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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天津北部的蓟

州，是史书上记载的千年古县

蓟县，曾产生过《三字经》里的

人物和“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典

故。我出生的村落，就在这片

山区的洼处。在乡村生活了 20
多年，我自诩认得天空飞翔的

鸟，后来又到城市生活了 30 余

年，笔下的人物也跟着我从乡

村到城市，从“罕村”到“埙城”。

受 故 乡 滋 养 的 人 是 幸 福

的。深入故乡的肌理，了解并掌

握它们的密码，勘破其中奥妙，

能 够 丰 富 和 强 大 写 作 者 的 内

心。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只

要你熟稔，随时可以把故事置

入其中，由着它们逐渐丰富和

丰满。作家像收割庄稼一样捡

拾细节和情节，故乡的名字甫

一出现，内心便是一种笃定和

从容。故乡不单单提供生活，

还提供种种文化元素和民俗符

号，营造文学中的别样风景。

通过“罕村”和“埙城”，我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坐标。

从《贤人庄》《菜根谣》到《士别

十年》《寻隐者不遇》，我写的都

是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人

物。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基

层公务员，我在这些人的身上

找寻文学的因子。最新问世的

长篇小说《太和》以蓟州区域内

一座大洼的名字命名 ,用一个

女人的百年人生来钩沉社会发

展的历史。有幸生活于这片土

地，见证了山乡巨变的一个个

关键节点，我希望能为时代变

迁留下文学记录。

创作的年头越久，我对生

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体会就越

深 。 生 活 中 处 处 都 是 文 学 素

材。过去我总随身带一个小本

子 ，把 值 得 储 存 的 东 西 记 下

来。现在改用微信，给自己建

个对话框，仍然保持随手记录

的习惯。我关心社会热点，有些事情搞不清楚就找朋友弄清

原委，但我的创作不依赖新闻热点。我喜欢写寻常人的寻常

情感，这在我看来更有普遍性。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就是这种理念

下的创作。故事原型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叔叔，他在我的

意识里“潜伏”了许多年，直到我将他转化为小说中的艺术形

象，通过书写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再现那段历史岁月

里的人情冷暖。不少读者留言说，小说中的叔叔形象似曾相

识。我想，这部作品打动人的地方，应该就在于触发了读者共

同的情感记忆。

虽然我从认字起就喜欢讲故事，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编

的故事能变成铅字，但一个乡下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

有一个人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要实现作家梦，得需要多少

机缘和巧合？小时候，接触书籍的机会非常少。我 10 多岁时

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第一次接触 16 开本的“大书”

是《河北文艺》，至今都记得里面有首儿歌是写抗旱的：一对水

罐两头拴，挑担水，上南山，咯吱咯吱走得欢……记忆能储存

得这样牢固，也许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好，而是物以稀为贵，当时

读过的书实在太少。

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为基层作家，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

潮起潮落，偶尔往外地投稿，也能发表，但一直没有建立起良

性循环。幸运的是，我从未对自己的文学梦失去信心，因为从

未对文学失去信心。

在天津这一方土地，各区县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这是业

余作者的交流和发表平台。我也曾当过很多年的刊物主编，

非常熟悉基层写作者群体。坚持是心性，坚守是品格。人的

禀赋在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热爱是对天赋秉性最有效

的开发。你不能说谁没有长跑天赋，就不要跑步了，或者，谁

没有读书的天赋，就不要读书了。生活中，有人通过读书和写

作提高了自身修养，谋到更好的工作，有人因读书而开悟，解开

了生活中的疙瘩，有人一分钱稿费都没得过，却因写作而活得

充实愉悦，这都是文学应该有的功效。文学带来的收获是实

实在在的，它让人生充盈，让情感丰满，让生命多了几重维度。

今天，社会的飞速变化给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这

样的时代，独坐书斋进行创作更是寂寞，但真正热爱的人是耐

得住这份寂寞的。唯其耐得住，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斩获。在

平凡人生中找寻文学因子，我将把“罕村”和“埙城”的故事继

续讲下去。

（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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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它让
人生充盈，让情感丰满，让生命多了几重
维度。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

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长征出发、转

折、会师等标志性纪念地，强调“红军将士视

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

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

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在建党 103 周年

前夕，国家大剧院上演原创史诗歌剧《长征》，

通过激扬动人的音乐、扣人心弦的叙事、史诗

性与时代感相融合的舞台呈现，热情讴歌中

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深情礼赞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

伟大长征精神。

唱响英雄壮举
彰显理想信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红军长征

出发 90 周年。在这样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时间节点，歌剧《长征》以舞台史诗再现了中

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奇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

