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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云水谣》
王雪平 作

鉴鉴赏赏
王雪平，1983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人生格

言：山水之间有清禊，云林以外无画图。

仅仅从实景演出的角度来看，《如梦碛

口》有许多新的探索。

作为一种演艺模式，实景演出已经产

生了重要影响。从内容来看，借助特定地

域的文化资源表现其文化魅力，成为实景

演出最主要的特色。从形式上来看，改变

了传统的剧场演出程式，将艺术表演与特

定地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结合起来，放大了

舞台的呈现可能。从欣赏方式来看，由于

舞台形制的改变，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交融

度被强化，某种意义上，观众也成了表演的

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说，观众与演员之间

的间隔被“实景”消解了。这种新兴的演出

模式受到了欢迎，并在国内各大景区蔓延

开来。

《如梦碛口》在山——吕梁山，河——

黄河之间新建了一个依山见河、山河相间，

人在山中、景在河中，人与景、景与演融为

一体的演出形式。这种创意，显然是与碛

口古镇自身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统

一的。由这样的碛口，生成了这样的实景

“舞台”。

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岸边、吕梁山旁，

是河与山的融合而成，今属临县方域。黄河

从北向南，成为一条上天赐予人们的天然通

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黄河一直承担着水

运的功能，连通了西域与中原。而碛口就是

这一通道上极为重要的码头与货物集散

地。面河背山，在山河之间寻找开辟一处演

出实景就显现出与此前同类演出不同的风

貌。依托既有的山地历史民居，在面河的朝

向上进行改建，利用了天然的地貌、具有年

代感的民居，并新建相关的与碛口风貌一致

的建筑作为表演区，终于形成了“一主、三

重、多向”格局的实景表演形态。

所谓“一主”就是一个主表演区，其近景

为碛口古镇之街市，又依山势次第分为数

层，包括了远处的村镇民居及背后的山景。

这种表演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形

成了至少是“三重”的表演区位。第一重乃

是黄河，或者说通过技术手段营造出来的黄

河。主要用于表现黄河及黄河上面来往的

艄公、行人。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

远景。观众不可能近距离欣赏，而只能是一

种“眺望”。第二重为连接剧情的弹三弦的

说书老人，其表演位置在观众中。第三重即

为前面所说的体现碛口古镇风貌的主表演

区。正是这样的布局将河、山、人构成的古

镇统一起来。所谓“多向”就是说，观众并不

是在一个方向上欣赏表演，而是在多个朝向

上参与了表演。在初入场时，观众是游客，

会聚在古镇临河的街道上。这一段落的表

演主要展示黄河风情。观众欣赏表演时是

面向黄河而立的。当说书人出现的时候，观

众的视点回到了自身。因为说书人就在观

众之中。不过，最主要的观赏还在两个可以

旋转的既相隔又连接的观众台中。这时，观

众由临河的街区进入了观演台。其观赏主

要是面向设计出来的古镇进行。但这也不

是绝对的。一方面由于演出可能会突破古

镇街道的范围，延伸至更远的方向，观众欣

赏的朝向会随之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观众

席会随演出的变化旋转移动，这同样会改变

观众的视点。因而这种“多向”的特点就表

现得十分突出。在整个表演设计上，除古镇

外，还有山景、河景的呈现，显现出表演形态

的丰富性。

《如梦碛口》在呈现内容上也进行了与

碛口历史风貌相一致的探索。编导者力图

通过一部实景演出来展现以山河为主题的

历 史 文 化 ，以 及 以 碛 口 为 焦 点 的 社 会 风

