱情亲情融会在一起达到的境
界。

说实话，春节，若消解血脉赓续的仪
式感，可能就没意义了。在二人转《小拜
年》开场后，男女对唱立刻将传承很久的
火辣辣的年味发散开来：“正月里来是新
年呀，少的给老的来拜年呐……”继而，久
演不衰的二人台《挂红灯》，也在男女对唱
中把山药蛋的浓香送到了观众心里：“正
月里来，正月正；欢天喜地挂红灯……”让
人没想到的是，在锣鼓喧天的热闹中，一
位身着长袍、慈眉善目、文气十足的长者
竟悠然自得地走到了台中央。手持二人
台的传统乐器四块瓦，用高超的演技，沉
稳的心态，让高扬的气氛沉静了下来，这
不是“闹中取静”，而是在提醒“传承”：即
使外来的艺术令人眼花缭乱，本民族优秀
的艺术传统不可丢！

挖掘中华民族优质的文化资源，是
《万里茶道·情韵长》《玉兔飞天》《吉祥四
季》等作品的情感和思想依据；而《领航》
《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最美最美的中
国》，则是以“守正创新”的美学原则，在
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个同胞加
油、鼓劲！

年味年味儿里的儿里的““艺境艺境””与情怀与情怀
————评内蒙古评内蒙古卫视卫视““2023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年春节联欢晚会””美学特色美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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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国编著的《走进磴口》一书，立足
于河套文化深厚背景，开掘河套精神根脉，
是一部具有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和创造之美的时代主旋律报告文学作品。

这部作品抒写了河套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和乡土之情，彰显了昂
扬向上、踔厉奋发的河套文化精神内核。

《走进磴口》载容 31万余字、162幅图
片，分7编65章 119篇文章，内容囊括磴口
县人文历史、民间故事传说、土特产、美食
等文化元素，是一本了解磴口的百科全书
和走入磴口的“全景导游”。

河套历史源远流长，河套文化内涵深
厚，是河套精神育发的根脉和土壤。河套文
化其实就是移民文化交融共生的结果。河
套文化外显形式主要有方言、民歌、酒歌、水

利、军事、边塞、乡土观念等等。河套文化滋
养了河套人民的心灵禀赋、精神素养和人格
情怀。那种朴实无华、温润敦厚、宽容坚韧、
善良扶助、血浓于水的生命底色和豪放开
阔、大气实在、无拘无束、热心诚实的个性特
征，深深烙印在河套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
所以河套文学呈现出奔放热烈、缠绵深沉、
雄浑刚劲、大气磅礴的地域文化气象。

《走进磴口》的文学性，就深深体现了
这一河套文化基因。徜徉在浩瀚无边的
乌兰布和沙漠，眼见得雄鹰滑过湛蓝的天
空，黄沙与绿植编织成的梦想，在河套人
的手中逐渐变成了现实。黄河还是那样
静静地流过，乌兰布和、三盛公水利枢纽、
二黄河、乌梁素海却在时光变迁中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不仅仅把黄河造
福河套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而且把
河套人民如何依靠国家和自身的奋斗精
神，战天斗地、兴修水利、改造自然的伟大
精神讲得如数家珍。

《走进磴口》是一本百科全书。历史
掌故、地理物候、人文景观、治沙治水、商
旅发展、河套风物等等，兜括囊收，无所不
包。展卷阅之，一部全景式的河套文化史
迹和河套人民生活奋斗画卷扑面而来。
它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从
沙海成因到治沙壮举，尤其是建
国后，河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下，70年如一日，不间断地
治理沙漠，传承“治沙精神”，致
敬“治沙英雄”，营造出了无边的

沙漠绿洲，创造出了沙漠产业，实现了治
沙模式多元化的科学治沙经验。《走进磴
口》对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进行了详实的
分析和论述，援引了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
的关于黄河改道的考证，使得乌兰布和沙
漠成因的论述非常可信。作者非常注重
数据的准确和真实。每一处论述都有详
实的材料佐证，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
度。书中对乌兰布和沙漠治理的经验介
绍，颇具科学价值和示范意义。书中还对
阴山的地理走向、分布和历史掌故多有描
述，数据详实，史料准确，展示了磴口县深
厚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底蕴。书中还对磴
口县的地名多有考察。尤其是“磴口县”
名称的来历，颇具新意。书中对磴口设县
三个理由的阐述非常充分：“一是临河以
西再无县城，有设县的必要；二是磴口当
时商贾往来频繁，人丁兴旺，有设县的条
件；三是磴口水陆交通便利，盐粮运输方
便。”磴口来历与商贾在码头行船运货有
关。书中对“三盛公”“三道河子”“巴彦高
勒”“王爷地”“旧地和新地”进行了详细的
考究，对磴口的河套文化形成脉络进行了
梳理。这标志着河套文化具有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民俗土壤，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

而成的具有河套地缘属性的文
化形态。《走进磴口》的价值便在
于此。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河
套文化，它的历史成因和民俗价
值以及它的社会价值；它可以告
诉你河套文化的表现形式，呈现

方式、存在形式、内在规律和文化传承方
式；它可以告诉你，河套文化的生命力和
蕴藏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只要仔细统揽
全书，其中蕴含的河套文化多元价值就会
植入心底。

《走进磴口》还是一本特产和美食之
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磴口县的中药材、
农副产品的特产，如“华莱士、肉苁蓉，甘
草、枸杞、山药、葡萄、苹果梨、西瓜、南瓜、
文冠果、火参果”等，这些具有磴口地域特
色的产品为磴口县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磴口美食是基于河
套饮食文化基础上的美食风格。如“黄
河鲤鱼”“鸡勾鱼”“铁锅炖大鹅”“民勤拉
面”“河套发面馍馍”“河套硬四盘”“猪肉
烩酸菜”“河套焖面”“手抓肉”“烤全羊”

“油炸糕”“河套面精”“爆炒牛肉和爆炒
羊肉”等等，货真价实的河套口味令人不
胜向往。

《走进磴口》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更
是一部文化大书。它承载了作者一生对
河套文化的积淀和热爱。从《穿越乌兰布
和》《河套沧桑》《河套回眸》到《走进磴
口》，作者不断掘进河套文化的内蕴和外
延。最近作者又有一部作品《杨力生：乌
兰布和的丰碑》问世，这部作品亦深汲河
套文化营养，吸纳时代阳光，成为诠释河
套文化和演绎河套精神的力作。走笔河
套文化，壮心激扬故园。总览陈志国五部
河套文化作品，我们会被其中散发出来的
河套文化精神内质感动和折服。

河套文化史迹与河套生活画卷河套文化史迹与河套生活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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