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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由赤峰市委宣传部、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
组织策划，赤峰市艺术剧院（赤峰市乌兰牧骑）
创作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对夹》，作为一部融
合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力作，通过巧妙的历
史背景设定与“兴盛隆对夹铺”的场景再现，成
功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以抗日战争时期日
寇统治下的赤峰哈达街为故事背景地，以“兴
盛隆对夹铺”为主要场景展开。该剧讲述了赤
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起抗争和“兴
盛隆对夹”发展传承的曲折历程，塑造了以国
高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哈达街
老字号“兴盛隆对夹”掌柜、京剧戏班艺人、民
间皮影艺人、剪纸艺人等各界赤峰民众的舞台
艺术形象，充分展现了赤峰地区人民“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跨越时空的文化画卷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的创作，源于对红色
文化与非遗传承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融合。这
部作品不仅展示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还巧
妙地将非遗元素融入其中，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觉与听觉的文化盛宴。红色文化，作为中国
特有的文化遗产，承载着革命历史和民族精
神，而非遗则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两者在该剧中实现完美结合。

该剧的创作背景深深植根于中国丰富的
历史文化土壤。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
艺术创作。与此同时，非遗作为人类文明的瑰
宝，也急需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传承。该剧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艺术形式，让
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唤起
观众对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与尊重。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构思精巧，编剧王秀
琴、杨红村两位老师历时6年，深入挖掘历史
本源，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构建了紧
凑且富有张力的剧情框架。通过对历史背景
的精准把握，成功地将观众带入到那个特定的
时代氛围中。

“兴盛隆对夹铺”作为核心场景，不仅承载
了剧情的发展，更是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重
要象征。编剧通过细致入微的场景描写，将这
一历史悠久的铺面呈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仿
佛亲临那个时代的繁华与沧桑。在这一场景
中，剧中人物经历了各种跌宕起伏的命运变
迁，并在红色文化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革
命道路，彰显了红色文化的强大力量。

该剧通过“对夹”这一独特的美食制作技
艺的展示，让观众领略到了非遗文化的博大精
深。在剧中，对夹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与象征。编剧通过对夹制作过程
的详细描绘，以及相关人物性格的刻画，成功
地将非遗文化与剧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观众
在品评传统美食的同时，体会到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
该剧运用丰富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手

法，通过刻画不同角色在红色文化影响下的成
长与转变，以及他们在非遗传承方面的努力与
坚持，成功塑造了丰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让
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担任该剧艺术总监、导演的宋囯锋，是赤
峰走出去的著名话剧艺术家。几十年的创作
实践，让宋囯锋对家乡赤峰这部话剧有着更深
层次的理解和整体把握。该剧在舞台表演方
面做了精心设计，通过运用现代化的舞台技术
和表演手法，成功地再现了历史场景与人物风
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该
剧通过精巧的剧本构思和导演丰富的舞台经
验，以及演员的成功表演，展现了红色文化与
非遗传承的深刻主题，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
时，更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恢宏壮丽的人物群像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中各种角色的设置，
以其鲜明的性格特点和生动展现，为观众呈现
了一幅壮丽的人物画卷。

地下工作者作为剧中的核心角色之一，他
们以坚定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红色文
化的传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机智勇敢，
面对敌人的严密搜捕和残酷迫害，毫不畏惧，
巧妙地传递着重要情报，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他们的形象塑造不仅展现了红色文
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彰显了非遗传承中坚
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民族气节。

于广泉这一角色以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精湛的技艺，成为了剧
中非遗传承的代表人物。他作为

“兴盛隆对夹铺”的传承人，不仅继
承了祖辈的独门手艺，更在历史的
洪流中，坚守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执着。他的性格特点中透露出

的是对非遗文化的敬畏之心和传承之责，他的
每一次出场都让观众深刻感受到非遗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厚重底蕴。

香兰子这一角色为剧情增添了一抹亮
色。她机智聪慧、善良勇敢，是剧中地下工作
者的得力助手。在敌人面前，她毫不畏惧，巧
妙地掩护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在同伴面前，她
则是温柔的知心大姐姐，倾听他们的心声，给
予他们关怀与鼓励。香兰子的形象塑造不仅
丰富了剧情的层次感，也让观众在紧张的剧情
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美好。

这3个角色的刻画在剧中相互交织、相互
影响，共同构成了大型原创话剧《对夹》中红色
文化与非遗传承的主题表达。地下工作者的
英勇无畏、于广泉的坚守传承、香兰子的机智
善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表现都为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们的命运也与红色文化
和非遗传承紧密相连，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
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
重要性和价值所在。