貌。整个演出表现了黄河的自然风貌，以

及人与河、人与山的关系，碛口地域的婚

嫁、商贸、情爱等日常生活，还有红军东征

期间的社会变革，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其

表现手段以颇具黄河风情的民间舞蹈、民

间音乐为主，间有被改编过的民歌，显现出

浓郁的地域特色。

除上述以外，《如梦碛口》还借助于现

代技术手法，如激光投影、虚拟的实景、风

雪、奔马，以及行进的队伍等，渲染了艺术

氛围，拓展了实景表演的呈现可能。实景

演出主要是作为文旅项目出现的。它要求

景区能够吸引聚集比较多的游客，才能保

证有适量的人来欣赏，从而实现其经营效

应。今日的碛口，已经围绕古镇开发了许

多民宿、宾馆等，为游客提供基本的住留条

件。沿黄公路的开通，以及各种交通支线

的完善亦为游客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目

前，《梦回碛口》刚刚完成第一期的演出，相

信通过进一步完善，这一实景演出将成为

黄河沿岸、吕梁山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吸

引更多的人到来，感受黄河的壮阔，体验吕

梁的厚重。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人，一

方文人指点一方水土。

鲁迅成就了鲁镇，鲁镇也成

就了鲁迅，沈从文和湘西，莫言和

高密，贾平凹和商州等，无不让我

们看到水土和文人之间的互动关

系。作为吕梁人，吕梁的水土实

不愧于别处。土是吕梁山，水为

黄河水，斯山斯水，足以让吕梁人

骄傲和自豪。但吕梁有没有可以

匹配吕梁山水的文字呢？

当然有。《吕梁英雄传》作为

我国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

长篇小说，具有特定的文学史意

义。写出了吕梁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面对民族危亡的伟大抗争与

牺牲，小说对吕梁本身的地域风

物却是惜墨如金。吕梁籍名作家

田东照、刘维颖、韩思中、李迎兵、

白占全、李心丽等笔下也不乏对

吕梁精彩的书写，然而，有没有一

名让我们一口气接着一口气、一

篇接着一篇读下去的集中书写吕

梁的作家呢？

恰好有。最近，当我看到高

迎新先生新出版的作品集《走进

骨脊山》里面收入 20 余篇集中书

写吕梁的散文时，不由得拍案叫

好。学思悟《走进骨脊山》，萦绕

在我心头的几个关于写作的最基

本的问题，通过文本的证实与启

发，认识更加清晰明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走进

骨脊山》的字里行间，作者对吕梁

的山水风物，对吕梁的历史文化，

对吕梁的名人古迹的热爱，爱家乡

和爱国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从

《走进骨脊山》的文字中，可知作者

对吕梁这方水土的热爱，是这份

爱，促使他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促

使他提笔落字，费心劳神。

热爱吕梁者固然多了，你也

爱吕梁，我也爱吕梁，为什么我们

没有写出好作品呢？这就要探究

热爱之外的因素了，高迎新老师

因为童年少年时期生长于成都，

青年时期又回到血脉根魂所在的

吕梁工作生活，特殊人生经历，赋

予了他看吕梁的独特敏锐的视

角、浩大的胸怀。按照普通人的

想法，蜀山锦江的草木云霞似乎

比骨脊黄河的虫鲤雨露要更为幽

美，世间不是缺少美，只是缺少发

现的眼睛与挖掘的辛勤罢了，《走

进骨脊山》为世人呈现出吕梁文

化的厚重、历史的沧桑、地理的奇

倔可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过

的地方媲美，可称得上是吕梁的

《文化苦旅》。

这里我忍不住爆料一下，高

迎新老师的足迹也打江南走过，

也向草原行过，东临碣石，西观落

日，身临烟雨江南，秋风塞上，长

城古道，戈壁大漠，他却为什么不

写这些地方呢？其中一个原因，

高迎新老师私下里对我说过。他

说：“每个地方都藏龙卧虎，不乏能

人异士，就让那里的人去写他们的

地方吧，我们不要抢人家的题材，

何况人家比我们有更真挚深厚的

感情，有更深刻清晰的认识，有更

直接持久的体验。我们写出来想

