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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
节”《展时代形象 讲中国故事——内蒙
古自治区美术作品展览》中，同时展出了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雕塑作品，为本届
文化节和美术作品展览增添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首先，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力争在形
象塑造和场景再现方面实现突破。如群
雕《昭君出塞》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昭君出
塞的壮观场面：送迎亲队伍锦幡猎猎、骏
马驰骋，具有鲜明特色的匈奴衣帽和西汉
服饰，体现了昭君出塞的热烈场面；送亲
西汉官员相拥王昭君左右，匈奴人策马扬
鞭领路护航，昭君端坐在华盖之下，在浩
浩荡荡送迎亲队伍衬托下，面部塑造得祥
和安宁，恰当地表现出王昭君深明大义的
精神气质和内心世界，昭示着胡汉和平、
安宁、兴旺的到来。群雕《昭君出塞》让
观众驻足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浸式体验、
回味、追思远去的历史瞬间。

其次，聚焦人与自然和谐题材，折射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理念。如《马语
者》，定格在马首垂目亲吻少女的额头，将
俯视的马首与仰视的少女头像叠加放大，
马的温顺与少女的恬静，马的凸起眼球与
少女微闭的双眼，形成强烈反差和视觉冲
击，构成超脱现实又和谐温馨的静穆画面，
让观众驻足沉思；群雕《祥云》巧妙地运用
玻璃钢材料特点，将膘肥体壮的三匹马塑
造得流光溢彩、晶莹剔透，喻示着新时代的
中国人民生活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第三，题材多撷取现实生活，体现了
当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展出的雕塑作品或呈现奋战在复
兴强国的一线劳动者，或展现耕耘幸福生
活的普通人民群众，反映出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鼓舞下，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精神状态，使观众身临其境，给人以
精神力量，同时也反映出广大雕塑工作者
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鲜明创作导向和扎
实的基本功。作品《草原母亲》塑造了一
位手遮骄阳、眺望远方的草原母亲典型形
象，给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守望着
蓝天白云下美丽的大草原，守望着祖国的
美丽北疆，是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建
设美好家园的时代精神写照。

作品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既有具象写
实、精雕细刻，又有现代写意，或二者兼而有
之、相得益彰。如作品《晨》，通过写实手法，
从少女五彩斑斓的头饰到浓墨重彩服装，精
雕细刻、栩栩如生，而在阳光沐浴下的少女
面部刻画得甜静安详，仿佛就
在我们身边；作品《牧童》塑造
了马背上一位年轻骑手，神态
恬淡从容，手牵缰绳，微仰着脸
颊，在阳光照耀下，嘴角微翘，
流露出惬意的神态。而平涂的
眼部成为神来之笔，与仰视远

眺的马首形成鲜明对比，奏响出人与自然和
谐的天籁之音；作品《草原三艺系列——骑
马、射箭、摔跤》中“骑马”的塑造，将骑手的
彪悍勇敢和烈马的桀骜不驯塑造得形神兼
备，作者运用了写意和工笔相结合的手法，
在骑手服饰和马的形体塑造方面进行大块
面粗线条处理，而骑手咄咄逼人的眼神和面
部表情刻画尤为生动传神，凸显骑手不折不
挠、一往无前的精神气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日益丰富，对各种艺术的欣赏能力和水
平与日俱增，雕塑作为一门立体艺术，从
时代主题表达、城市品位建设、历史事件
再现到室内装饰、个性表达等方面，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目前，我们正
在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
矢志不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而
繁荣发展的雕塑艺术恰逢其
时，必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
又一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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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北琪的诗歌，素雅、明净、清
澈、辽阔、深密、率真。如《凛冽
的蓝》，“被乌云遮挡了千万次的
蓝/被雨水洗过无数次的蓝，终
将/在原始森林的上空，变得凛冽
而纯净/一朵蓝，裹挟着太阳的光
芒/在旷野上昭示着/自己有无穷
的杀伤力/而我们，在这蓝的威慑
下/不得不臣服，不得不/加快脚
步/并始终坚信/有蓝天的地方，
一定有神的眷顾。”北琪的蓝色
意象，如在纵横八方却又宁静深
邃的辽阔画布上，游迴着灵动的
蓝色音符，让人身处其中，却又
无法捉摸其妙处；目视全域，却
又无法调制其蓝色的质地。她
以《诗经》比兴的特色，将微小的

