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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少有人读毛姆的书，不深受触动。这个
爱讲故事的“毒舌”老头，靠着一支笔，让一
代一代迷惘、困顿的人们，找到光亮与纠结
拧巴的自己和解。

《月亮与六便士》于 1919年首印，是毛
姆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与他的《人性
的枷锁》和《刀锋》并称“三绝”。小说围绕着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活展开。查尔斯
是一个伦敦的证券经纪人，他事业有成，家
庭美满，妻子出身贵族世家，上得厅堂下得
厨房，孩子们都十分的可爱听话。这样的人
生可以说是非常圆满了，但是查尔斯突然放
弃了家庭，只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他要去
巴黎。

查尔斯的太太百思不得其解，想丈夫一
定是和哪个女人私奔了。可事实并没有，他
来到巴黎，是为了实现自己要当画家的梦
想。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查尔斯
却过得非常开心，同时他也认识了另一个画
家施特略夫。查尔斯的画一开始没有人觉得
好，施特略夫却夸奖查尔斯说：查尔斯是百年
难得一遇的天才，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不久之后查尔斯突然病倒了，施特略夫
不顾妻子勃朗什的反对，把查尔斯接到自己
的家中照顾。在勃朗什的照顾下，查尔斯的
身体恢复了健康。正当查尔斯要离开时，勃
朗什却提出要和他一起离开，因为她已经爱
上了查尔斯。

施特略夫内心十分痛苦，可他又不忍心
看着妻子和好友流浪街头，于是他和妻子离
婚，并且把房子让给了查尔斯和勃朗什。查
尔斯和勃朗什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不久查
尔斯又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他又抛弃了勃朗
什。勃朗什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之后查尔斯离开了巴黎。他抛弃
勃朗什后不停地流浪，最后到了一个叫“塔
西提岛”的地方，查尔斯在这里开始了新的
生活，与当地的土著姑娘爱塔结婚了，并且
创作出一幅伟大的作品。

后来，查尔斯得了麻风病，病入膏肓，他
嘱咐爱塔，他死后要烧掉这个作品。不久以
后，他就去世了。爱塔遵守查尔斯生前的嘱
托，烧掉了房子和画。过了很多年，终于有
人发现了查尔斯的其他遗作，他的艺术天才
终于被世人发现。

这就是《月亮和六便士》讲述的故事。
读《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你会发现，毛

姆认为“每个人都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
鬼”。小说主人公查尔斯，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就是个伪君子，自私自利，非常卑鄙。他
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离家出走，对妻
子、孩子不管不顾；对雪中送炭的朋友，他不
懂得知恩图报，反而对人家恶语相加；他勾
引朋友的妻子，然后又把这个女人无情地抛
弃。他是个冷酷的混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
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为了
画画他可以放下一切，他对金钱
视若无睹，他超然物外，完全沉
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对艺
术他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绝对
的真诚，从不气馁也不绝望。

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人
们一边唾骂他，一边又为他叫
好。“遍地都是六便士，有人却抬
头看见了月亮，一般的人都不是
我们真正想要做的那个人，而是
我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但查尔
斯做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其实毛姆提出的是一个好
问题：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
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
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
己吗？对此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它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生活的
意义，取决于一个人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但这至少让我们

“记得在庸常的物质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就
像头顶上夜空中的月亮，它不耀眼，散发着宁静平和的光芒。”

“月亮与六便士”，很诗意的名字。两个不搭边的物品怎么会
放在一起呢？译者在序中提到，六便士在英国是价值最低的硬
币，代表现实与卑微，而月亮则象征了崇高。两者都是圆形的，都
闪闪发光，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或许它们象征着理想与现实吧。
马尔克斯将毛姆视为“最钟爱的作者之一”，奥威尔称毛姆是

“影响我最大的现代作家，我深深地钦佩他摒除虚饰讲述故事的
能力”。

《月亮与六便士》情节并无特别吸引之处，没有跌宕起伏的
故事，没有感人泪下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主人公查
尔斯也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没有道德感召力，没有性格吸引
力，很难让人产生认同感，但是小说一直吸引着人们读下去。除
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外，也许正是因为书中人物身上潜伏着一
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小小的我”。那种被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深深压抑的自我放逐、自我隔绝的倾向，那种自我言说、自
我表达的需要。