要超过人家，很难很难啊。”我细细

品咂这句话，说的严肃，厚道，谦

虚，明白，当大家具备写作才能和

激情时，还在犹豫写什么内容的时

候，这句话无疑可资参考。

散文这种文体，可以有诗歌

的隽永与思维的跳跃，可以有小

说的繁杂与情节的连绵，可以有

戏剧的冲突与人物对话的精准。

散文可以说好写，但写好散文不

仅不容易而且大有讲究，欧阳修

《醉翁亭记》一句“环滁皆山也”据

说经修改删除，才改成这样一句

精炼、形象，气势如虹先声夺人的

名句。所以，散文写作中，落笔成

字，连字成词，连词成句，连句成

段，连段成篇，一出手自有高下之

分。《走进骨脊山》字词典雅，庄

重，生动，不用俚俗之词，不用方

言，这就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层次，

可登大雅之堂；句子讲究对仗，排

比，讲究错落有致，停顿有节，疏

密有间，读来气脉通络，心旷神

怡；段落讲究起承转合，不疾不

徐，在起承转合之间，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描写深入，叙事详尽，

抒情克制，议论减省。

文字本身只是符号，通过符号

的传递，使受众有所感受和感动，

有所体验与体会，形象化的呈现具

有直接的效果。所谓王摩诘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说的就是文学的形

象化。哪怕屈原的香草美人，柳宗

元的永州八记，或者《红楼梦》的大

观园，《哈姆雷特》的戏剧对白，无

不具有鲜明的形象化创作意识和

表现。“三才者，天地人”，《走进骨

脊山》通过文字符号，呈现进行于

特定地域时空中的吕梁人世，如孝

文帝、刘萨诃、狄青等；再现已经暗

淡消逝于历史天空的吕梁故事，如

大禹治水、孙庞斗法、朱圭断案等；

展现从远古而来还将屹立未来的

吕梁山水，如骨脊山、黄芦岭、彩家

庄、十二连城等。

《走进骨脊山》在文体上以写

吕梁的 20 余篇文化地域散文为

主，还有 4 篇回忆性散文，分别怀

念外婆、父亲和回忆作者青少年

时期人生重要转折；还有 2篇赋写

离石千年里、吕梁宝鼎；2 篇电视

专题片解说词解说彩家庄、北川

河公园；4 篇论文通过调查研究，

甄别资料，归纳综合，提炼概括的

写作方法，科学严谨的写作态度，

对吕梁文化和旅游发展俱有总结

性指导性建设性的意义；1篇电影

剧本，以离石姑娘李效黎和她的

英国丈夫林迈可为人物原型创

作，以上作品，显示出作者立足地

域题材拓展写作体裁，在文化地

域散文写作之外，跨文体写作的

探索和成就。

商鞅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又叫卫

鞅，在秦国受封商於之地，又称商鞅。对于胸

怀王霸之策的商鞅来说，卫国太小了，不足以

一展所长。所以他就来到魏国，魏相公叔痤

一见之下，认为是大才，收归门下。凡有事情

咨询商鞅，所说没有不验证的。

公叔痤有识人之眼力，却没有用人之肚

量。他等到自己病重快死的时候，才向魏王

举荐商鞅，说此人虽年少，但乃绝世大才，足

可任以为相，举国而听之。魏王觉得公叔痤

病糊涂了，就没有当回事。

公 叔 痤 去 世 之 后 ，商 鞅 在 魏 国 无 所 事

事。正好这时候，秦国招贤，商鞅于是西行至

秦。商鞅与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很有交情，他

到了秦国，就住在景监家里，并请他向秦孝公

推荐自己。朋友的忙一定帮，在景监的安排

下，商鞅很快见到了秦孝公。

秦孝公见了商鞅，说，先生有什么样的教

诲可以告诉我呢？商鞅从三皇五帝的治国方略

开始说起，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个小时。秦孝

公听着，觉得很是无趣，说，你的这一套，太过高

邈了，我学不来。商鞅出去之后，秦孝公骂景

监，你推荐的是个什么人啊，说得云里雾里，不

着边际。景监回家抱怨商鞅。商鞅笑着说，没

事没事，你再帮我约约，这次我换一套说辞！

五天之后，商鞅又见到了秦孝公。这次，

商鞅讲的是历代贤王的治国方略。秦孝公这次

偶尔还插几句话。但是也不怎么感兴趣。商鞅

回家，不等景监埋怨，商鞅就大笑道，没事没事，

我知道国君想要什么了。你再帮我一次。

又过了五天，商鞅第三次见到秦孝公。秦

孝公问，先生这次又准备说些什么给我听呢？

商鞅说，这次，我要讲的是强国之策、霸王之道。

“何为霸王之道？”

