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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
直属机关工委、内蒙古自治
区文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联合主办，内蒙古作协承
办，内蒙古艺术学院协办的

“盛世中华 诗意北疆——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024 新春诗会”，由“梦想
中国”“伟大征程”“时代放
歌”“同心守望”“逐梦远航”
5 个篇章组成，通过朗诵、
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全
景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
生以来的百年历史，诗意地
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举世瞩
目的丰功伟绩。

一首诗朗诵《梦想照
亮中国》拉开新春诗会的
序幕。“梦想照亮中国。照
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
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
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
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
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
活。”《梦想照亮中国》让人
们联想到，中国正在发生
前所未有的变化。看，世
界十大港口 7 个在中国；
看，我们的高速公路纵横神
州大地；看，我们的“复兴
号”动车组正风驰电掣……
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唤起
人们共同的情感，给人们以
奋进的力量。

“伟大征程”篇章由《百
年钟声》《人民万岁》《以二
十条河流 二十座山峰的名
义，致敬》《红城 1947》4首
诗朗诵组成。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
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百年钟声》回首了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小的红
船成长为如今的巍巍巨轮，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
赞美之情。

诗朗诵《人民万岁》是一首歌颂伟大领袖毛主
席一生的诗作，作品通过“径直走上天安门城楼、大
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很现实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很
浪漫地走上天安门城楼”等形象语言，再现了在伟
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当
家作主人、开启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以二十条
河流 二十座山峰的名义，致敬》运用“嘉兴南湖、湘
江、金沙江、大渡河、黄河、长江、井冈山、岷山、乌蒙
山、祁连山、宝塔山、大别山……”等空间具象化的
叙事手法，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敬意。诗朗
诵《红城 1947》讲述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
诞生地——乌兰浩特市，从“王爷庙”到“红色之城”
的变迁故事。

“时代放歌”篇章由《祖国》《父母之河》《那舞动
的红》《坐上高铁 去看青春的中国》4首诗朗诵组
成。爱国是一种坚定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振兴中
华的责任。《祖国》通过诗意的语言演绎，表达了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父母之河》从“爷爷、母亲、我”3
位人物出发，运用象征的手法，刻画了母亲河——
黄河的形象和气势。《那舞动的红》演绎了乌兰牧骑

“无私奉献、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良
传统，彰显了乌兰牧骑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和
时代价值。

“同心守望”篇章由《额吉的味道》《喷薄的炉
台》《界碑》《我是一艘船》4首诗朗诵组成。《额吉的
味道》真情呈现了“草原母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养育南方孤儿的人间大爱。《喷薄的炉台》讲述了全
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包钢的故事，谱写了各民
族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乐章。有国才有
家，没有边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界碑》歌
颂了戍边英雄“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爱岗敬业精
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
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
的重托，民族的希望。”《我是一艘船》生动描绘了百
年红船的丰富内涵，礼赞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自由、追求民主富强、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一路走来，我们穿越革命、建设、改革的激
流。每一次波涛翻滚都足以铭记史册。我们坚定
信仰、信念、信心，每一个高光瞬间都书写着神州大
地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每一次胜利都是一首永不
懈怠的奋斗之歌。”诗朗诵《再唱赞歌给党听》讲述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艰辛道路以及那些刻
骨铭心的岁月，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整场新春诗会在歌曲《逐梦远航》的优美旋律
中落下帷幕，“春天来了，那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
希望和重托，再次回响起历史的涛声，绽放出时代
和自信的光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虽然统摄于“美丽中国”系列丛书这一同
题写作的统一框架之中，5本诗集其内在所呈
现出的风格却各有所长、气象万千，各自的特
点迥异粲然，有自己鲜明的文学气质与作为诗
人的独特表达，避免了如今刊物诗歌常见的同
质化危机，诗歌的气质气息与风格都极具辨识
度，这也是一位诗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立锥》——
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陌生

众所周知的陌生化，是能够进入文学史的
经典诗歌的常见特质，也是一项需要夜以继
日、体察入微地捕捉、刻苦敏感与天赋缺一不
可的技艺，想来这也是陌生化理论人所共知、
能够真正达到陌生化水准的诗歌却向来寥寥
的原因之一。

