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文艺评论
执行主编：于海东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邮箱：nmrbwypl@163.com

文艺
评论

那是在内蒙古百花盛开的季节，吴
斯日古楞从海滨城市大连回到家乡休
假，经朋友介绍，我与他在科尔沁相识
了。因为爱好与兴趣，话题谈得最多的
就是书画艺术。吴斯日古楞的厚道、直
爽、真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吴斯日古楞，1949年出生在科尔
沁草原，自幼挚爱艺术。当年他从家乡
的乌兰牧骑被招参军入伍，40余年军
旅生涯与艺术探索，使他在书法、绘画、
雕塑、根艺、音乐、舞蹈等多个领域都有
所成就，特别是在书画艺术上
别有建树。吴斯日古楞的书法
创作独具特色，用流动线条和
严谨的章法，创造出东方神韵
之美。书法功力融入艺术之
美，笔墨情趣融合一体，其书法

艺术创作被中央美术学院钱绍武教授
称赞为：“别有天地非人间”，指其书画
艺术造诣已臻别有洞天的艺术境界。

在大写意绘画艺术创作上，吴斯日
古楞师从著名大写意画家贾浩义。他
的写意草原作品，每一幅都抒怀内蒙古
独特风情，每一幅都用心用情去创作完
成。他把对家乡之爱、对家乡之情，深
深地融入绘画笔墨之中，用浓缩的绘画
语言，折射内在的心灵大美，那是一种
入心的境界。品吴斯日古楞的每一幅

画，都有一种震撼之感，那是
草原的辽阔，是内蒙古人民
的奔放与豪迈，是天地间的
雄浑与磅礴，显现出“容天地
于我心，顺天地而行事”的不
凡境界。其书画作品多次获

得全国、全军大奖。
吴斯日古楞，是科尔沁草原走出去

的骄子，内蒙古是他成长的摇篮。宽广
无垠的草原，是他放歌的天空；悠扬的
马头琴声，是他萦绕心灵深处的记忆。
在“艺展中国”推介吴斯日古楞书画作
品展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知
道，那俯视大地的山峰、叮咚唱歌的泉
水、翩翩舞动的大树，都有永恒的生命，
都有令人敬畏的灵魂……他把自己置
身于大自然中，敬畏自然，呵护自然
……让大自然永不打盹，让烈马永远狂
奔，让马头琴声永远高亢。”这段话的真
实写照，足以反映出吴斯日古楞艺术根
脉之所在。

从戎 40多年，作为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的教授，吴斯日古楞潜心教学研
究，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多次受到各
级表彰。从院校师职教授岗位退休后，
吴斯日古楞对艺术的追求更为执著，他
南下山东荣城市，亲自设计并建造了山
东“荣城民俗馆”。为了这座民俗馆的
建设，他费尽心血，历时近3年时间，走
遍了全国各地，为民俗馆收集展品
5000多件，一个人在民俗馆的山上住
了近2年。淡泊名利的吴斯日古楞，完
成这样一个“大作品”后，却分文未取，
这是其从艺之路的点睛之笔。

离开家乡几十年，他一直挂念着家
乡，每每回到家乡科尔沁，回到养育自
己的故乡达尔罕大地，他就深深地被乡
情融化。前几年，家乡在城区公园里打
造一处党建广场，他精心设计，费尽心
思，从石材选料，到小品雕刻，倾入了大
量心血，力求做得精美极致，不负家乡
人的信任，终于把一个集红色传承与党
性教育为一体的党建广场，呈现在家乡
人面前。这种对家乡的支持与大爱，让
我和所有认识吴斯日古楞的人都深深
感动与敬佩。

风从草原来，吴斯日古楞的根在内
蒙古。科尔沁，是吴斯日古楞永远的故
园，是其艺术创作的根脉。在他心中，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一草一木
皆有情。虽然吴斯日古楞离开家乡几
十年了，但其一直心在家乡，艺术创作
之魂在家乡。草原飞奔的骏马，悠扬的
马头琴声，纯朴的民风民情，是吴斯日
古楞艺术创作不竭的力量之源。