壮举，不仅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与崇

高理想的深切缅怀与致敬，也告诉我们，长征

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牢不可破的理

想信念。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

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歌剧《长

征》紧紧围绕“理想”和“信仰”这两

个关键词，一气呵成表现了瑞金

出发、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

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

会宁会师等长征途中一系

列标志性历史事件，既突

出重点又以点带面地展

现了红军将士“行走的力

量”，铺展出烽火硝烟、惊

心 动 魄 的 战 争 场 景 ，塑 造 出

信念如磐、前赴后继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将

绝境重生、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

尽致。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将士的鲜

血染成的。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

进行了 600 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

攀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陷

阱”的茫茫草地，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

迹。歌剧《长征》着重塑造的彭政委正是这样

一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指挥员，也是一位

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红军战士。歌剧凸显

了彭政委作为政工干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

硬的政治素质。在一些干部战士对撤离、转

移等上级指示不理解时，他循循善诱解开大

家的思想疙瘩；在几次大的战役中他的战前

动员、战中鼓舞、战后总结，都精准到位；飞夺

泸定桥时，他誓要从这大河上“走”过去，展现

出革命将士“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信

心决心；在即将进入草地时，他发出“待到云

开见日时，笑看大地换人间”的心声，代表着

红军将士对长征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在历史的舞台上，彭政委是无数长征将

士的缩影；在歌剧的舞台上，彭政委是闪烁着

人性光辉的主人公。《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寒夜中》等近 20 个唱段串起或细腻或壮烈

的感人故事，让观众跨越时空，真切感受到面

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时，我们党表现出的无

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浴火重生的不屈精神。

坚持人民史观
塑造英雄群像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

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

作者”。歌剧《长征》坚持人民史观，把视点放

在普通红军战士和沿途百姓身上，通过长征

途中一幕幕感人故事，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

满、敢爱敢恨、为理想和信仰而战的革命人物

形象。

剧中，洪大夫两次出场，历经“生离”与

“死别”，对亲人的爱与对革命的爱交织融合，

大气坚毅又有情有义，一个信仰坚定又具有

乐观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跃然而生；李文化

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拿起枪杆奋勇抗敌的坚强

战士，是对普通人在滚滚洪流中革命意识觉

醒的细腻而又生动的刻画，引发观众对生命

和信仰的思考；宣传干事万霞是长征中女红

军这一英雄群体的代表，她坚定如磐的革命

理想彰显革命女性的不屈力量，也给英雄史

诗增添独特光彩；16 岁的平伢子从一个没有

爹娘、没有名字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坚

定信仰的革命战士，在牺牲时高呼着“请代我

向新中国致敬”，将坚韧和勇敢传递给观众，

让人在无私无畏、纯粹高尚的人格中感受艺

术的魅力与精神的力量……红军战士来自五

湖四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指引

的革命道路上来。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商人刘平权的塑造，反映了长征路

上红军将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

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折射出在这场“革命与反

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

斗中，红军不仅赢得了胜利，更以“历史上最

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汇聚起一个民族的磅

礴精神伟力。

在歌剧《长征》中，“人”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以艺术的形式升腾出的一种生生不息的

