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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诗人洋浴海是土生土长的内
蒙古太仆寺旗人，特有的地域环
境、草原气息的语言烟火，造就了
洋浴海灵性的诗歌语境、辽阔的诗
思范畴。在洋浴海看来，诗歌首先
就是一种记忆，自带诗人成长和生
活的轨迹；其次，诗歌是地域性文
化的输出和人文关怀的接纳；第
三，诗歌是诗人本质生命情感体验
中的觉知与超脱。

把故乡放在马背上，把乡愁揣
进紧贴心跳的地方，在洋浴海的诗
歌中，无论是绿色的草原、荒凉的
大漠，还是冬季锡林郭勒的雪原、
扎格斯台的孤鸿……他始终以故
乡山河为情感寄托，以对故乡的深
深思切为诗心，在流动的时间和日
常现场，不断发出词根深厚的观
照。故乡在洋浴海心中是永远的
精神家园，故乡的所有记忆都是他
落笔抒发的重要情感和内容。

深深的乡愁情结，使洋浴海在
现实和精神世界中一次次重返故
乡。在长达30余载的诗歌生命迁
徙征途中，在孜孜不倦的语言凝视
中，洋浴海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的独特诗歌景观。“这一种可
以享受的痛苦/如同看月圆月缺/
一草一木的风吹草动/都会刺痛我
身上的神经/骑马走草地/听勒勒
车过/坝上狂风起/暴雪埋包房/不
管哪一种缘分/都如额吉一声声地
呼唤《共同的乡愁》”。内蒙古的厚
阔与丰饶，人文、地理、风俗环境的
特殊熏染，给诗人的语言赋予了更
加深厚的情感，在潜移默化中，诗
人的文字沉浸式烙印一种草原诗
歌的宏阔底蕴。逆行于沙尘暴中
的词根潜行，以及对尘世悲悯真善
的纯粹而理性的探索，在生命和灵
魂深处，诗人对于脚下生养的这片
热土，一方面是语言血浓于水的依
附，一方面亦是在远观守望中的自
我情感梳理。

语言细腻，情感温润。洋浴海
在生活中是沉静和热切的，他的文
字是虔敬的，作为内蒙古成长起来
的本色诗人，他的语言有着天生的
自然气息，用诗意培育诗意，用生
活理解生活，语言的内化和外化都
是生命情感最朴素真实的体验。
在白描和写实抒情中，诗人对于直觉的支配是自由的，零意象和非虚构
的写作状态始终在诠释诗人的审美与生活的融合。他的语言驾驭执着
于柔软、开阔和充满善意，但在内心情感中又不失锋芒与力量。“灰喜鹊
叼走最后一牙儿月饼/集露为饮的盅盏/摆在曼陀山庄 湖上秋鸭游弋/
山上秋意转风叶/浓艳的秋意咬住我的衣裳/我的镜头对准夕阳/进入眼
底的是老辣的苇芒”（《秋天的齿轮，咬住我的衣襟》）。

在包容、克制、干净和充满情感的语境中，诗人源源不断地向外界展
示着内心情感纵深的诗意和流动的故乡，并以一种时刻积极健康的人生
理想，激励着此刻活在尘世的肉身。好的诗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生活方
式，更是诗人对于世界与生命的体悟，是一种修养和情怀。就如诗人在
《春风吹过大境门》中酣畅淋漓的表述：“回来的绿头鸭告诉草原/春风得
意马蹄正急/从明德北蒙古营子上车/羊趟子和勒勒车走沙子路下坝/春
风再得意也得过了三月三”。无疑草原的辽阔给予了诗人深远的情感，
博达的诗绪以及苍悯的人世慈悲，在大写意的遣怀抒情中，诗人肆意地
挥发着天空一样的诗思，一种自由自在的无疆词根是虔诚而纯净的，以
温和的笔锋晕染一种地域刻度的语义，诗人在记忆中缝补记忆，在生活
中打磨生活。

以悲悯真善的思想为底色。洋浴海从警40年，他的诗歌书写自觉
于一种家国情怀的使命召唤。与青年的锋芒、敏感与自我不同，洋浴海
在他的日常现场时刻发出一种有的放矢的从容和稳健。在《追缉》《草原
110之歌》《老警》《片警》等作品中，他守护着诗歌思想的红色火焰，在生
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始终以底层公务员的平凡捍卫着普众的生
活，勇于献身苦难和执著于更加博爱的生命共情情感。“泡圆缺边的月/
夹在警容严整的胸卡/曾经被胸口喷出的血/染得殷红/即使被封进英烈
档案/那年轻的形象/也不失威仪凛然”。历尽沧桑洗礼，洋浴海的思考
已趋于成熟，他手握苍郁的生命底牌，探究和勇扛时代的担当与使命，并
确信一种笃定和挚诚的诗歌爱国信仰。他的诗歌无一例外都在呈现一
种大爱、博爱与寰宇中慈悲之爱。他渴望的不为自我，而是为包含在众
人之中的自我，即一种大爱之中的情感升华，一种用诗歌语言弹奏的时
代强音。