该剧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情节和细
节描写，进一步丰富了这些角色的性格特点。
比如地下工作者在传递情报时巧妙利用“对
夹”作为暗号，展现了他们的机智；于广泉在制
作对夹时精湛的手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
心让人肃然起敬；香兰子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保护同伴的勇敢行为让人感动不已……这些
细节描写不仅增强了角色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红色文化与非遗
传承的魅力与力量。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除了地
下工作者、于广泉、香兰子等主要
角色外，赤峰各界民众的形象同样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图谱。这
些角色在剧中并非主角，但他们的
存在却为剧情增添了厚重的底色，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生动真实。

剧中赤峰民众形象各具特色，他们来自不
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有的
是勤劳朴实的市民，有的是精明能干的商人，
有的是热血青年，有的是坚守传统的老者……
这些角色通过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共
同展现了赤峰地区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
这些赤峰民众在剧中并非简单的背景板，而是
有着鲜活生命力和独特性格的个体。他们在
面对历史变迁和时代挑战时，或坚定、或迷茫、
或勇敢、或妥协，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
历史的进程。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影响着自身
的命运，更助推了剧情的发展。

该剧在人物群像构建过程中，通过生动的
对话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让观众深入走进这些
角色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情感变化。赤峰
民众形象的存在，丰富了剧情的层次感和观赏
性，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情感体验，诠释
着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在他们的身上，观众看到了赤峰地区人民
在历史长河中不屈不挠、奋发向前的精神风
貌，也感受到了非遗文化在代代相传中所蕴含
的智慧与情感。

该剧通过各具特色的赤峰民众形象的塑
造，呈现出一幅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更在深
层次上探讨了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时代意
义和价值所在，引导观众思考历史与现实、传
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文化元素的传承创新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中，文化元素的传承
与创新成为该剧一大亮点。该剧巧妙地将赤
峰方言、剪纸、皮影等非遗文化元素融入剧情，
深化了观众对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认知。

赤峰方言的运用，使得剧中人物更加鲜
活，地域特色得以凸显。观众在聆听台词的过
程中，能够感受到浓郁的赤峰风情，仿佛置身
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语言上的亲切
感，拉近了观众与剧作之间的距离，增强了观
演的沉浸感。

剪纸与皮影作为中国传统的非遗技艺，在
该剧得到精彩展现。剪纸艺术以其独特的镂
空效果，为舞台增添了别样的视觉层次；皮影
戏则通过光影的变幻，营造出神秘而富有诗意
的氛围。这些传统元素的加入，在无形中传递
着非遗文化的魅力。

该剧在传承非遗文化元素的同时，进行
了创新性的尝试。例如，通过现代舞台技术
的运用，剪纸与皮影被赋予了新的表现形式
和生命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保留
了非遗文化的精髓，又使其更加符合当代观
众的审美需求。

该剧在文化元素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做出
了积极探索和实践。通过赤峰方言、剪纸、皮
影等非遗文化元素的融入与创新表达，成功
地将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主题完美呈现，
引发了人们对宝贵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思考。

大型原创话剧《对夹》——

红色文化与非遗传红色文化与非遗传承的交相辉映承的交相辉映
◎李富

漫
谈
吕
剧
对
二
人
台
的
启
迪

漫
谈
吕
剧
对
二
人
台
的
启
迪

◎
郜
贵

郭
永
连

曾经以小戏《李二嫂改
嫁》一度令国人瞩目的吕
剧，起源于黄河入海口近处
的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可
谓 与 二 人 台“ 同 饮 黄 河
水”。《李二嫂改嫁》一炮打
响全国，令人见识到中华戏
曲大家庭中有一位稚嫩而
美丽的“少女”，风韵别致。

吕剧从业者孜孜以求、
自强不息、精益求精。他们
改革创新，善于学习其它剧
种之长，一鼓作气排演新
戏。先后将《苦菜花》《乡人
俚语》《军嫂》《潮涌黄河口》
等大量优秀剧目奉献出来，
为观众喜闻乐见，令同行刮
目相看，使吕剧在地方小戏
颇多的山东省脱颖而出，很
快成为山东省代表性的地
方戏曲剧种，成为全国八大
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仅数
十年时光，吕剧便从胶东半
岛西北部贫瘠的盐碱滩上
快速跃进，齐鲁大地上的吕
剧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生机勃勃，紧接着跨过几个
地方戏曲阻隔区域，向四面
八方辐射，将种子播撒向江
苏、河北、辽宁、吉林等地的
戏曲沃土，使吕剧发芽生根
开花结果。