有人不甘平凡，有人愿意平平淡淡，就像毛姆在小说中所说
的“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毛姆在书中还写到“我

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为了使灵魂宁
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

“上帝的磨盘转动很慢，但是却磨得很细”“感
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一般人都
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而是他不得不做的
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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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部读金

近日悉闻，李廷舫河套三部曲《河套母
亲》《河套风云》《河套纪事》再版发行。这是
河套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在河套文学发展衍
进的历程中，李廷舫是一座丰碑，也是一道文
学长廊。李廷舫出版了6部文集、三部小说，
涉及小说、散文、评论、影视文学等多个领域，
以《河套母亲》为其代表作。总览李廷舫作
品，可以说浸透了对河套大地和人民深深的
爱。这种爱是深沉的，是炽烈的，却又是含蓄
的、静默的。像一座山，在其地层深处，奔涌
着火热的岩浆，流淌着滚烫的焰火。但在山
的表面，却又以冷静而又深沉的目光凝视着
大地的时光流移、万物盛衰。李廷舫的作品
充满了这样的力量，却又不止于这样的内
蕴。他以河套革命历史为纵深，以生命长度
为半径，以河套文学发展为愿景，以河套人民
奋斗精神为圆心，绘制出了蓄满乡情乡味、乡
语乡恋的河套地域文化的生动画卷。

李廷舫写《河套母亲》，以河套赤子的情
怀写出了“八百里河套风土民情的画卷，着
力塑造了白三女、郝雨润等勤劳、坚韧的河
套女性形象，热情讴歌宽容、博大的河套母
亲之美，刻画了多个与主人公及事件有关、
身份不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他怀抱河
套文化之“乡情美玉”，身居河套文学之高山
视域，目穿温热暄腾的河套泥土深度，手抚
底层人民疾苦，赞叹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的伟
大的创造力和忍耐力，塑造人民群众朴实善
良、隐忍奉献的精神形象；笔开烟雨莽苍苍
的河套革命历史，回望筚路蓝缕却又闪耀星
火的革命斗争历史，讴歌党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盛赞河套人民的伟大母性情怀和母
性精神。在李廷舫笔下，河套是刚直的，敢
于与天地间一切自然灾害、人间邪恶拼搏奋
斗；河套又是阴柔的，善于用重情重义的泪
水抚平一切生灵的苦难，疗愈一切正义与善
良被厄运制造的创伤；河套是大美的，她以
自己的疼痛和沧桑，隐忍着心灵的苦，却积
蕴着手臂的力，放射着生命的光；河套是内
秀的，她以粗犷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秀雅和
文气，以带有乡土美学味道的悲欢离合呈现
人文的张力；河套是悲情的，却以温柔善待
世人；河套是柔弱的，却以勇力改造世界。
一部纵跨 50年的大书，写尽了河套人民的

情怀大爱、世相百态、风骨精神、文化精华。
李廷舫写《河套风云》《河套纪事》，以纪

实手法，回望河套革命历史和地域风土人
情，语言朴实，风格沉凝，资料翔实，叙述洗
练，是研究河套文学和革命历史文化的重要
的参考书目。他把束之高阁的河套党史与
散落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河套轶事结合起来
思考创作，为河套文化增添了历史的厚度和
时代的深度。他以这样的方式筑造着自己
的灵魂的经纬度，用来表达他对河套文化、
历史、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热爱与奉献。他
精心酿制自己的酒，也在努力腌制着河套的
味儿。他从历史中提炼河套的精神骨血，也
从生活中汲取河套的生命精华。

三部作品，奠定了李廷舫在河套文学史
上的地位，也为河套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留下
了一抹温润绚烂的光辉。

二、散文咀玉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心灵的孩子。
任何文学作品，都蕴含着时代烙印和心灵的
光华。她是作者最真实、最深刻、最灵气的生
命精华的提炼，也是时代最深切、最集中、最
美好的先锋回声。文学总是在时代的前沿，
感知着社会发展的神经末梢最敏感的痛点。