以刚性的锋芒和坚韧的精神穿越岁月沧桑。在与生活阅历的时空
交错中，洋浴海不断在时光流逝中寻找隐匿在生活缝隙里的诗意，他的
创作是宽泛的，题材是丰富的，他的写作资源滋生在时间与生活的交融
中，是心灵的寄寓，也是精神内在的最舒展畅快的放牧。在《爱的沉船》
《笔端的锡林河》《哲思》《莽原，无声的召唤》《乌拉盖草原的羊群》等作品
中，诗人是温柔和坚毅的生活理想主义守护者，他对诗歌精神的无时无
刻的传递是几近狂热的、赤城的，他始终在固执地寻找一种至善至美，或
者一种精神疆域的现实存在和实现方式，并在一种注目周遭生活中一一
印证这样的至善至美的词根。《有风的草原，鸟在我的诗中飞》中，“搂住
春天/尖利的阳光穿透冬雪/我满面草屑/云是春天唯一的动名词/山会
流浪/河开始了脉动/我的血泛滥/涌起春潮”。洋浴海以自我的理性与
简单的纯粹，使自我的诗歌精神夯实于一种自然生命状态的期许，这是
诗人的选择，也是诗人灵魂高度的坚守。

从洋浴海的诗集《白刃柔情》《绿草锋芒》《生命的馈赠》《网络情缘》
《守望那片苍翠》、散文集《风骨岁月》《书里书外》等纵观，锋芒与柔情、超
脱与平淡，都是诗人诗歌气度的一种精神姿态，挂在草尖上的词根，以及

放牧于生存与现实的思想，都是洋浴海对诗歌情感的
有效处理。不世故就是人生历练的沉淀，也是诗人走
出小我情怀的精神自觉。内蒙古的自然万物、大千世
界以及生命中的波澜，都使洋浴海有了悲悯和良知的
深思。面对浮世万千，苍悯征途的语言路径中，洋浴
海始终葆有热切的灵魂和峥嵘的气度。

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他是坐着轮椅
的，即使他与他的名言，在我心里挺立了
60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
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
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
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
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
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是激励新中国
几代青年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

但他，还是瘫痪了，32岁就离开了这
个为之竭力奋斗的世界。他，就是出生于
乌克兰、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身残志坚的前苏联英雄奥斯
特洛夫斯基。

带着好奇、带着敬佩，去观看这部 3
个半小时的话剧，就是期望能够与舞台上
的“保尔”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首先，吸引观众的是话剧“当众表演
故事情节”的真实性：真说、真做、真摔等
身临其境的现实性令人目不暇接。继而，
导演把各种时尚的艺术手法纳入到了这
部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舞台剧中。
当倒叙结构以保尔的回忆为主线时，这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定的革命者时而进
入故事，成为当事者；时而跳出故事，在一
束追光的聚焦下，又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而服、化、道和声、光、电的运用，都充满了
撼人心魄的气息。

当然，无论艺术表现形式如何过硬，
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突显剧作的社会效
益还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的一生能
够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那么，应
该怎样活？

生于 1904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身
处世界大动荡的100多年前。那时，无产
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原因是什么？
造就无数革命者的原因是什么？保尔·柯
察金这位钢铁巨人在现实中的原型又是
什么？就在话剧二度创作中，要复盘宏阔
的历史，便不断在做出回答。

在阶级压迫极为残酷的时代，穷人，
活得非常艰难。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不算豪
华的大餐厅。一个女招待正追着“领班”要
钱：“你答应是300卢布，怎么只给我50？”
领班在百般刁难后，又掏出20卢布，却要
女招待以身体为代价。见此情状，少年保
尔气愤不已，上前与领班争辩，却被踢下楼
梯，并丢了差事。当他回到家向妈妈哭诉
此事时，“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妈妈说，

“相信上帝！”保尔说。可是，上帝真的能拯
救穷人？此前，保尔不就是被教会学校开

除，而不得不去当童工的吗？
怎样活下去，取决于怎么选择人生的

道路。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均如此。
当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员朱赫来为保

尔讲述了革命真理时，这个被冬妮娅称为
“目光坚定”的工人之子便义无反顾地走
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然，即使革命者，在不断成长的人
生历程中，还是要不断选择的。

