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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扎拉嘎胡是我很敬重
的 一 位 前 辈 作 家 。 他 于
2023 年 3月 3日逝世。得知
此讯，我看着书架上那五卷
厚重的《扎拉嘎胡文集》（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
版），沉痛的心情久久难以
释怀。这套《文集》是他当
年亲手赠送予我的，还在扉
页上写了“请指正”。关于
扎拉嘎胡，更多读者知道他
是一位著名的小说作家，其
中尤为人们称道的，如长篇
小说《黄金家族的毁灭》《红
路》《草原雾》《嘎达梅林传
奇》等，而我从他的《文集》
中，还认识到他对文学艺术
理论与评论的重视以及确
有建树的成就。在纪念他
的日子里，我从书架上拿下
他《文集》的“理论卷”，再次
用心细读，并有感而发，写
下这篇小文。

扎拉嘎胡先生是一位
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的作
家，不仅他的文艺理论、评
论成果是他总的文学成就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上的成
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他理论上的自觉与探索。
在五卷本《文集》中，其中一
卷全部是理论、评论，共计
123篇，约 40万字，构成他
文学生涯中的一份重要成
果。

从《文集》可以见出，自
1955年撰写第一篇评论文
章《坚强的人民，光辉的艺
术：评苏联电影周上映的三
部影片》开始，扎拉嘎胡先
生一直都在进行着文学艺
术理论方面的思考与研究，
《文集》中收到了2002年的
作品。由此也表现出他对
于文学理解与认识上的发
展轨迹。

扎拉嘎胡的理论与评论作品，粗略地归纳起来可
以分作五个大类：其一，是对文学特性与规律（特别是
创作规律）的探索；其二，是对于自治区当代文学创作
及成就的研究或评介（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其三，
是对于自治区文学新人的推荐和对于新作品的评论；
其四，序文；其五，是其他文学艺术作品评论。这几个
方面的作品从不同层次与角度体现出了共性的方面，
即，对于文学的挚爱与珍重，对于文学在理论上的自
觉，对于自治区文艺事业的关心。

作为一位尤以小说创作见长的作家，扎拉嘎胡始
终保持着对于文学在理论上的自觉，这是必要的，也
是难能可贵的。他除了注重对于文学自身特征与规
律的探讨之外，还特别关注当下出现的文学乃至文化
现象，并认真思考与研究，及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如，
《应大力倡导理论先行》《市场经济与文学》《精品创作
与超拔意识》等文章，都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上
的启迪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将扎拉嘎胡的理论研
究与他的创作成果结合起来统而观之时，我以为可以
得到这样显然的启示：理论上的善思与钻研，使他对
于生活与艺术总是保持着思想上的敏锐与深度；使他
在创作上能够实现自我超越。可以说，他创作上的成
就的取得，与他在理论上的自觉与探讨有着很大的关
系。我自己始终认为，理论自觉与理论素养对于作
家、艺术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理论的作家是不成熟
的作家，也是很难走向超越的作家，没有理性开掘的
创作是无深度的创作。

一个地区（或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缺乏了
理论这一翼，是绝对难以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理论的
自觉是决定创作走向与创作风格或格调的关键。在
此方面，扎拉嘎胡的文学历程及成就，再次为我们提
供了有启迪意义的实证。

扎拉嘎胡的理论与批评是作家式的，即，他对于
许多问题的认识与阐释都是与自身真切的体验与独
到领悟相关，而且往往是旨明意切、言辞质朴，绝无追
逐时尚，或凌空蹈虚、高谈阔论之弊，因而读来感到晓
畅而亲切。如收于《文集》中的《写作谈》《我心中的文
学》《为小说画像》《小说创作中的ABC》等，以及大量
序跋作品。

另外，扎拉嘎胡的理论与批评还显示出他作为老
作家的胸怀和当时作为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的使命
感。在《文集》中关于青年作者、特别是文学新人的推
荐与评论文章（包括序文）占很大比例，体现出他对于
文学人才的关爱与扶持，也体现出对于自治区文学队