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翰墨之风扑
面而来，在吴斯日古楞的笔下，动与静、
天与地、笔与墨……万物融合，他的每一
幅书画作品，都是一阙壮美的艺术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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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繁
花》经历了10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
长等待，终于在2023年末“千呼万唤始
出来”。播映不久就引起了始料未及的
轰动效应，街头巷尾热议纷纷，成为跨
年度的现象级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小
说。2013年小说《繁花》刚一出版，
金宇澄就送给我一本，当时我非常认
真地读完了，并与作家对话于长宁图
书馆举办的《繁花》分享会。金宇澄
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的
小说一直是非常有语言特点的。就
此小说来说，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沪语
思维——用上海人的思维方式，用上
海人看生活和社会的眼光，在文字上
用“沪普”写作，严格来讲，《繁花》并不
是纯正的上海方言小说。文中多次出
现的“不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
为上海人一般会用“勿响”。所以金宇
澄一开始就讲明，希望北方读者不要
因为语言隔阂而产生阅读的障碍。因
此，他规避了许多上海方言语汇，譬如
最常用的第二人称的“伊”。最重要的
是，金宇澄对于语言的节奏感把握得
很好，他吸收了很多评弹、评话的说表
艺术。有了这样一些语言节奏和语言
方式，《繁花》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韵
味。它的被改编是必然的。

文学原著的改编有两种。一种
是忠实型改编。如话剧《繁花》。其改
编忠实于原作风格，保留原著人物关
系和情节走向，犹如足球防守中人盯
人形影不离的贴身紧逼，呈现出一种
与原著轴对称的美感。另一种是创造
型改编。这是一种充满挑战和不可预
知风险的艺术投资。作为驰骋世界影
坛的一代名导，王家卫显然不甘于亦
步亦趋的被动改编。难得的是，剧集
的改编是作家与导演的“共谋”。作家
说，原著交给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
生命，这也是剧集《繁花》创作的一段
关于艺术家彼此默契信任的佳话。

现在的剧集《繁花》和原著小说
是平行世界，是彼此呼应的复调，而不
是你唱我和的和声，是一种从王家卫
《花样年华》出发的解读。那种陈逸飞
油画般精致的画面，光影色彩的华丽
对比，一反小说白描的市井画风格。
第一集开始不久，西装笔挺、器宇轩昂
的由胡歌出演的阿宝，在爷叔的点拨
下，出现在灯光幽暗暧昧的和平饭店
套房，就带着鲜明的王家卫记号。那
些读者熟悉的人物、故事全然“陌生
化”，令小说《繁花》的荧屏呈现产生了
剧集带给观众的独有的惊讶与喜悦。

几乎所有沉浸于小说《繁花》的
读者，都会被书中1000多个“不响”迷
得神魂颠倒。“不响”使小说像个神秘
客：来自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平
头百姓，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
约而同做着“闷声不响发大财”的上海
梦、中国梦，也让小说作为语言艺术，
用充满想象的语言揭示出人物心理的
巨大能量。但剧集不是当年游本昌演
的“哑剧”，而且小说无处不在的“不
响”赋能导演，给了他填满“不响”空白
的灵感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站在时代
的大潮中大开大合地完成《繁花》“不
响”的填充题。

从小说的“不响”到剧集的不得
不“响”，剧集《繁花》犹如黄钟大吕地

“响”了起来。
剧集“响”在时代的加

持。小说中的时代是藏而不
露的潜流，不显山不显水地浸
泡着生活和人物。剧集中的
时代则按捺不住地急切地破

门而出。认购证、股
票、股市开锣，黄河路
美食街上的霓虹闪烁
……上世纪 90 年代
初，上海开始经济腾飞
的画面让人血脉偾
张。王家卫导演表示：

“一无所有的阿宝，如
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
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
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
加持。”为了“响”起来，
王家卫先做减法，把小
说中阿宝、沪生、小毛
的三驾马车，变成了阿
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
多童年交往的故事，把
时间线集中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然后做加
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地

“响”起来。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最
早开启了中国梦的序
幕，从股票认购证到证
券交易所成立，以及之
后的房地产开发，直至
今天的国际化大都
市。所以阿宝从某种
意义上说就是九十年
代上海人重新唤起梦
想的一个符码和代表，
而上海就是阿宝整个
人生发展的大平台。

历尽人间沧桑老
谋深算的爷叔，以“教

父”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中，他点
铁成金，让阿宝举债借钱住进和平饭
店自己当年享用过辉煌的豪华套房，
带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上海版味
道。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的故事有
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着上世纪九十
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上海之
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其它地
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
食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
路貌不惊人的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
市井世态人情。时代加持的涟漪在这
里泛起。电视剧《繁花》以王家卫的艺
术叙事方式和精致讲究的电影拍摄手
法，展现了一个风起云涌、极具质感的
真实时代，同时又细针密线地勾勒了
阿宝和他同时代人在时代大潮裹挟中
命运的跌宕起伏。在阿宝身上，我们
可以看到“人性成长和发育的过程”。
电视剧没有向观众讲述阿宝、沪生和
小毛在小时候和年轻时的故事，但是
电视剧也有和小说相对应的大结局，
宝总最后退出股票市场，离开和平饭
店。我们可以预见，宝总重新站在阿
宝的起点上，开始谋划人生和事业新
的长征、新的奔跑和新的起飞。