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中参加重体力劳
动，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件皮大衣送到
面前，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特殊照顾，其他
战友都没有，他要选择穿还是不穿？当他
回想起带着衣着华美的冬妮娅参加红军
英模大会竟然被战友们嘲讽时，他要选择
这段爱情是否要继续下去？特别值得强
调的是，双眼失明、双腿失能、身患多种疾
病之后，还要不要为自己的信仰而继续

“斗争”，是更为重要的选择。从一件小
事，到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再到决定政治
生命的绝顶大事，保尔的选择，或许都是
令今天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开掘冻土的艰难，需要力气。穿上皮
大衣，对身体有益，对劳动有益，为什么接
过来，又还回去？即使领导再三劝说，他
仍无动于衷：是想到了冬妮娅那件奢华的
披肩？还是由此想到了吃什么、穿什么与

“是什么阶级”相关？这是多么耐人寻味
且发人深省的啊！

至于保尔对冬妮娅的爱
情，从小说原作《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到这部话剧，读者和
观众都很清楚。但是，在革
命事业与爱情之间产生“尖
锐矛盾”时，保尔还是毅然决
然选择了事业，理由很清楚：

“你能勇敢地爱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勇
敢地爱他的理想？！”他对冬妮娅的质问，
可谓铿锵有力、坚定深刻、直戳对方的心
灵。

今天，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
义等思想还驻留在一些青年人心里时，保
尔对待爱情的态度，他们是不理解甚至不
赞同的。然而很快，舞台上一个重要的桥
段出现了，曾经深切相爱的双方，竟然在
一个不该相遇的地方相遇了。

通往布雅尔卡的铁路断裂了，如果不
能尽快修通，那里的人民就很难过冬。舞
台上一瘸一拐的保尔在带病修铁路，然而
竟遇到了已成为阔太太的冬妮娅。身着
白色貂皮大衣的往日恋人，看着昔日心中
的“白马王子”在寒风中破衣烂衫地艰辛
劳动，脱口而出：“你、你、你怎么会是这个
样子？”“在你心里，我应该是什么样子？”

“起码应该是在办公室里当什么委员、什
么领导吧？”简短的对话刺破天宇，穿越到
了今天，直击为名与利而钻进“精致的利
己主义”的人——不“碌碌无为”就是为当
官？不“虚度年华”就是为私利？一个共
产党人面对心灵的拷问时，会怎样回答？
而保尔·柯察金的回答掷地有声，感人至
深：“生命和爱情都可以终止，唯有理想不
可半途而废！”

这部话剧，向所有年轻人提出了两个
覆盖人生的问题：一是如何选择“爱人”，

由此决定自己的一生将要过
什么样的生活；一是如何选择
事业，由此决定自己的一生能
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哪些
贡献。保尔是伟大的，他用超
乎一般人的毅力和顽强，对这
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而答案

的基础，就是舞台上震撼人心的一幕：火
红的 LED屏天幕上，出现了镰刀和斧子
的形象，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象征，随之而
奏响的《国际歌》，使他不再“相信上帝”，
而是有了新的伟大的信仰。

说实话，观剧的人无论哪个年龄段，
都不能把保尔仅仅看成是“劳模”，也不能
把他仅仅当成是“英雄”，因为他立志要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选择，已经成为
了一种伟大的精神。这是一种源于20世
纪20年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源于他的
生存环境，又超越了他的生存环境的执着
坚守“信仰”的精神。

因为保尔深知，“生命对于人只有一
次”，所以不能浪费；深知如果不“为人类
的解放而斗争”，那个可耻而邪恶的“领
班”就会继续戕害穷人，那个揪着他耳朵、
开除他的瓦西里神父，还会断绝许多穷苦
孩子的求学之路；更重要的是，他深知，自
己的信仰和理想，是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都必须去实现的，这代价包括“宝贵的生
命！”

所以，无论剧中的背景音乐是《国际
歌》《共青团员之歌》还是《深海》，都是令
人难忘的巨大亮点。因为这些歌词，不断
唤起和鼓舞着观众为信仰勇于奋斗、努力
前行的激情和决心：“我的信仰，是无底的
深海；心底的火焰在澎湃，燃起了无尽的
力量，那是忠诚永在……”即便如此，歌剧
靠唱，舞剧靠跳，话剧，还是只能靠说。这
就是对导演和表演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
水平的巨大检验。