杨碧薇诗集《立锥》是寥寥中的一个，《立
锥》非常自觉地践行了陌生化理论，在熟悉的
日常生活中发现陌生，因此诗行间新见迭出、
从不落于窠臼，如我们会惯性地运用米、公
里、方圆等物理距离来形容一处地方的小、或
者耳熟能详的“这世界真小，我们又遇见了”，
但《立锥》跳出了这些陈词滥调，《永和》是这
样描画一座小城的小，“果真一座小城/小得
我想一个人的时候，从城南走到城北/走过永
红大桥再回来/还没把他的侧颜想够”。诗中
用思念一个人的心理时间，来丈量物理距离
上的小城之小，此时小城大小与否已经不再
重要，而是小城的小衬托出了思念的悠久绵
长。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心理辩证法，其实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数次经历过的瞬间感
受，只是下一个瞬间我们便遗忘了，像时间长
河中的许多事情一样遗忘了，以至成为了我
们遗失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陌生。好在
《永和》将它从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打捞了上
来，指给我们看，让我们重新体会到生命日复
一日背后一逝而过的诗意的瞬间，重新认识
生活本身。还有大多数人想象一棵树通常是
碧绿了事，风中的树则是枝条随风划动，《大

辛庄甲骨文秘史》却看到了细微处，“微风把
高高低低的树叶翻出两种颜色”，同一片树叶
的正面和背面颜色深浅是不一样的，当微风
吹拂时，树的颜色便会在两种颜色中起伏变
化。每当读杨碧薇的诗，我们便想起生命曾
经疏忽遗忘了太多的事。

另外，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会将诗集中最得
意的一首诗的名字命名为整本诗集的名字，但
《立锥》诗集中并无一诗名为《立锥》，为何书名
会取作《立锥》？思索再三，或许这正是诗人对
于大与小的辩证思考，美丽中国何其之大，
960万平方千米从南到北山川异域、从异乡到
异乡，但中国对于诗人而言又非常小，小到最
终回到一方小镇的立锥之地。

《山水宴》——
将诗意的空间留给无限的想象力

我之前从未读到孤城的诗作，《山水宴》是
我读到的第一本孤城诗集，令人拍案叫绝，并
决定以后持续追踪这位诗人的创作。

我为何如此喜爱《山水宴》，想来重要原因
之一是孤城的诗歌会非常有意识地不讲透，比
如《剩下来的时光，我打算这样度过》写到“书
脊砸疼脚背/牵旧伤/怀想一次, 就将那竿洞
箫默默/擦拭一遍”，书脊砸疼脚背，牵动了往
日的旧伤，往日何故受伤？作者没有写，只是
写怀想一次，便将那竿洞箫默默擦拭一遍，怀
想什么？作者也没有写。但通过默默擦拭洞
箫的动作，无声地告诉了我们怀想的旧事、怀
想的故人与那竿洞箫有关，与旧伤有关，而“默
默”一词暗示了这件旧事是悲哀心折、思之怆
然的，“我”才会如此沉默寂然。也正是因为前
半生的风雨旧事，剩下来的时光，“我”才打算
这样在山水之间避开尘世、闻梅望月观竹隐居
度过。读者能透过题目、透过字里行间，隐约
察觉到这背后有一段沉静如海、关于伤痛的旧
事，但诗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故事讲透，将诗
意的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力，从而将诗行
的有限空间拓展为了无限空间。

《雨与语》——

字里行间的诗意从未缺席

《雨与语》虽然被归为口语诗行列，但字里
行间的诗意从未缺席。

能进入文学史的口语诗，如《有关大雁塔》
《尚义街六号》《读弗洛斯特》等往往具有极强
的诗意，以及为诞生这种口语形式的诗意而精
心打造的设计组织，并非随意地轻松写就，而
是苦心经营出来、有意锤炼出来的平淡而近自
然，《雨与语》也是如此。毕竟能够成其为诗的
口语诗，不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再现，而
是要对生活本身与诗歌这一艺术文体有所提
炼升华与崭新思考。恰似波德莱尔这位发达
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漫游巴黎一般，城市
漫游者麦豆在贫穷与富有共存的南京城里两
手空空地游荡，他看见人世间辛苦劳作着的芸
芸众生，也看见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与情趣。

《暴雨和绵羊》——
以独到的、直抵本质的目光打量世间万物

我想安琪之所以被称作“先锋诗人”，很重
要的原因在于她对于这个世界有不同于他人
的独特理解与认识，即使在这本相对温和柔顺
的《暴雨与绵羊》，安琪打量世间万物的目光也
始终是独到的、直抵本质的。比如《登鹳雀楼，
愧对王之涣》一诗：“与其说你想登鹳雀楼/不
如说你身上的王之涣想登鹳雀楼/每一个中国
人/身上都居住着一个王之涣/当然还有其他/
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运城/到了永济/都想去登
鹳雀楼/与其说你登的是鹳雀楼/不如说你登
的是王之涣楼/每一座被诗歌之光照耀过的
楼/都永垂不朽/都亘古长存……”

游人盼望登鹳雀楼的意愿并非出于游人自
身，而是游人身上所留下的前人王之涣的影响，
因为每一位从小读过王之涣千古诗篇《登鹳雀
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的中国人身上从此都留下了王之涣
的印记。而鹳雀楼也因为《登鹳雀楼》从此不再