剧集《繁花》还“响”在集中了一批
影视界最活跃的上海儿女。从文字到
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游本昌
……叽叽喳喳，打开沪语版，荧屏响彻
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演员痛痛
快快在表演中过足了讲上海话的瘾。
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虎，几
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
色。从马伊琍这个夜东京老板娘的眉
飞色舞间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享
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
的盖茨比》的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
着一股温暖的现实主义温情。被撞的
阿宝明知肇事者是谁，却装作不知。
电视剧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
上海底层市民在时代大潮中相濡以
沫、担当而宽容。同样，阿宝有难，玲
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所言，旧人
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
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
海人的善与美。

电视剧《繁花》也留给我们许多
创作思考。第一，给作为改革开放排
头兵、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注入了一股
精气神，强化了让人振奋的文化符
号。2024年，我们期待从昨天的崛起
汲取精神的动力。第二，电视剧《繁
花》以其飓风般的边际效应，给上海经
济注入了一股来自文化的新活力。第
三，《繁花》在中国的南北观众当中形
成了热议，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可
以断言，在海外的华人观众当中，《繁
花》也会掀起波澜。一部作品最怕的
是没有任何反响，推出之后既没有肯
定，也没有批评。第四，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繁花》已经溢出了文艺界和文
化界，派生出了全社会关注的诸多热

点，跟着《繁花》看石库门、游
黄河路、解读上海话，吃宝总
泡饭、排骨年糕，领悟爷叔的
人生说教……这是很难得
的。我们需要《繁花》，并期待
《繁花》过后的满树繁花似锦。

内蒙古拥有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与
悠久的历史文化，这里的人们在漫长的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内涵丰富
的独特文化与绚丽多姿的艺术，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北疆文化体系。内蒙古杂技
艺术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鲜
明特色为世人瞩目。

新中国成立 70年余来，在党的“双
百”方针和“二为”方针指引下，内蒙古
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批卓
然有成的艺术家和具有广泛影响的艺
术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是内蒙古当代
艺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文
艺界思想解放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内蒙古杂技艺术的发
展日新月异。尤其是改革开放 40余年
来，是内蒙古杂技艺术大变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 40余年。内蒙古的杂技艺术
已由过去相对封闭的传统阶段，发展到
了全新开放的现代化阶段，过去形式相
对单一的传统节目，也逐渐向综合性与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等方面过渡。
近些年，大型“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
等艺术形式不断登台亮相，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内蒙古杂技艺术多样化的审美
追求。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内蒙古杂技在
创作理念、题材开掘与创作方法等方面，
较之以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譬
如，在创作理念方面，艺术家们广采博
取、吸纳新的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运用
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在创作题材方面，由
以往较多局限的单一化，走向更为宽泛
的多元多样化，内蒙古大地上的自然风
物、时代精神、人文风采等元素，通过作
品都有较好的呈现；在创作方法方面，求
新求变已逐渐成为大多数艺术家们的艺
术自觉。这个时期的内蒙古杂技艺术家
们创作热情高涨、大胆探索，在原有传统
节目的基础上，不断出新，创作编排了一
些时代特征鲜明、具有自觉美学追求、为
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改革开
放后迄今的内蒙古杂技艺术，是一个前
所未有的发展变革期，其作品无论质量
还是数量，以及影响力都是可圈可点
的。内蒙古杂技作为祖国杂技百花园中
的一朵奇葩，越来越引起杂技界的广泛
关注。

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演的杂技
节目，是内蒙古自治区杂技艺术创新发
展的一个缩影。该杂技团成立 60多年

来，经过几代杂技艺术工作者的
耕耘，将内蒙古杂技深深扎根人
民中间，他们的演出足迹遍布祖
国大江南北和6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承杂技
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积极贡献。