日前得知，由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出品
的该剧不仅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
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2023年内
蒙古自治区优秀剧目展演月“优秀剧目
奖”，扮演保尔·柯察金的演员王乾安、扮
演冬妮娅的演员孙美云、扮演丽达的演员
梁曦和扮演朱赫来的演员阿斯汗 4位青
年演员，还荣获了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颁发的“萨日娜·戏剧表演奖”，对于
他们 3年多筚路蓝缕、矢志不移、攻坚克
难的努力，可谓实至名归。毕竟，用 230
分钟的长篇幅，把一部红色题材的大剧进
行完美呈现，对于这支学院派的主创队伍
而言，实属不易。

“如果有人说保尔死了，请不要相信，
那一定是谣言！”伴随着该剧这句结束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奥斯特洛夫斯基
（保尔·柯察金）一起，不仅永远会留在世
界文学的画廊，还会永远挺立在每一位有
信仰、有理想的观众心头。

永远挺立的保尔永远挺立的保尔··柯察金柯察金
———评—评““第二十届中国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入选剧目话剧入选剧目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李树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
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
的指导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实践高度契合、密
切相融、不断发展的过程，离开了中国大地，也就失去了
理论的价值意义。“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必须坚定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深
入，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
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共同建立、共同发展、共同完善的文化，是经历了五千
年文明史淬炼、凝结而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强盛
的文化，是形成于东方而对世界各民族、地区产生巨大影
响力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
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科学概括了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指南。

坚定历史自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真理观
的体现。中国历史久远，其独立、持续、完整的特性放置
于世界文明文化之中，亦属罕见。正如苏秉琦先生《中国
文明起源新探》所言：（中国历史有着）“超百万年的文化
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
一统实体。”中国历史的持久完整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

理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中也被
高度认可，他提到“有助于中国文明
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
式”和“地理环境的四处相对独立和
封闭”等原因，但更需要说明的是，
真正促使形成中国历史宏大持久的
特性的则是中国文化始终具有一种

包容、融合、发展的特质，始终处于汲取、活跃、丰富、进步
的状态，始终具有鲜明的群体意识、民众观念、道德情怀、
变革特点、人本思想、万物和谐等进步素质，从而促使中
国历史在人类发展长河中虽屡经其他文明、文化的袭扰、
破坏，叠遭各种灾害的影响、打击，依然挺立于世界的东
方，常变常新、绵延至今，活力充沛、润泽人类。

坚定历史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
物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中国历史的本质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形成史、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史、发展史，是充分实践、验证、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和辩证法的历史。我们知道，古代仁人志士自春秋时起，
就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的交融互补的强大
精神支撑下踔厉前行，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代表了无数贤达君
子毕生奋斗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天地”“生民”“往圣”“万
世”等理念本身就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中国大
地、引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本质，本身就与习近平总书
记所倡导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天人合一”
等真理性主张密切相关、高度契合。“天地”在中国古人的
精神世界中既是自然客观的存在，又是情感意志的化身，
古人所言的“以天为宗，以德为辅”观念实际意味着主客
观的联通、融合，将天地与民众统合一处，生成了天地就
是人心、就是民心、就是人民的朴素思想。儒家文化作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民本思想，孔子的“仁民爱物”、
孟子的“民贵君轻”始终是中华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道
家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有力填充，既指出了中国古人内
在精神充盈提升之路，又对自然展开了深层次的理性思
考，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和谐共生、密不可分
的有机体关系，进而促使人的精神世界愈加深广、壮阔。
儒道互补的结构和体系把中华民族带入到进退自如、逢
变不惊的理想境界。法家文化其立足点依然在于趋利避
害的普遍人性，韩非子的“好利思害，夫人之所有也”和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等突出了对于
人心、人性的积极关注；而对于尧舜等仁君的肯定也是法
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韩非子·安危》篇说“废尧、舜而立
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
守所短，则民不乐生，”把国家发展与民之“乐生”结合一
处。由此，中华文化愈加丰沛、蓬勃，滋养着中国历史昂

扬向前。
坚定历史自信，就是坚定文化自信。《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
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是中华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努力形
成的精神结晶。中华民族自源起之时就是多民族共存的
生态结构，此后，中华民族逐步壮大、发展，最终形成为影
响世界格局和走向的最大的民族共同体。梁启超在《历
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说：“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
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即使是汉族，也实由民族
交融、民族融合而成。正是在农业民族文化、游牧民族文
化等交流、交往、交融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多元
一体的根基、特性才具有了牢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天地。
在此过程中，天下一体、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观念深入
人心，成为中华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永恒主题。

坚定历史自信，就是要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
就是说要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紧密联系，从历史自信中汲取磅礴力量，从文化自信中汲
取丰富营养，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确定奋
斗方向，最终强固中华民族披荆斩棘、意气风发迈向未来
的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
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
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
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历史自信视野下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视野下的文化自信
◎◎宋松宋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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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