仅仅是它本身，也是与诗人王之涣紧密联系的
共同体。随着《登鹳雀楼》的千古流传代代吟
诵，鹳雀楼永远活在了诗歌《登鹳雀楼》中，鹳雀
楼在诗中永生，在诗中永垂不朽，亘古长存。

在安琪别出心裁的视角中，鹳雀楼并非因
鹳雀而得名，而是倘无此楼，则鹳雀何处可栖
息；鹳雀楼与王之涣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是王之
涣的诗成就了鹳雀楼的千古不朽，鹳雀楼也用
自己的山川气魄成就了王之涣的慷慨有大略、
倜傥有异才，也让后世诗人以楼为鉴照见了自
己应有的谦卑。

《老街口》——
在熟稔感与陌生感之间寻找诗意的平衡

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是关于“我”走进
西域探访百年藏庄塔加村的所见所闻所感，行
走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关于探寻的主题引导诗
篇前行。这一探寻似乎是在唤醒一种似曾相
识感，这种似曾相识感是模糊的隐约的，是在
熟稔感与陌生感之间寻找一个诗意的平衡。

当王勃在滕王阁上挥笔写就《滕王阁序》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
从此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滕王阁，而是被赋予了
特殊历史文化含义的新名词，诗人们用诗篇书
写山川的同时也是在为山川重新命名。张继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
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于
寒山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于阳关、李白《独坐敬
亭山》“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之于敬亭山
皆是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期待“美丽中国”的诗人们用自己的文字，
为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以
诗为证，为岁月山河重新命名。

千 般 风 景千 般 风 景 ，，万 种 书 写万 种 书 写
——评《美丽中国》诗系

◎郑世琳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推出的
以乌兰牧骑为题材的音乐剧《你若繁星》，是乌兰
牧骑对自身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思考，体现了

“跳出自己看自己”的一种文化自觉。
《你若繁星》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一条主线

展开的，即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乌兰牧骑能否
留得住人才？当作品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时，清爽
的精气神、质朴的服化道，以及作品展现的正确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深刻的哲理性与现实针对
性，令人感动、深思、醒悟。

开场伊始，规定情境是21世纪某年，一支乌
兰牧骑正在祖国北疆边防线巡演。演出结束，画
外音响了起来：“妈妈，这次我的生日你又不在我
身边”“别惦记我和你妈，好好给咱农牧民演出
……”“啥时候回来？咱爸好多了，明天就可以出
院了”“老婆，吃饭了吗？你们走到哪儿了？”亲人
们的问候，反映出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
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辛劳与热忱。

背景音乐和语音交响淡化，一束追光聚焦
于被大家称为“台柱子”的独唱演员塔娜，她也在
听手机语音。由此，观众立刻抓住了戏剧冲突的
主线——“恭喜啊！我们公司的几位总监都特别
看好你，今后5年要重点打造你，还专门为你量
身定做了‘造星计划’。你赶紧回来，把合同一
签，就是我公司正式的签约艺人了。”听闻此讯，
塔娜会怎样反映？

华莱士·马丁指出：“叙事视角创造了兴趣、
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于是，剧情的视角直
击塔娜内心。“名与利”的天平，在挑战乌兰牧骑
队员的责任。何去何从？塔娜非常矛盾。

每个人，都有三种“人生”，即表面人生、私下
人生、隐秘人生。歌唱演员，是塔娜的表面人生；
到演艺公司应聘，是私下人生；放弃乌兰牧骑的
工作，就是为了成名成家、名利双收，是她设计的

“隐秘人生”。塔娜内心的矛盾冲突是激烈的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该如何选择这
道难解的选题？一边是国际舞台的明星梦，一边
是难以割舍的乡土情；一边是千载难逢的好机

遇，一边是青春年华滚烫的记忆……”虽然塔娜
的歌声形成了大音程跳跃的旋律线，但此刻她的
内心独白显然具有倾向性。“乡土情”和“青春记
忆”人人都有，国际舞台上的明星和千载难逢的
机遇却实在难得。由此，情怀与私利的天平，一
边倒地倾斜了，她还是想离开乌兰牧骑。

这个桥段，像X光，透视出当前职场上多少
追名逐利的“隐秘人生”。

《你若繁星》用LED屏还原了祖国北疆“天
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彰显了乌兰牧骑队员洋溢
着的青春气息；在合唱、舞蹈、对白中塑造了多个
人物形象，有天真无邪的新队员蕾蕾、慈爱善良
的老队员斯琴……这一切还原了乌兰牧骑下基
层的“本来样子”。