“我们”，与盛大高邈的原始森林
上空的“蓝色”悄然做了对比，揭
示出自然之力的神秘和深邃。

北琪诗歌，很大一部分是抒
写山水灵韵和草木生态的自然
之作。她曾有言：“诗为心之声，
美化生活，净化灵魂。诗歌可以
华丽，也可以朴素，但一定要真
诚，真诚面对诗歌、面对自然，面
对生活。”生长在呼伦贝尔大草
原的诗性怀抱，她轻轻抚摸过山
川大地的脉脉律动，静静走过岁
月流光里的生命芳华。《海南叙
事》《吉水重逢》《站在山巅，立志
为水》《森林秘语》等诗篇，激情
抒写了从吉林长白山、广西苍山
洱海、浙江雁荡山、广东野狸岛，
到家乡的阿尔山、玫瑰峰、五里
泉、杜鹃湖、乌兰毛都草原、洮儿
河、绰尔河的山水景观和万物的
风貌。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北
琪始终深情地注视和书写着自然与心灵完美相遇的
一瞬间的触碰。那是一种深具原始审美的灵魂相遇。

“或许，在这场大雪下面/有无数脚印，已被雪白
和苍茫覆盖，或许/我的脚印也将被另一场大雪/抹
去”（《脚印》）；“在我们共有的家园里/我愿意向一枚
松果表达歉意/向一只松鼠供出/策划良久的阴谋”
（《与一只松鼠相遇》）；“当我回望时才发现/曾经被我
踩在脚下的山峰/没有降低一丝一毫的海拔”（《在原
始森林，翻越一座座山》）……这种基于对自然原始之
力的元认知，缔造了北琪诗歌的清澈明净的审美特
点。新鲜的意象来自森林的气息，来自土地上所有生
命的朴茂的跃动。

北琪诗歌是灵魂图像的诗性表达。这种表达以
自由、真实、朴素和唯美为源发点，揉融浑朴本真的自
然原貌与纯净明澈的心灵触感。零点，不是虚无的空
置，而是交融的原点。诗歌的生命力也凝聚于此。诗
与物的本真契合点，就是诗性的原点。

“一朵浪花，亲吻了我的脚丫/又归于蔚蓝/小螃蟹
仍留恋沙滩的暖意/一边横行，一边跟浪花说着/后会
有期……在海边，万物都拥有了/的胸怀”（《在海
边》）——诗句并不复杂，难得是诗人如何发现诗意并
寄寓了自然的灵感，与心灵的本真巧妙契合而流淌出
真挚的意境。这种天然的诗意，很轻松地切中了诗性
原点，流淌着诗人天真浑朴的诗性素养。

“水从天宫逃离/就再也回不到归途/会住到，某个
人的眼睛里/有一天，也许会变成一片海/信大海，会将
每一个黑夜/换成黎明”，《渔女》质朴浅白，但意境却阔
大浩远，哲理深沉激越。了无修饰的语言，却有着纯净
明澈的灵魂图像，将诗人素雅宁静的情怀呈现无遗。

“风一直在唱，唱它的似水流年，唱它的/阴晴圆缺/它
只是用了心，而听歌的人/却动了情”，《杜鹃湖》是如此
多情而善解人意，人在风中，感受了风的漂泊和哀伤，
此时，风如我，我如风，诗人的心苍凉而悲情。

北琪的诗已入诗歌化境。宗白华有言：“一切艺
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于玉的美。”这种“玉
的美”，就是真善美的化境，浑朴如一的天性。李元洛
的《诗美学》也提到，“诗歌应有基于对真善美之普世
准则的对人生（自然、生命、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
感悟与新的发现。”北琪的诗歌，以浅白的表达却深含
博大的意境、深远的哲理，让人回味无穷。