伍建设的关心与重视。同时，扎拉
嘎胡对于内蒙古文学创作的宏观
的、回顾总结性研究，和对于发展态
势的探讨，也是颇有见地的。如，
《五十年来的蒙古族文学》《蒙古族
作家长篇创作琐议》《内蒙古文学现
状及流向的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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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湖畔》是以内蒙古大学建校为故事
背景的原创话剧，3月25日在呼和浩特市民族
剧场首演后产生热烈反响。

《桃李湖畔》创作团队成员的年龄平均30
岁左右，大都是内蒙古大学非戏剧专业的教师
和学生。该剧从创意到上演历经两年时间，期
间，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等相关部门领导给予大力支持，对剧本和
舞台呈现提出许多具体指导意见。剧本经过
反复研讨修改，进入排演阶段后又经过二度、
三度创作打磨，最后与观众见面。

内蒙古大学赓续60多年的精神在这部剧作
中得以生动体现，以舞台艺术形象特有的召唤力
引发莘莘学子心中美好的青春追忆，实现了一次
台上与台下共同的情感体验，观众中形成了一个
有关“内蒙古大学桃李湖畔”的言说话题。中国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李建军
说：“《桃李湖畔》是很有独创性和感染力的一台
戏。它讲述了内大辉煌的建校史，也展示了内大
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客观的舞台呈现与抒情性
的独白相结合，历史性的画面与现实性的情景相
映照，给观众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它必将成
为所有内大人可以共享的精神盛宴。”

可以肯定，《桃李湖畔》是一部具有较高艺
术水准和思想内涵的话剧，虽然它和一切舞台
艺术作品一样，在初始阶段不免稚嫩，存在这
样那样有待提高完善之处，但它为今后继续提
升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有望以其独特的校园
文化气质和诗意美学韵致走向尽善尽美之境
界，这也是观众的共同期待。

内蒙古大学 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
过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各学科领域都涌现出
许多杰出人士，更多默默无闻的教工为学校的
建设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一部话
剧怎样承载校史的长度与厚度，对于编剧鄢冬
博士是一次不同于学术论作的挑战。鄢冬接
受编创校史题材话剧的任务后突然深沉了，感
觉他有段时间恍如丢魂一般，钻进校史馆和有

关校史的书籍资料中，不断在校园各处游走，
采访学校的老教师们，甚至于一棵树、一片叶
子、一棵小草都细细观察和询问，他的灵魂穿
越了，回到了1957年。于是《桃李湖畔》出现
了寻找精神寄托、与青年时代的爷爷奶奶们对
话的小兰，她以讲述人的身份回溯建校初期内
大人的故事。戏剧影视作品中的“穿越”手法不
新鲜，《桃李湖畔》巧妙之处在于年轻编剧艺术
创作心灵“寻根”过程，借助小兰这一人物实现
了叙事逻辑与角色逻辑的统一。通过个性化、
内心化的叙事沟通当下与过去的对话关系，宏
大的历史观艺术地浓缩在日常性的校园生活情
境中，典型化地表现了内蒙古大学建校之初来
自祖国各地名校教师的理想主义情怀，无私奉
献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悉心培养人
才、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境
界，以及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纯
真友谊与爱情。剧中虚构的人物如
孟树、刘芸、夏冰、秦默言、王保山、刘
兴等，作为典型形象集中了内大人的

风采，是大家所“熟悉的陌生人”，历届校友都可
以从剧中人身上看到老师和同学的身影，剧作
在虚构的情境中展现出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戏剧，《桃李湖畔》不
仅秉承了真实性、典型化的艺术创作原则，同
时在剧情结构和叙事方式的设置上，打破惯常
的线性结构和写实手法。剧作不囿于“戏剧体
戏剧”强化外在矛盾冲突、强调情节结构起承
转合严密的连贯性，较多地运用“叙事体戏剧”
的结构方式，突显诗意性、散文化的意境；故事
发展以人物的理想追求，主要是小兰的情绪情
感贯穿，观照历史的视角更为自由灵活，多重
时空转换自如，故“形散而神不散”。这种具有
叙事体特征的现实主义戏剧，如何呈现在舞台