李廷舫的散文，关切着河套文化的发展
走向，呼吸着时代风气，切近人民群众的火
热生活，表达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体察
着他们的生活滋味和精神诉求。他的散文
题材涉及农民生活、知青奋斗、革命先烈、自
身经历、河套文化等诸多元素，基本上涵盖
了60—90年代社会发展面貌。尤其是书写
农民生活的文章，最接地气，也最牵动人心。

这类作品如《通篇大吉》和《马林和马林
模式》。在《通篇大吉》中，以王大吉夫妻搞养
殖业致富奔小康的故事为题材，将王大吉一
家如何奔小康、算细账都写得清清楚楚，一枝
一叶、一招一式都历历在目。不仅写出了人
物的思想情志，还写出了人物的精打细算的
性格特点。从这些百姓身上，作者敏锐地捕
捉到小康梦想给农民带来了
冲天的干劲儿和施展智慧的
舞台。于是，他不嫌繁琐，不
避枯燥，将账目整体呈现于文
章布局之中，蕴藏着无限的创
造力。你看这段描写：“王大

吉中等个子，有着一副经过岁月磨炼和摔打
的精精干干又结结实实的身体。虽然五十岁
了，走路还是迈着矫健的步子，在家做活儿或
出外办事，还都是风风火火、利利索索，充满
了信心和活力。虽然他文化不高，却很精明
又很精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听广
播看报纸，很快就明白了党的政策放宽了。
他跃跃欲试，谋划着要选条致富的路子。他
是这个家业的总设计者和掌舵人。他很会计
划、很懂得农家的东西该怎样综合利用、就地
转化以提高其价值。他又很会算账。几年的
养猪实践中他掌握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
比如养母猪的纯利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到六十，每头母猪每年平均纯收入四百七十
元，而养肉猪的利润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每
口肉猪平均纯收入四百元。依据这些数据，
他制定了以养母猪为主兼养肉猪的方针。他
家有本台历，每天一页记着加工厂当日的收
入，年终翻着台历，就算出了全年的收入。小
卖部另有本账。说庄户人的账是糊涂账，王
大吉心里却不糊涂。”

这样的作品最能贴近农民的生活，最具
有生活原色的醇厚味道。这样的作品给农
民看了会喜笑颜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奋斗足迹。李廷
舫的散文以赤子深情的笔触，触及了人民的
生活，打开了人民生活最真实最生动的时代
画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和诉求，描绘了人
民群众闪光的创业和奋斗历程。这样的作
品，始终散发着乡土原汁的醇香，历久弥新，
让人回味无穷。

《马林和马林模式》是写马林通过承包
土地和搞养殖成为“农林牧结合型的科技致
富模式”典型代表。文章生动自然地，徐徐
拉开马林致富之路的情景大幕，将马林置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甩开膀子大
干的图景之中。李廷舫依然不减他为农民
算细账的朴实文风，将马林的创业过程中一
笔笔细弱牛睫的账目都罗列出来，不嫌累
赘，不避繁琐。也许很多人认为没必要这样

细杂赘列，但我相信，农民看了这篇文
章可以受启发、受鼓舞，其他行业的人
看了也会受教益。

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李廷舫以
文学的笔触，去点燃社会发展的火
花。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学不是

高居庙堂的华彩横溢的言说，真正优秀的文
学作品，必能经世致用、烛照人心。

三、影视观心

李廷舫作品的另一个大类是影视文学，
计有 8 篇。其中尤以《黄敬斋》声名远播。
此剧以1931年9月，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委派，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回国领导
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同年 11月因叛徒出
卖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等事迹为题材，描绘
了我党在绥西地区的播火种星、发展革命力
量、坚持革命斗争的经历。黄敬斋在狱中不
屈不挠、英勇斗争，发展森布尔为共产党员，
并协助森布尔逃出监狱。齐木德、森布尔在
塔凌夫同志领导下，跟随云继先组织了百灵
庙起义。这部作品虽然短小，但浓缩了共产
党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勇于牺牲、甘于
奉献的精神图像。