诗无尽，人生阔大。极目远方，诗歌伴随人生之
路。每一个人都在世间行色匆匆，走得艰辛又丰富。
那些酸甜苦辣咸的滋味，掩留在背影深处，构成了诗歌
诞生的最初的伏笔。当你走到一种人生的况味或者是
风景的顶端，与自然、时空、历史、人文瞬间触碰的时
候，你的诗意图像就可能会轰然勃发，那些构成生命感

触的伏笔，会和眼前的世界浑然汇
流成诗意的河流，自心底喷涌而出。

自然是诗歌的导师，诗歌是自
然的隧道。自然抒写与灵魂图像的
诗性契合，是诗歌脱离庸俗走向纯
净的一把钥匙。北琪，已在这条路
上走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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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有幸观赏了一部高雅的经典剧目，称得上
是真正意义的阳春白雪。

《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所作，是昆曲
传统保留剧目。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戏剧家，只是比莎士比
亚年长 14岁，巧合的是他们都在 1616年同一年去世。汤
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因为他们在创作思想及创作
方法上都有相似之处，都获得了很高的戏剧艺术成就。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这绝句出自明
代冯小青的《无题》。

今年春天，我和朋友们在广东一次游玩时，意外来到
牛塘山汤显祖文化览胜公园，顿时心生敬仰之情。我非常
认真地阅读着关于这位戏剧大家的详细介绍，顶礼膜拜了
我崇拜的戏剧大师，渴望能观赏他的经典剧目。不曾想平
生之愿，今日得以实现，真是喜出望外。

大幕徐徐拉开，昆曲《牡丹亭》开演。随着悦耳的旋律
响起，剧中扮演杜丽娘的演员伴着优雅的音乐，如同“水上
漂”，轻盈华丽地登场，剧场顿时响起掌声。这位演员不论
唱功及表演，功力都非常精湛。她扮相俊美，举手投足拿
捏得惟妙惟肖。我注意到，仅一个“蓝花指”，随着剧中情
感变化会展示出各种不同的手势姿态。她的唱腔臻于完
美 ，几 乎 无 懈 可
击。顿时，剧场里
鸦雀无声。

我 第 一 次 感
受剧场悄无声息
的宁静，所有观众
屏住呼吸，生怕错
过哪句唱词的内
心表现，及哪个旋
律的微妙变化，就
连演员在变换唱
词所要表现情绪
时的微弱呼吸，我
们都可以体会到
剧场在静谧中的配合。所有观众跟着剧情入戏了，可见这
部剧的艺术表演魅力非同一般。

一段唱词完结，观众爆发出由衷的敬意，用热烈的掌
声回敬演员。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观众们抑制不住激情
澎湃的心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部剧展现在偌大的舞台上，四处都是剧场原有的幕
布，干净且清爽，竟然没有任何舞美雕饰的设计，只是传统
的一桌一椅，然而，丝毫不影响高水平的表现，带给观众强
烈的视觉冲击。演员们用唱腔、眼神及肢体语言，给观众
描摹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那种用真情实感表达出
来的意境，有着很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观众如同身临其境，
似乎真切地看到了杜丽娘游园所目睹的风景：“梦回莺啭，
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

一份奇缘如同嵌入杜丽娘的灵魂，
这份缘在她的生命及灵魂深处，闪现着
一种意韵悠长的联系，强烈地、悄无声
息地传递着爱的真切。如果缘分真是
前世注定，流传至今的昆曲，就是为了
承载《牡丹亭》而量身定制的表演形式。