上，如何将其浓厚的文学色彩转化
为舞台人物行为，对导演而言是个
具有探索性的考量。青年导演哈布
日，以往在戏剧教学过程中执导过
不少经典话剧，具有比较丰富的舞
台经验，但承担《桃李湖畔》这样的

原创大型剧目，在题材上又具有“史”的规定性
的作品着实是第一次。从舞台呈现看，哈布日
在深入领会剧本意旨的基础上，赋予舞台更丰
富的艺术想象力，写实与写意巧妙融合，通过
《社会主义好》《青春圆舞曲》等乐曲体现时代
氛围，借助活动的椅子表现课堂气氛。挖人工
湖的劳动场面有具象的动作，也有意象化的定
格造型，制造出一个群体人像背景场面，与前
台人物对话相呼应，犹如群雕，将内大人的桃
李湖情结形象化地展现在舞台上。

剧中《青春圆舞曲》群舞的设置，是本剧的
华彩篇章和点睛之笔，生动表现了 50年代艰
苦生活环境中青年学子单纯、乐观、浪漫的精
神风貌，具有很强的艺术共鸣效果。最可称赞
的是导演对演员的训练，不刻意强化表演技
巧，主要是让演员进入人物角色，保留非专业
演员的笨拙和生涩感，恰到好处地演出了那个
时代大学生朴实无华的性格特征。在台词处
理上，剧本中的人物语言富有哲思，诗化特征
突出，导演没有特别要求演员必须字正腔圆地
说话，她根据演员口音和言语特点进行处理，
使文绉绉的台词带上了个性色彩。导演舞台
调度意志的实现，离不开舞台美术设计和灯光
设计，王晓威、敖日格勒两位青年设计师，最大
程度地降低资金，最大限度迁就简陋的舞台条
件，简单的设计制作不乏诗意情境，当然，舞台
场景如果再开阔些会更有意境感。

《桃李湖畔》青春盎然，《桃李湖畔》年轻的
创作团队有作为、有担当，为风华正茂的内蒙古
大学留下了具有纪念意义的艺术作品，在戏剧
舞台上第一次活态展示了全国各地著名大学援
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重大历史
事件，以小视角切入历史，在真实的细节中折射
宏大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特别希望这部话剧
首演后继续修改提升，精益求精，以更加充沛精
美的面貌出现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能够留得
下、传得开，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以文弘业，以
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的社会效应。

“ 青 春 圆 舞 曲 ”的 回 响 与 共 鸣
——话剧《桃李湖畔》观后

◎高明霞

如果到内蒙古旅游，您最想看什么？无论
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您又能够看到什么？
由中国美术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
部主办，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承办，4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展出的《内蒙古印象》，就是努力用117
幅摄影作品，通过“最·风光”“亮·印记”“韵·北
疆”三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意境，最是耐人“品”

摄影，是以真实再现客观物象为本质规定
性的。

当我们认为艺术中的“意境”，是虚实结
合、情景交融、长于留白、能够激发人驰骋遐想
时，能否拍摄出具有“意境”的作品，就是对摄
影家们的巨大挑战。

在《内蒙古印象》中，老摄影家高明久创作
的位于乌兰察布高原辉腾锡勒的《云海之光》，
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意境之作”。因为观众不仅
感受到了铁塔阳刚之美的雄伟，还会陶醉于彩
云似海的柔和之美，从而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以暖色调为主的画面，酷似一首刚柔相济的
交响曲，图片左上方的一角纯白，似乎只是一个
引子，由此将太阳初升时，氤氲于云雾中的乳白
色渐变成乳黄色，乳黄色渐变成杏黄色，杏黄色
渐变成金黄色，如此不断地渲染、不断地扩散，渐
变渐广，直至金黄中透红，深红中泛黄，作品所蕴
涵的暖情便一点点滋润着观众的心。显然，这是
拍摄者在凌晨久候迎接到的初阳之力量！