乌兰牧骑到偏远的牧区、林区和边境线演
出，有时观众很少，甚至只有一个人。主创人员
借助这一事实，既塑造了守卫边防的士官形象，
还塑造了放弃城市生活、陪着丈夫守边关的夏
宇这一形象。她开朗豁达，深明大义。由此，观
众会联想到一句话“你守边关，我守你。”其歌颂
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伟大的家国情怀。没有铁
壁铜墙的边防，不会有岁月静好的家庭。夏宇
不是主角，却象征着“90后”年轻人心中博大的
家国情怀。

纵观全剧，情节发展的节律令人舒畅，既有

张弛有度、载歌载舞的故事，又有边防老民兵庄
谐相随的风趣表演，还有老中青三代队员悲喜兼
具的对唱、重唱、轮唱、合唱。

在规定情境中，斯琴视塔娜为接班人，蕾蕾
又视塔娜为榜样，使欲“跳槽”的塔娜有口难
言。孰料，就在塔娜陷于“走与不走”的纠结之
时，队长竟松口了：“10年的相处我了解你的付
出、你的情谊，更大的舞台在等着你，你的选择
很实际……”这是非常真实的思想节点，关涉到
两难选择的哲学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
权取其轻。那么，对于塔娜和乌兰牧骑事业的
发展而言，“利”“害”是一致的吗？

剧中获得掌声最多的是有“43年6个月零8
天”工龄的斯琴。可塔娜似乎瞧不起她：“你两鬓
斑白多少唏嘘……光阴老去，你还在原地。”唱词
很短，很伤人心。尤其是“唏嘘”和“你还在原
地”，触碰到多少人一言难尽的心理：追忆、留恋；
成果、叹息；思索、感慨；遗憾、悲郁……可斯琴却
自豪地进行了反击：“你是曾经的我，我那时也是
明星。十里八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我们演到哪，
他们骑着马跟到哪。”是啊，今天，大家深切怀念
的歌唱家拉苏荣和作曲家图力古尔，都是乌兰牧
骑队员，是“一点一滴的平凡，成就的伟大”。

因而，第三幕，在没有旋律的静默中，斯琴面
对塔娜，一字一顿的台词语重心长：“我——要谢

幕了。你们才是
乌兰牧骑的未来
——答应我，要
让这面旗帜永远
地飘扬起来。”即
刻全场响起了掌
声。这并非是送
给台词的，而是
奉献给无数平凡
的斯琴和平凡人
的尊严的。

其实，为人
民服务就是为广

大的平凡人服务，如果瞧不起平凡人，怎能尽心
竭力为人民服务。

从塔娜的性格看，她是一位善良的姑娘，业
务精进，诚意待人，尤其是对待观众，更加用情用
心。如果说斯琴的骄傲刺激了她，那么，边防战
士李波的牺牲，对她的冲击则更大——舞台上纱
幕降落，如蒙太奇，“闪回”到几年前乌兰牧骑到
军营慰问时迷路的遭遇。大雪漫山，他们不知所
措，李波及时赶到了。虽素昧平生，李波却给塔
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多么想再为这个可爱可
敬的小兄弟演唱一次《草原的星空》啊，可是……

意境，是文艺创作永远的追求；哲思，是文艺
作品不朽的价值。就在塔娜期盼见到李波时，噩
耗传来。此刻，舞台上一盏盏彩灯渐渐下落，有层
次地闪烁着，犹如星辰。身着白纱裙的演员们在
星光中翩翩起舞，使现实主义的情节，体现出浪漫
主义的唯美：情景交融，虚实结合，耐人寻味。

继而，乌兰牧骑演员缓缓入场，与舞者交互
共情。繁星，是象征，是用有限形象在揭示无限
的情怀。布满天空的繁星，像极了乌兰牧骑队
员，在祖国的北疆大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
有他们歌舞的身影。同时，繁星也像极了边防
战士，只要是边境国界，就有他们界碑一般伫立
的营房……此刻，塔娜的去留似乎已经不重要，
因为剧作还有一个重要诉求，即乌兰牧骑后继
有人。

从扮演蕾蕾的演员到舞台设计的团队，从
扮演队长的演员到群舞的团队，都呈现出强大的
艺术活力。他们的风格像一幅充满青春力量的

“素描”，不遗余力，积极热情，真实质朴。因为乌
兰牧骑是时代的担当，要为人民“送欢乐、送文
明，传递党的关怀和声音。”乌兰牧骑要出精品，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创作原则。乌兰牧
骑还是人民艺术家的摇篮，红色文艺基因要在这
里代代传承。

无疑，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觉。当这部“跳
出自己看自己”的剧作闪亮登场之时，就是乌兰
牧骑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日。

跳 出 自 己 看 自 己
——评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原创音乐剧《你若繁星》

◎◎李树榕李树榕

在
诗
歌
中
聆
听
时
代
之
声

◎
张
瑞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