出人才、出精品一直是内蒙古杂技
界的不懈追求。内蒙古杂技传统节目
《踢碗》，从4人到 5人再到 6人，随着参
演人数的增加，花样不断翻新，难度越来
越高，观赏性越来越强。其中《四人踢
碗》荣获第十三届法国巴黎“明日”世界
杂技节金奖；《五人踢碗》荣获第六届全
国“金狮奖”杂技比赛金奖、意大利第二
十三届国际金色马戏节金奖等国内外
15项大奖；《六人踢碗》获俄罗斯第十二
届乌德穆尔特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熊
奖”。如今，《踢碗》节目已成为内蒙古杂
技极具地域特色的精品，其表演艺术与
技巧难度堪称一流。飞旋的银碗、精美
的服饰、悠扬的长调、马头琴音乐构成了
一幅意境深远、广袤辽阔的内蒙古画
卷。节目重点突出行进变化中的组合对
传、对接、对踢、连传、连接、连踢等高难
动作，如丁字踢、交叉踢、链式后踢、四角
定位踢、转圈踢接、扇形连踢等。单人经
典技巧有：5个碗同时连踢连接、1人连
接 28个碗等，令人百看不厌，每次演出
都给人震憾的感受和体验。

《套马杆》由中国传统杂技节目《钻

圈》改编而成，将传统道具改
成牧民手中的套马杆，演员们
技艺超群，犹如驰骋草原的骏
马。该节目中杂技演员不仅
要跳得高，还要表演各种造型
和技巧，最后演员从套马杆中

飞腾而过，观众赞誉这个节目是“向地球
引力挑战的艺术”。

集体多人配合的杂技节目《搏克勇
士》，需要演员之间团结协作，高度默
契。节目中有很多高难度抛接人体、叠
罗汉、相互托举等动作，既需要扎实的基
本功，又需要充沛体能。编排上结合蒙
古式摔跤的形式，配以雄劲有力的音乐，
展示了男儿“三艺”中搏克手们的豪迈气
概，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节目。

随着各地“杂技剧热”的兴起，内蒙
古的杂技艺术家们不甘居后，精心编排
优秀杂技节目。极富民族风情的杂技剧
《鸿雁》，获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
舞台剧资助项目；国内首创大型马舞剧
《千古马颂》，获第八届“中国旅游投资艾
蒂亚奖”中国最佳旅游演艺项目奖、国家
艺术基金2015年度跨界融合资助项目、
2017年度马背杂技艺术人才培养资助
项目；2022 年原创现实题材杂技剧《美
好生活》成功首演，作为内蒙古杂技的又
一成功案例，《美好生活》无论在创作理
念，还是在编排形式上都堪称为“创造性
转变、创新性发展”的剧目。概而言之呈
现以下创意和亮点：

一、以开放的态度吸纳了艺术创作
领域的各类资源。对该剧实行“揭榜挂
帅”机制，体现了内蒙古艺术剧院要彻底
解决艺术创作中面临的真需求、真问题
的决心，从源头上给有心揭榜的艺术创
作者树立了攻关目标。

二、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人才。英雄
不论出身，艺术没有疆界，破除了体制壁
垒，形成了谁有能力谁来干的生动局
面，树立起“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创作
理念，严格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激发了国
有文艺院团内生动力。

三、试行了创新项目管理模式的新
举措。舞台艺术创作领域实行有效机制
举措，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实现
舞台艺术核心创意的突破创新，提高艺
术创作链的整体效能。

四、健全了舞台艺术创作生产机制，
巩固国有文艺院团主导地位。运用“揭
榜挂帅”机制，健全舞台艺术创作生产机
制，可有效激活舞台艺术创作人员内生
动力，大幅提升创演质量、管理水平、服
务效能，巩固和发挥国有文艺院团舞台
艺术创作生产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内蒙古杂
技也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杂
技艺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技艺并
重”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技”与“艺”二
者的关系；在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地
整合地域资源、发挥地域优势，以及对本
区域杂技艺术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梳理
等问题。

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都不是
孤立与封闭的。各艺术门类之间正在
打破边界，相互包容与整合，未来的艺
术世界正朝着开放多元的方向迅速发
展。这是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现代杂技艺术发展的必然指向，国内
外许多成功的例子都无可置疑地证明
了这一点。因此，包容与鼓励一切有益
于内蒙古杂技艺术发展的探索与尝试，
技艺并重、博采众长，真正做到传统与现
代相融出新、创作与理论并驾齐驱，是内
蒙古杂技界的追求方向。只有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更好地构
筑内蒙杂技精神，体现内蒙杂技价值，展
示内蒙杂技魅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内蒙
古杂技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真正成为一门具时代气息，融“难、险、
奇、美、意”于一体的独具内蒙特色与北
疆气派的艺术。

内蒙古代表性杂技节目的继承与创新内蒙古代表性杂技节目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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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