吕剧的历史只不过百
年有余，二人台的经历虽曲
曲折折也行进了 200 年左
右。显而易见,将吕剧视为
涉世未深的小妹妹，将二人
台视为成熟世故的大姐姐，
理所当然，形象贴切，但是，
吕剧的成熟程度却不逊色，
显得亭亭玉立、风姿绰约。
二人台、吕剧的诞生与初期
的成长具有特别相似之处，
都是最初出自乞讨者之口，
都由民间小调逐步演绎而
成，都因倾诉社会底层的疾
苦而为劳苦大众青睐。二
者同样移植过一些传统大
戏，如吕剧的《哑女告状》
《端平桥》《拾玉镯》等，二人台的《茶瓶记》等，但都
没有一定的轰动效应，都没有为观众足够重视，可
见自然特长才算真本领。

吕剧与二人台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不言而
喻。吕剧“第一戏”《王小赶脚》剧情为：一位小媳妇
雇脚骑驴回娘家，与赶毛驴的小男孩一路上说笑逗
乐；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虽起初为小戏一折，
却能北跨涛涛黄河，巍巍长城，添枝加叶扩展为一
出连结晋北农村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原名归化
城）周边的大戏。传统的《走西口》戏虽小，却情感
丰富，内涵多元，堪称戏曲以小见大的典范。恩爱
夫妻的离别之情，缠缠绵绵，恋恋不舍；七尺男儿对
故土的留恋之情，真真切切，挚挚于怀；人类追求美
好生活不畏艰难远行的壮举，可歌可泣，催人奋
进。《走西口》舞台虽小，却背景广阔，有浊浪滔天的
黄河渡口，有盗匪出没的险要关隘，有恶狼成群的
草原，有庄稼长势喜人的塞上辽阔沃野……一场跨
度长达三四百年的走西口历史剧，促进了农耕文化
与游牧文化的相互交融，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融
合，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当然，走西口的漫长
道路上，不仅仅有精于耕种的农民，也有身怀技术
的能工巧匠，更有满腹经纶的教书先生……从幕前
的《走西口》向幕后逐渐联想延伸，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之所以出现现当代的繁荣昌盛，跟这段人类历史
罕见的西口之路的艰辛跋涉密不可分。

二人台的较久历史与先天条件远远超越吕剧，
而吕剧的勇于创新、蓬勃发展，对于二人台开辟革
新之路具有非凡启迪。吕剧善于同其他剧种取长
补短之优点十分突出，该剧种演出的一些剧目正是
移植模仿二人台的剧目。欣赏这些吕剧小戏，戏曲
表现方式的本土化异常巧妙，语言与曲调的转化令
人叹为观止。吕剧中诸如《秦雪梅观鱼》《朱买臣休
妻》《王华买父》等剧目，无不是向豫剧、评剧、山东
梆子等大型剧种学习的产物，移植加工改造得可谓
成功，难以发现原剧种的痕迹。吕剧的形成以民间
小调为基础，以“山东琴书”的“打扬琴”“坐扬琴”为
基础的基础，巧妙吸收了安徽等地的“凤阳歌”“垛
子板”等异地民间小调。另外，勇于创新更是吕剧
前进步伐快捷的经验，从 1953年《李二嫂改嫁》开
始，吕剧不断推出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剧目。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创作公演的《石龙湾》《张王李
赵》《滩回水转》《李二嫂后传》《浪子回头》等等，大
都为观众喜闻乐见。

吕剧繁荣发展的经验，值得二人台借鉴。二人
台应该广泛研究同类甚至“姐妹艺术”成功的先进
经验，从中吸收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锲而不
舍吐故纳新。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作为模范自治
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民族团结的光荣
传统，“三千孤儿入内蒙”“草原英雄小姐
妹”“各族人民建包钢”等民族团结的故事
在内蒙古大地传为佳话。重现这些往事，
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比如，文学、戏剧、电
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
艺等。不同的表达方式，都会给传播对象
带来不同的感受，但其主题永远是民族团
结。《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取材于“三千孤
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用小说的形式书写
了一曲民族大团结的赞歌。

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通过全知
叙事和限知叙事相互交织的讲述方式，聚
焦希吉尔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在日常叙事
中又折射了宏大叙事。胡斐作为一名内蒙
古籍青年作家，扎根生活，用勤奋与智慧，
执着于自己的文学梦想，曾发表《赤峰百
柳》《红色宁城》《菊们的礼物》等具有乡土
性、历史性、艺术性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
包含着她对于日常生活的体察、对于时代
精神的体认。

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以文学的
形式再一次呈现了历史真实，相对于历史
真实而言，文学作品更注重情感表达、场景
描摹和情节设置的真实。写作结构是小说
谋篇布局的核心内容，《希吉尔和他的朋友
们》这部作品的写作结构围绕“主人公希吉
尔情感世界转变”展开书写，“希吉尔！希
吉尔！希吉尔！”，诺敏（额吉）一连串的呼
喊像一颗又一颗小石头，响亮地投向空