光，历来在摄影创作中就是一支神奇的
笔，当我们共鸣于“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时，
什么时间拍摄、在哪里拍摄、拍摄什么、怎样拍
摄、为什么拍摄等一系列标准，就是对摄影家
文化情怀、思想境界、审美取向、生命历程、哲

学修养、价值立场等诸多方面的检验。
于是，当观众明白，《云海之光》的主题不

在“云海”而在“光”，就会自问：“那束光，仅仅
指阳光吗？”答案一定是“非也！”因为，在电业
系统工作近半个世纪的高明久先生，一直以自
己的职业和担当为荣，“要在电力题材摄影中
出精品”，是他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是，我们看
到了画面前景最大的那个物象，犹如听到了交
响曲的主旋律——“耐张铁塔”。高大的塔尖
刺破云端，雄伟的塔身顶天立地，一层又一层
向两侧舒展的“塔翼”，使之如展翅欲飞的雄鹰
……说实话，铁塔的形象人们是熟悉的，“耐张
铁塔”这个名称却因其专业性带给人们几分陌
生。当拍摄者居于制高点，使用长焦距镜头，
将截取的铁塔上端冲破云天，巍然耸立时，“云
海”中的那束“光”，就诞生了虚实相生的意味。

不是吗，白昼的光，源自太阳；夜晚的光，源
自无数勤劳敬业的电力工人；而高耸入云的铁
塔，就是产业工人奉献精神的象征。没有对电
力事业的挚爱，摄影家就不会拍摄出这样的美
景，而景中有情，情寓景中，就是《云海之光》绝美
的意境。画面上的留白，是体现在风力发电摇
臂与铁塔之间的，犹如交响曲中的休止符，产生
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值得品思，值得品
鉴。同时，生态发电，包括风能、光能、地热等等，
是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发和创新。而生态意
识，观众会在作品中亦“品”亦明。

情怀，最是令人“敬”

徜徉于展览大厅，我们驻足在了“韵·北
疆”单元的一幅作品前。

猛一看，摄影家刘世兴创作于阿拉善盟的
《大地之晨》，是一幅空镜头的风光类摄影作品，
细细看来，却发现，这是一幅体现“天人合一”、劳
动至上、勇于开拓的超越风光题材的优秀作品。

画面上，一垄一垄刚冒芽的树苗泛着不同
级差的绿色，近景的深绿渐变成中段的淡绿，
中段的淡绿又连接着远处的黄绿，就在以“绿”
为主题的大地上，摄影家借助透过云雾洒在土
地上的光影，构成了波浪起伏的曲线，酷似天
籁之声的旋律，又似生命的河流。再仔细看，
阔大的土地上竟然有人。这是占画面不到千
分之一、正在躬耕陇亩的劳动者。他的侧影几
乎融进了阳光，淡淡的、隐隐的、默默的。

有人说，摄影作品中，如果有植物和动物，观
众首先关注的一定是动物；有动物和人，观众定
会更加关注人。所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
计在于春，《大地之晨》的作者着意表现的不是自
然景观，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时，观众会感
动，会深思，会挖掘摄影家的良苦用心。是啊，与
大地相比，人类很渺小；与天空相比，人类很渺小；
与宇宙相比，人类更渺小。但是，“给我一个杠杆，
我就能撬起地球”的豪迈和自信却与此同理：“给
我一个工具，我就能自立于地球”。可见，那位在
朝阳里耕耘的人，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无数勤劳
的中国人民，象征着向沙漠要绿洲的勇敢创新。
《大地之晨》正是巧妙地展现出尊重自然规律、顺
应自然规律的春季景象，有力地突显出：我们只
有不懈地“劳动”，才是在“奋斗”，才会“奉献”，才
能“创新”，这就是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蒙古作为祖国正北方的辽阔大地，具有
非常独特而丰富的自然景观，不仅有大草原、大
森林、大沙漠、大湖泊，还有东部与西部、南部与
北部不同的气候景观：当呼伦贝尔的飞雪扑进
牧人的怀抱，鄂尔多斯的牧草还在绿色妖娆；当
大兴安岭的冰花辉映着灿烂的朝霞，腾格里沙
漠的车灯还在闪耀……同时，这里还有特色鲜
明的人文景观，包括与历史名人和历史事件、民
间传说、神话故事密切相关的历史建筑、文化遗
址等等，于此，最惹人注目的内蒙古文化资源在
摄影作品中又得到了怎样的呈现呢？