昆曲，有着它独立的声腔系统，有

着固有的格律、板眼。它的唱腔圆润柔美、悠扬婉转，它的
曲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曲牌体。昆曲的表演及规范完
整的组合，是由歌唱、舞蹈、道白、动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
表演体系，是一种综合水平要求很高的艺术形式。昆曲乐
队主要器乐是由弦乐、管乐、打击乐和民族乐器组成，婉转
柔美悠扬的音乐氛围，能使观众深入地感受到人物内心世
界的起伏和波动。昆曲的舞蹈性也非常重要——柔缓、细
腻、流畅的舞蹈动作，表现出剧中人物内在的矛盾和纷
乱。中国戏曲很多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表演的
身段、程式、乐队编制都是昆曲艺术中提取出来并成熟和
完善的。昆曲有着“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百戏之母”的贵
称。尤其是京剧更是从昆曲中汲取了艺术的养分而为观
众喜闻乐见。

《游园》一幕，小姐与春香游玩赏花观景：“……不提防
沉鱼落雁鸟惊喧……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
心乐事谁家院……便青山，啼红了杜鹃……”

太多的感慨和唏嘘，从开场就铺垫了结局。
《惊梦》一幕，“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煎，泼残生

除问天……”，杜丽娘游园后朦胧入梦，梦中遇见她从未谋

面、风度翩翩的秀才。梦中人成为了她的钟情人。这段
戏，表现出爱情的美好，郎才女貌，是一段天造地设的爱
情。其表现手法与当代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何其相似。

这段戏扣人心弦，观众跟着一对恋人的表演及唱腔，
将情愫揉进剧中，跟着剧情一起激动澎湃。

在这场剧中，被称为“最忙昆曲小生”的著名昆曲演员
施夏明闪亮登场。在我看来，他的容貌和嗓音是“被上帝
亲吻过”的，原来，他早被我们内蒙古戏迷们所熟知和喜
爱。他的出场及表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寻梦》一幕，让观众不由得和杜丽娘一起牵挂她梦中
遇见的挚爱。她独自在花园深处寻找着所爱的人，可园林
不再是她昨日看到的样子，物是人非，如此凄清，“守的个
梅根相见”……她的眼里只剩那颗大梅树，一段唱腔空灵
且忧伤。

《写真》一幕，“漫道柔情着意关，牡丹亭畔春梦残……”，
所有的美好被现实粉碎，杜丽娘为情所困，相思成疾。

《离魂》一幕，“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断魂心痛”，杜
丽娘大病不愈，香消玉殒。

在我所有观摩过的剧目中，昆曲《牡丹亭》是“戏剧航
母”，是戏曲的“天花板”，为后世难以超越。

几年前，我准备去国家大剧院观摩这场演出，因故未
能成行，一直为之
惋惜。没想到今日
这部经典之作来到
家门口，令我一饱
眼福，我的夙愿终
于实现。

总有些遗憾是
我想拼尽全力弥补
的，可他们的演技
及唱腔功底，是我
无法用笨拙的笔墨
表达完整的。这部
经典力作对于提升
欣赏水平、陶治艺

术情操、净化精神世界、升华艺术品味，都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

归根结底，这都是源于表演者对艺术、对戏曲的这份
无限挚爱和执着的坚持，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昆曲《牡丹亭》
选入展演剧目，令我这名业余编剧受益匪浅，激动不已。
能邀请到如此尖端的艺术团队——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
院，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精神盛宴，倍感幸运。同时，这
也是一次向戏曲零距离学习的好机会。600年的昆曲传
承，好像就是为《牡丹亭》而保留。近两小时的表演，让我
们窥见了昆曲艺术在不平凡的保留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

昆曲带给我们的是高雅的艺术享受。观众通过现场
观摩，了解了昆曲的艺术内涵，并获得了丰厚的精神财
富。不论对内蒙古的戏剧编创人员，还是演员及观众，都
是一次高段位的培养。

这支昆曲表演团队，不仅受到国内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们也走出国门，受到外国观众的关注和好评，他们对国
家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

昆曲是国粹，愿昆曲艺术世代相传，越走越远。

世代相传的国粹经典世代相传的国粹经典
————““第二十届中国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文化节””入选剧目昆曲入选剧目昆曲《《牡丹亭牡丹亭》》观后观后

◎李金梅

（本文图片为“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
草原文化节”参展雕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