《老帽小传》《甜蜜的河套》两部剧本以
河套民俗风情和社会发展为主要题材，写出
了河套地域的风土人情和人物的创业经
历。剧本深入地理民俗，于改革开放大背景
下，寻求河套农村创业奋进之路。展卷读
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充满河套味道
的人物个性特征，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熟稔
的河套民俗文化功底。

《甜蜜的河套》写了农家女田媛到深圳
推销蜜瓜的故事。围绕蜜瓜推销，一系列错
综复杂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整个故事写
得跌宕起伏，情节设置得非常合理，既有时
代风貌，又有民俗特点。将河套蜜瓜的产业
发展和乡村爱情联系在一起，写出了具有河
套风味的甜蜜事业，是一曲事业爱情双丰收
的赞歌。

徜徉在李廷舫的文学长廊里，有太多的
文学营养可以吸收。越读他的作品，越感到
他深厚的文学功力与博大的精神境界。他
怀揣一颗“河套心”，笔下浓墨皆是河套人民
的风采情致，塑造的都是朴实敦厚的老百姓
形象，传播的都是河套民俗俚语方言的底
蕴；挥洒淡彩不乏鞭挞社会黑暗，触及社会
肌理，去疗救社会的病痛。他的作品充满
了正邪两方面的斗争、道德和法治的拷
问。捧读他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河套文
化朴实厚重的质地，可以感受到时代留给
我们的多彩记忆。

文 学文 学 、、生 命 与 心 灵 的 交 响生 命 与 心 灵 的 交 响
———写在李廷舫—写在李廷舫““河河套三部曲套三部曲””再版之际再版之际

◎◎漠漠耕耕

大型歌舞剧《荞麦花开》是库伦旗围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两个打
造”推出的重点文艺剧目。该剧真实地讲
述了库伦旗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乡
村振兴路、续写人民幸福新答卷的真实故
事，是一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一张蓝图绘到底

《荞麦花开》在整体架构上发挥了剧本
创作中“以人带事”的经验铺陈，采用了明
暗叙事兼顾的艺术手法。暗线重点表现了
以巴彦孟和为代表的老一代库伦人的奋斗
史。以呼和、王荞蕊等人物形象为明线，再
现了库伦人民在新时期自强自立、踔厉奋
发的时代风貌。

历史上，库伦穷得具体、穷得深刻，穷
得没有旁观者。南山北沙、沟壑纵横，是内
蒙古生态环境最恶劣、最贫困地区。“有的
地方全村仅一口深水井，村民顶着星星排
队汲水，井辘辘吱吱呀呀从黎明一直响到
深夜……”，一度是闻名全国的贫困旗。

面对这些困境，让巴彦孟和心如刀
绞。他痛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对库伦
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说“喊破嗓儿，
不如干出样儿。不啃几块硬骨头，我们拿
什么去说服群众？”从 60年代开始，“一片
锄光锹影，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绿色

战争，在九曲柳河源头
打响了。”到 1980年底，
全旗每年造林 20万亩、
栽果树 15000 亩，全旗
粮食产量过亿斤大关，
森林覆盖率由 3%提高

到18.7%。
此后 30多年间，库伦人在几任党政班

子的带领下，因地制宜提出了“林水立旗、
生态兴旗”脱贫之路。把沟壑纵横、水土流
失的荒沟秃岭变成绿水青山的人间奇迹，
库伦旗成功地摘掉了国贫旗的帽子。森林
覆盖率从 3%上升到 34.47%。“药材基地”

“荞麦基地”“黄牛基地”如雨后春笋，奇迹
般地呈现在库伦旗的锦绣大地上。

歌舞剧《荞麦花开》紧紧抓住库伦旗生
态治理这个痛点，聚焦人物的精神与信念，
阐释吃苦耐劳的库伦精神，把库伦精神带
来的感召，写入人民生活与社会的发展。
剧中多组群众演员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中
国时代变迁中的人物群像，与当代中国社
会的人民性主题形成了强烈的呼应与共
鸣，展示了库伦人民求发展的思想基础和
精神根脉。