“霸王之道就是……”

这次，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可是商鞅只

讲了个大概，就告辞走了。秦孝公对景监说，

明天再把商鞅请来。第二天一早，秦孝公与

商鞅见了面，说，昨天讲的霸王之道，我很是

感兴趣，希望先生详细给我说说。

这一次，秦孝公和商鞅相谈甚欢，不觉间就

到中午饭时间了，秦孝公也不让商鞅走，把饭菜摆

上来，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犹然神采奕奕，不

觉疲倦。就这样，君臣二人连续谈了三天三夜。

几天以后，秦孝公召集秦国高层，隆重推

出商鞅并对即将进行的变法展开辩论。商鞅

在这个辩论会上，详细论证了变法的必须和

对国家利益，与反对的贵族们进行了激烈的

论辩。最后，在秦孝公的绝对的毫无保留的

支持下，商鞅取得了胜利。秦孝公当庭任命

商鞅为左庶长，负责变法，王以下，皆听其令。

变法之前，商鞅通过城门立柱，赏赐黄金

的办法，营造了左庶长言出必行的舆论氛围，

震惊了整个咸阳城。第二天开始，新法陆续

颁布，几乎推翻了秦国所有的旧法，严重伤害

到贵族的利益，又因为新法立了许多规矩，违

法后惩罚严酷，老百姓也颇觉不适应，所以上

上下下，都是一片反对声。

不过，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商鞅严格依

法办事，新法逐渐推行下去。这个过程，充满了

斗争和血腥。商鞅执法，绝不通融，也不讲什么

法不责众的话，有一次在渭水边，商鞅亲自监斩

犯人，一下就杀了700多人，河水为之而泛红。

后来，太子嬴驷，在旁人的蛊惑下，也违法

了。商鞅毫不留情，说太子违法，不能处刑，那他

的师傅应该代替太子受刑。竟然把太子的师傅嬴

虔的鼻子割了，另一个师傅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

不管怎么样，商鞅的新法终归是推行开来了，十

年之后，秦国大治，国富民强，并锻造了一支强大的秦

军。秦国由原来的边陲小国，一跃而成西方大国。以

至于周王都要送礼祝贺，并提升了秦国的级别。商鞅

又亲自领兵伐魏，夺取河西之地，逼得魏国迁都大

梁。魏惠王后悔不已，说，真应该听公叔痤的话啊。

对秦国来说，收复河西之地，不仅开辟了疆土，

而且为秦国东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孝公就把

商於之地封给商鞅，封号商君。没多久，秦孝公生

病去世。临死前，想请商鞅做秦王，商鞅不肯。太

子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这下，嬴虔、公孙贾、

甘龙等这些原来商鞅得罪的人全部抖起来了。

这些人恨商鞅恨了快十年了，一朝大权在

握，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商鞅算旧账，说商鞅谋

反。这下子，商鞅在秦国也就没有办法待了，只

好逃亡。逃到魏国边境，要借路，魏人不许。路

上想住个店，也被告知不可以，因为，根据秦法，

没有官府开出的介绍信，旅店不能接受任何客

人。这是商鞅自己定的法律。商鞅长叹一声，

说，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法，把自己给绑住了。

商鞅只好回到封地，在追击的秦军面前，

束手就擒，被判车裂之刑。商鞅死了，但是他

的法却没有任何改动。秦惠文王是明白人，嬴

虔、公孙贾等都是明白人，他们知道秦国需要

什么。之所以不能容商鞅，也是私仇难了啊。

假若商鞅在推行变法过程中，能够再通融

一些，或许，他的结局也不至于这样凄惨。

我的家乡吕梁山区，兴、

岚大地，如今是高楼林立，商

贸繁荣，交通发达，老百姓过

着“街舞升平”，安居乐业的小

康日子！

回望上世纪四十年代，这

片土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战争

考验，流传着无数家乡人民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故事。

今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5周年之际，长篇抗战小说

《破晓》出版问世，它乘着邮递