思想，最是发人“省”

克莱芙·贝尔指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
式。”而我国的万里长城正是因其“在文化和艺
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
性相媲美”的审美实力，1982年就被列入《世
界遗产公约》的。其总长度21000多公里，虽
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等 15个省市自治区，
内蒙古却是以境内 7570多公里的长度，位于
全国第一的。当观众看到摄影家史学军拍摄
于巴彦淖尔市的《小佘太秦长城》时，立刻就会
想到两句话，过去人们说：“筑好了篱笆，才有
好邻居”，那是特定时代、特定地缘政治使然；
现在人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则显示出内
蒙古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客观现实，以及民族团结的愿景与力量。

继而，摄影家胡晓阳拍摄于呼和浩特的《旧

貌与新颜》，又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和造型对比，把
蒙晋交界处的“十三边长城”拍摄得发人深省。

图片的前景是夕阳投射在黄土高坡上的
暖色调，中长焦镜头拍到的远景是与地平线相
交的深蓝色调。虽然深绿色是二者之间的过
度，但夺人眼球的还是色与形构成的对比。一
是蜿蜒的明代长城上 5个烽火台与现代风力
发电机的对比，以此引发观众的思古之幽情；
二是雄立于黄金分割线上的白色风力发电机
的大摇臂与广袤高原的对比，吸引着观众的注
意力；三是色彩构成的对比：深黄与深蓝、深黄
与浅蓝之间的补色反差，暗喻着古今对比；四
是横线为主的画面上，突兀地耸立起竖线物
象，形成了视觉反差的对比；五是象征着古代
华夏智慧的长城，与当代中国在科技领域与时
俱进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对比；六是人文景观与
自然景观和而不同、不同而和之间的对比。这
一切，都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

一般地说，优质文化资源，一定是折射当
今时代兴替的镜子。

伫立在辽阔的内蒙古高原上的长城是永久
的，那么，随着科技的不断快速发展，风力发电机
会永久吗？当观众看到了展览中的《大漠奏响光
伏乐章》《焊花绽放》《建筑“新视野”》《伊利现代智
慧健康谷》《温馨的牧场》等一幅又一幅把内蒙古
自然资源与现代高科技密切联系的作品时，曾经

“边远”且“边缘”的边疆民族地区给人们的印象便
不再单调，而是在超越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
构成的艺术效果时，将思绪升华为省悟，将情感
和牵绊渐渐延伸到了内蒙古这个好地方！因为，
这类作品的意味不仅指向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
指向了更为深刻的哲学反省。

走出展厅，摄影家们已经把内蒙古今日之
“象”深深“印”在了观众脑海里，再提起祖国的
正北方，人们就不仅会想到“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地貌，而是会坚信，我
们的综合国力在用高铁缩短地区之间距离，在
用互联网拉近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内蒙古各族
人民都在尽享改革开放 40年带来的红利；作
为“模范自治区”，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在紧密团
结中全方位推进有质有量的发展。

我们诚挚地盼望，您跟随着这个摄影展留
下的“内蒙古印象”，到内蒙古来，
更希望您能为祖国北疆的建设留
在内蒙古。

探寻探寻““韵韵””与与““亮亮””中最深的延长线中最深的延长线
——中国美术馆《内蒙古印象》摄影展赏析

◎李树榕 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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