一个舞台说到今

《荞麦花开》是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的主题之作，具有“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特点，全剧共5幕，时长约90分钟。

剧本创作出新。剧本创作坚持以现实
主义为基础，以浪漫主义为整个剧目赋予
了丰富的人文与情感色彩。序幕部分采用
倒叙、悬疑笔法，通过舞蹈、灯光、音响的密
切配合，再现了曾经的库伦旗“风沙吹人
走，万径人踪灭”的恶劣生态环境。少年呼
和与自己年幼的妹妹澈力格尔在弥漫、肆
虐的风沙中不幸走散，澈力格尔生死不
明。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和开篇，凝练地
展示了库伦旗穷山恶水、沙进人退的历史。

艺术表现综合。库伦旗乌兰牧骑在20
世纪 60年代参加全国乌兰牧骑巡回演出
时，曾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其编
创演出的《安代传奇》《天地安代》等文艺精
品，使安代舞逐步成为了中国舞蹈令人瞩
目的品牌。

《荞麦花开》的演出类型定位为大型歌
舞剧，演出调用了话剧、舞剧、歌舞等多种
舞台艺术表现形式。演员用语言铺垫情
节，用歌唱突出主题，用舞蹈营造氛围，用
非遗体现传承，在充分展示乌兰牧骑演员

“一专多能”的同时，还让观众看到了安代
舞的特有神采和新编舞蹈的时代韵律。尤
其是第一幕中的《铁锹舞》，还原了库伦人
在植树造林中生活化、情景化的场景，其间
饱含的乐观豁达、自信奔放精神，令人感同
身受地体会到库伦人民战天斗地、脱贫攻
坚的艰辛历程。

人物关系典型。《荞麦花开》主要有三
组人物关系：呼和与王荞蕊兄妹离散的关
系；李华书记和巴彦孟和与哈旗长之间的
承前启后关系；澈力格尔和未婚夫安东之
间亲情和政策的博弈关系等。全剧用人物
关系设计矛盾，用矛盾关系推动剧情，人物
关系让故事情节充满了变数。

细节把控充分。生态局长呼和的木雕
“松鼠”与荞蕊集团董事长王荞蕊佩戴的
“松鼠”项坠，在易被忽略的细节中相继出
现，以一种近乎隐晦的暗示，给未来某个即
将出现的高潮提前谋划着布局。剧情结尾
部分，当王荞蕊来到呼和家，看到柜子里排
满形态各异的木雕松鼠时，哥哥和妹妹的
忘情拥抱，让多年来潜隐在心的离别之恨

和思念之苦跃然浮现，催人泪下。
从“兄妹团聚”到“签约落地”，让观众

随着剧情经历了从“人有悲欢离合”到“千
里共婵娟”的剧情大反转。该剧用呼和、王
荞蕊、李华、巴彦孟和、好来宝说唱爱好者
和乌兰牧骑老团员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群
像，生动诠释了库伦人民继往开来的家国
情怀。

一种精神永流传

歌舞剧《荞麦花开》既是库伦人民的创
业史、奋斗史，也是库伦精神的成长史。该
剧用舞台艺术铭记时代，通过小切口、小人
物、小故事折射大时代，通过对人物命运细
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库伦人民百折不挠、改天换地的壮志豪
情。演出用微视角带来宏大叙事，真实记
录了库伦旗经历的时代变迁。

库伦人朴实的外表下，有着强劲的思
想筋骨。文艺创作要“从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该
剧中的生态园开工、越野车俱乐部开业，是
对库伦精神、人物使命、时代命题的延展和
深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凝聚的库伦精
神，贯穿剧目、照亮现实，正在成为新时期
库伦人不断前行的动力之源。

《荞麦花开》让观众感受到，库伦，是一
个可以让精神、心灵双向奔赴的地方。新
一代的库伦人，坚持用传承的精神向度去
改变现实生活，他们乐于把希望布满脚下
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诠释着新时代库伦
人奋斗的意义，续写着库伦人幸福的时代
答卷。

用 舞 台 艺 术 铭 记 时 代
———评大型歌舞剧—评大型歌舞剧《《荞麦花开荞麦花开》》

◎美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