快列，翻越秦岭来到了蓉城。

我迫不及待，飞也似的读

着这部小说。一遍、两遍…内

心深处升腾的那份感动仿佛一

石击破千重浪，荡起圈圈涟漪。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接通

了作者的电话，双方展开了

一场对话:
荷:潇 鸿 啊 ，已 读 完 第 二

遍，还在继续……太棒了！带

着家乡泥土香的朴实文字读

起来顺溜溜的；人物形象活生

生 的 ；人 物 内 心 描 写 细 腻 入

微；段落井然有序，章节条理

分明，紧扣主题。读着心里美

滋滋的，佩服得五体投地！现

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首先，如此宏大而又惊心

动魄的战斗场景，众多人物出

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高潮

不断，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从

未经历过战争的温文尔雅的

柔情女子之手！记得小时候

读曲波的《林海雪原》如痴如

醉，今天捧着《破晓》，也是深

陷其中，不能自拔！

鸿:各 有 各 的 路 径 ，写 作

亦如此。大凡世界上所发生

之事，能发生，就一定能用语

言文字表述出来。以事实为

基础，加上丰富的想象。经验

和功夫也很重要，平时要注意

多体验生活。

前段时间，我回故乡，绕

沿黄公路兜风，登临黑茶山俯

瞰。我沉醉于大自然的山水

情深，以至于未能及时回复远

在千里之外的朋友短信。因

为浩瀚黄河的蜿蜒流动，威武

黑茶山的山形走势，山山水水

的地理地貌，老百姓的风土人

情，都在我的留意观察与专注

思考中，你能理解吗？

荷:多 少 年 的 老 朋 友 了 ，

你在干啥我怎能不知道，又怎

能不理解！

我 清 楚 ，人 要 做 好 一 件

事，心劲儿很重要！你能说一

下 你 创 作 时 的 心 劲 与 背 景

吗？我想更深刻地体会你的

作品，学习一些创作方面的知

识。

鸿:话 说 源 头 ：我 从 小 喜

欢 阅 读 ，爱 上 了 妈 妈 的 图 书

室。随着渐渐长大，阅读的感

觉越来越美好！人们常夸我，

“门里出身，自带三分”。

今 年 年 初 ，在 家 不 能 出

门。趁着这段特殊的日子，开

始着手数月以来蕴藏在心头

的那份感动…… 当我静

静地诉诸于文字的时候，经常

是眼含热泪，满怀深情……

荷:鸿你的确是真性情写

作呀！用心用情至极！还有

个 问 题 ：我 非 常 了 解 你 的 身

体，我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

你经常感冒，向外语系主任刘

自 强 老 师 请 假 时 ，他 打 趣 你

“才如林黛玉，身体也弱不禁

风”！在写作时，你肯定会遇

到来自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困

难，你是怎样战胜它们的？

鸿:问得好。人但凡要做

好一件事情，必须面对大大小

小的诸多困难，但只要你用心

去做，并且有毅力坚持下去的

话，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

知道，我的身体虚弱，要做成

一件大事，坚持锻炼身体必不

可少。每天迎着朝阳跑一趟，

精力就倍增。跑步的时候非

常适合构思，不知不觉间，十

来圈跑完了，思考还在继续！

写作过程不能分散精力，

一股脑地凝神聚想。每坐下

来都要喝两杯咖啡，咖啡提神

醒脑的功效确实不错，我喝着

沏好的咖啡，丰富的想象力从

笔尖流出，谱写人物故事时，

情感与主人公融为一体，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

“ 美 不 美 ，故 乡 水 ；亲 不

亲，故乡人。”听着鸿的叙述，

我再次感佩不已。一个弱小

的躯体，心里装着如此大的国

事，她是我的朋友，我为她骄

傲；她是故乡人，故乡人书写

故 乡 的 事 、抒 发 对 故 乡 的 情

怀，我永远爱读！

对
话
潇
鸿
谈
《
破
晓
》

□
贾
荷
秀

◇
读
万
卷
书

三川河
42期·笔会

《《如梦碛口如梦碛口》》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