力量，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一种坚定执着的

理想信念。歌剧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

物，层次分明、跌宕起伏地呈现宏大主题，整

体展现了历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的思想、情感

与行动，突破了单一线性叙事的时空限制，体

现了编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追求。

凸显歌剧魅力
诠释红色基因

有了好的故事，用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形

式以及什么样的情感方式来表达，才能为今

天的观众准确又新颖地再现革命先辈崇高的

理想追求和炽烈的家国情怀？这是作品成功

与否的关键。作曲家印青在音乐创作中突出

韵律美和通俗美，将历史叙事与诗意风格相

交融，将西方歌剧的宣叙调、咏叹调等艺术形

式与中华美学精神、汉语特点相结合，以富有

民族特色和时代气韵的音乐，准确且自然地

表现出剧情起承转合背后的情绪、情感、情

趣，让人感受到歌剧艺术的魅力和革命精神

的感召力。

开幕合唱《神圣的土地谁敢来侵犯》，铿

锵有力的旋律、进行曲式的节奏，通过力度强

弱对比和调性变化，唱出了红军战士保卫红

色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坚定决心。这

一旋律贯穿全剧，成为红军战士群体的音乐

形象。《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彭政委与将要

留在瑞金的爱人洪大夫的一段咏叹调、二重

唱，通过两种音乐主题的交织，集中体现了爱

情与信仰、家庭与理想的叙事震撼力与情感

表现力，把催人泪下、生离死别的伤感思绪升

华为“为了胜利，向着未来”的革命豪情。《三

月桃花心中开》，分别以女声合唱、女声独唱、

混声合唱等形式在一、三、六幕中多次出现，

富有地域特色、情感真挚、优美动人的歌声，

表达了红军与根据地百姓之间的鱼水情深。

《告别的时刻就要来临》，一曲既婉转温情又

高亢激昂的咏叹调极具情感力量，表现出红

军战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境

界。歌剧《长征》融入了浪漫主义风格，采用

民族和美声两种唱法来演绎，实现思想性和

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使观众在音乐之美中受

到灵魂触动，实现精神升华。

舞台场景营造是实现歌剧美学追求的重

要环节，舞蹈又是歌剧极具感染力的叙事表

达方式。歌剧《长征》运用舞台空间设计、光

影画面等，拓展舞台的历史纵深，更加形象

立体地呈现故事内容。比如，序曲结束时战

士简洁有力的持枪、齐步、靠脚等动作，目光

炯炯的坚毅神态，传达出练兵杀敌的慷慨之

势；飞夺泸定桥时，渡江的红军排成一列急速

奔跑向前，辅之以背幕上的江水滔滔、铜管乐

与打击乐的激烈碰撞，交相辉映地再现了红

军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增强了舞

台表现力，给观众以生动直观的体验，激发观

众的审美共情。

歌剧《长征》共六幕九场，层层深入，直抵

人心，饱含着革命者坚毅的品格和信仰的力

量，蕴涵着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神韵。诚如

剧中所歌咏的“为了胜利，向着未来”，作品

以伟大历程辉映初心，深刻展现为信仰而奋

斗的崇高精神，鲜明昭示我们必须坚定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谱写更加绚丽的

华章。

题图为史诗歌剧《长征》海报（局部）。

国家大剧院供图

制图：张芳曼 沈亦伶

深情礼赞伟大长征精神
—原创史诗歌剧《长征》评介

安 民

核心阅读

歌剧《长征》通过激扬动
人的音乐、扣人心弦的叙事、
史诗性与时代感相融合的舞
台呈现，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
人和红军将士非凡的智慧和
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情礼赞
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
征精神

作品以富有民族特色和
时代气韵的音乐，准确且自然
地表现出剧情起承转合背后
的情绪、情感、情趣，让人感受
到歌剧艺术的魅力和革命精
神的感召力

长安，西安的古称，闻名世界的古都，古

丝绸之路的起点。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作家朱鸿一直专注于长

安历史文化的书写。他的系列散文《关中踏

梦》《关中是中国的院子》等，“仰以观于天

文，俯以察于地理”，数十载如一日地回望长

安、发掘长安、解读长安、透视长安，将历史、

现实与个人情感熔为一炉，将知识、思想和感

觉 贯 通 起 来 ，形 成 独 具 特 色 的 地 理 文 化 书

写。他的散文集新作《城南》既继承以往风

格，又有新的尝试突破，写出了通达与温暖。

“长安城南是吾乡”，作者生于长安少陵

原，写城南，不仅因为这里是汉唐胜地，也因

为它是作者生命的起点，是他魂牵梦绕的故

乡。他说：“城南有我的故乡，生在此，长在

此，立志在此，并由此出发，入世用事，从而念

念不已。”在《故乡难言》中，他更是深情地写

道：“故乡之于游子从来是慷慨的，它不拒绝

一个人给它增光，它也不嫌弃一个人落魄潦

倒”“少陵原的深厚和奥博，朴素和宁静，总是

消除我的紧张和焦虑”。城南蕴含着他生命

中最重要、最深沉的情感。因而，他的城南书

写不是空泛的记述和抽象的抒情，而是立足

于现实、扎根于大地，吸吮着历史源泉，熔铸

着生命真情与刻骨体验。

长安城南人烟阜盛，“俊得江山助”。这

里是作者的家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一处重

要地标。城南土地肥沃，幽静清丽，终南山

横亘东西。作者从自然地理的视角写城南

的终南山、南五台、翠华山、圭峰山，流连于

天然形胜，在高天白云处抒怀。城南名原星

罗棋布，乐游原、少陵原、神禾塬、白鹿原无不

声名震耳，作者又从人文地理的角度透视它

们的历史沧桑，记述、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在

咏叹历史的同时，表现出自觉的当代意识。

城南川有辋川、樊川、御宿川，池有曲江池、昆

明池，还有灵台、寒窑等名胜古迹。中国文化

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很多故事，是在长安城

南发生展开的，这也构成作者取之不尽的写

作资源。

作者固然眷恋故土，但他的观察和思考

并不拘囿于城南。在《翠华山》《辋川尚静》

《樊川犹美》《曲江萧瑟》等篇什中，他歌咏饱

浸人文历史的自然景观，关注传统文化的传

承转化，也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中华民族的文

化性格和文化精神。这种观照，若是能多一

些比较视野，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会中产生

哲思，相信文本的意蕴会更深刻。

《城南》是一部献给家园故土的作品，蕴

藏着灼热的感情，散发着土地的芬芳，同时也

是一部回望历史文化的作品，努力以真诚的

目光打量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读者进

入作者用情刻画的现实与历史、风土与人情、

山川与风物中，很难不被深深吸引，“长安陌

上无穷树”，“何人不起故园情”！写好这种故

园之情，有待更多岁月的沉淀与文学的提炼。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何人不起故园情”
王鹏程

《城南》：朱鸿著；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