中。诺敏（额吉）对希吉尔的三声呼唤开始
了民族大团结的书写。“希吉尔”的蒙古语
的意思是“发光、发亮”，名字不仅寄托着草
原人民对孩子美好的祝愿，也隐喻着世代
相传的爱心接力。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主人公希吉尔初
到内蒙古，就被诺敏（额吉）身上的青草味、
奶味和肉香混杂的气息所吸引。他毫不犹
豫地把小手伸了出来，那一天在希吉尔心里
是甜甜的一天，是美美的一天。可是，接下
来的日子里，小火山似的骆驼、凶猛捕猎的
雄鹰、腾空而起的骏马……这一切让希吉尔
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恐惧。再加上希吉尔与
特木尔（阿爸）之间，因为误会产生的小小裂
痕，都让希吉尔心里忐忑不安。作者胡斐以

“潜入人物内心深处”的书写方式描摹了一
个幼小生命的环境焦虑和成长焦虑。额吉
的温暖细腻，奶奶的慈祥宽厚，为救治高烧的
希吉尔，阿爸风雪夜外出寻医，斑布尔从排斥
希吉尔到形影不离……这一切让小主人公
希吉尔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很显然，希吉尔
所遇到的难题，在这“三千孤儿”当中并不是
孤例，因为，“那些把南方孩子揽入怀中的额
吉、阿爸，有的守着草场放牧羊群、骆驼群，
有的生活在城镇，有稳定的职
业，但不管身份如何、年龄如何、
家庭收入如何，他们都把更多的
偏爱给了这些孩子。”这些心怀
大爱的内蒙古人民陪伴这些孩
子们缓解焦虑，直至彻底打开心
扉，这正是内蒙古人民的善良、

博爱和无私奉献的体现。
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在亲人温暖的

怀抱里，希吉尔对于生命的体认不断拓展，
不断调整对于成长的认识。当读者们感悟
到希吉尔成长的足迹，这足迹不仅属于希吉
尔个人的生命记忆，更属于“三千孤儿入内
蒙”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
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是文化
认同的基础，起到了凝聚人心作用。《希吉尔
和他的朋友们》以辽阔草原上普通的一户人
家作为描写对象，以孩童般的唯美气息和抒
情口吻讲述了“国家的孩子”来到内蒙古逐
渐适应草原环境，开始新生活的故事。如果
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认知角度来分析，小说
也在讲述“国家的孩子”来到草原后的心路
历程，孩子们从不安到慌张，从陌生到融入，
情感得以落实，心灵找到归宿，最终绽放出
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这生命之花是党和国
家呵护的结果，是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结
果，是亲人们之间共同守护的结果。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不仅是一部书
写人间大爱的佳作，也是一部对话自然的
生态美文。“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
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

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
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
美。”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基
础和结果。草原人民对于大自
然的热爱不是从观念出发的，

而是从生活的点滴中生长出来的，每一天
都在自然万物中感受爱、看到美，这种天人
合一情感是自然而然的。比如，小说的主
人公希吉尔刚来到草原，格根塔娜奶奶告
诉他骆驼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家里的老骆
驼完成希吉尔寻医的任务之后，轰然倒下，
平静离开，家人以回归大自然的方式送别
了老骆驼，这是对老骆驼的尊重。再如，希
吉尔来到草原后，便开始广泛地接触大自
然，并以友爱的、深情的、欣赏的脚步迈向
大自然。他观察搬运奶酪的蚂蚁，敬畏翱
翔云端的大雕，照顾一出生就带有缺陷的
小羊羔，和猎狗成为好朋友，骑着骏马阿日
斯兰在草原上驰骋，放走雪夜入侵羊圈的
小狐狸……这种淳朴、简单、诗意的生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浸润着这颗幼小的生
命，这一切和亲人们的爱心共同构筑成少
儿温馨的情感世界。正如作品前言中所
言：“站在风的耳语里和草的清香里，骑在
白马和骆驼上，跟随着额吉和阿爸，穿过辽
阔的爱的大地。”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文艺创作需要回归日常生
活，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中，胡斐的创
作过程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外部世
界的相互融合。小说以希吉尔作为典型人
物，日常生活作为描摹对象，历史佳话作为
创作背景，艺术地呈现了一个包容、团结、
博爱、纯真的美好世界，这份美好是现实世
界的真实再现。

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一幅壮阔的生态图景一幅壮阔的生态图景
———评小说—评小说《《希吉尔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和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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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原创话剧《对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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