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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
坚实的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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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
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

《红楼梦》 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
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
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
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

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
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
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
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
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
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
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

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
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
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
面效应。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
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
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

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
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
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
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
活，用光明驱散黑暗，
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
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
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摘自习近平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让人们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在一望无际的湖南湘西崇山峻岭里，隐藏着一个神
秘的老司城遗址。4年前，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成功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土司王朝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宋、元、明、清，历时 800 多年。记者 10 年前就阅读过
专著《土司王朝》，近日到老司城遗址采访，见到了这本
书的作者向盛福。

今年已经 77 岁高龄的向盛福，人称“老司城活词
典”。他身着土家族传统青布便衣，面容清瘦，两鬓斑
白，精神抖擞。

“老司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的命根子，我
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老司城。”向盛福动情地向记
者说。

儿时，向盛福就痴迷土司王朝的传奇故事。成年
后，通过探访、阅读，并亲眼目睹一批文物古迹湮灭消
失后，他产生了保护土司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站在麒麟山上，举目四望，一群突兀陡立的山从四

面八方蜿蜒而来，把这座昔日的王城深埋在一条几乎与
世隔绝的山谷里。一座静谧的小村庄默默无声地站在那
里，守护着这个盛世王朝往昔的辉煌。

记者到老司城遗址探访发现，土司城内修有9条宽敞
的地下通道，用于排水排污和防洪。一旦战争爆发，通过这
些地下通道，士兵既可如天兵而降，又可随时金蝉脱壳。照
壁上的内外四方各自装有4个孔灯，每个孔灯里都镶嵌着一
颗夜明珠，外面绘的是双凤朝阳，里面绘的是地图。

在向盛福看来，土司王朝兴办学堂、重视教育的举
措，让庞大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理念，对今人仍有
借鉴与启发意义。

2012 年，为了写 《溪州土司制度盛衰轶事》，向盛
福老人用了半年时间对古溪州及湘西有关地方进行实地
采访考察。他的足迹从湖南沅陵县乌宿乡乌宿村、莲花
池村，到湖北来凤县百福司镇漫水、大河、舍米糊等村，再
到永顺县内的颗砂、车坪、万坪、抚志等20多个乡村。有的
村寨，向盛福去了四五次，查阅了彭、王、张、向、田、秦、罗、
付、左、丁、宋等10多个姓氏的家谱。

向盛福还只身一人到北京，去中央民族大学、清华
大学寻找资料、拜访专家。为了收集文物资料，他还购
买了一台照相机，学会了照相。《溪州土司制度盛衰轶
事》一书中共有文物古迹照片120多张。同时，向盛福请

来美术系学生，根据他的记忆，将一批拆除的文物古迹
画下来，编入书中。

向盛福还编写了 《土司王朝》、《溪州土司制度盛衰
轶事》、《老司城民间故事集》 等专著，填补了老司城人
文研究的空白，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2015年7月4日，老司城申遗成功后，游客猛增，向
盛福更忙了。他免费为游客讲解，往往一天讲解3趟，每
趟至少2个小时。向盛福受老司城遗址管理处委托，培训
了讲解员 50多人。向盛福还协助拍摄 《走遍中国》、《揭
秘土司王城》、《老司城探幽》等多部专题片。

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走进老司城，越来越
多的镜头聚焦老司城。
向盛福老人正用他自己
的方式研究、宣传着老
司城。他说，要把生命
的余晖献给老司城。

向盛福：老司城活词典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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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史艳文”
——布袋戏里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严 冰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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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纲在查看布袋戏木偶维护情况。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黄俊雄 （左） 把史艳文传给儿子黄立纲 （右）。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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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中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在北京，古琴的铮铮之音响彻天空，道尽古老文明的辉煌和沧桑；在江苏南

京，昆曲的柔美之音千回百转，低吟浅唱出青年男女的柔情蜜意；在安徽安庆，
黄梅戏的腔调活泼俏皮，一曲《天仙配》唱出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在祖国的宝
岛台湾，布袋戏的吟唱之声慷慨激昂，抑扬顿挫间饱含深沉的家国情怀……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这些传统艺术的传承者们，用自己的人生演绎出一个
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即日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听见中国”，细述这些美丽吟
唱背后的故事。

“乾坤乙定不修功，卦卜将来绝对空。
蹙额连思兼叹息，徒然命运不亨通。”

头戴玉冠、身穿白衣的儒雅侠客脚踏罡
步而来，但见他气宇轩昂，口念诗号的同时
提气抬掌怒喝：“纯阳贯地！”一道耀眼的金
光发出，群雄为之震撼……

这是祖国宝岛台湾金光布袋戏的经典情
节，剧中的白衣秀士名叫史艳文，是风靡台
湾40年的著名英雄形象。

布袋戏，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传承百年
历史的一种民间传统艺术。布袋戏慷慨激昂
的吟唱之声，是美丽的中国声音，饱含家国
情怀，蕴藏着一段感人的传承故事。

在台湾云林，有一个家族历经三代坚守
着这门艺术——黄家。百年岁月，沧海桑
田，黄家创立的金光布袋戏目前传承到了第
三代人黄立纲的手中。

“这么多年来布袋戏已经变得和以前很不
一样了。但是有些东西绝对不会变——忠孝
节义和家国情怀，这就是金光布袋戏的中国
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珍贵基因。”黄立
纲说。

““我认为他也是不甘心我认为他也是不甘心””

“敢问贵客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在下家住云南云州，姓史，名艳文。”
“你是来这里找朋友还是来做生意呢？”
“我是来杭州参拜岳飞岳爷爷的。”
“对对对，咱们中国人，都要参拜岳

飞啊。”
这是1970年，布袋戏电视剧 《云州大儒

侠》 开播时的一段对白。剧中有两个主要角
色：史艳文和藏镜人。故事发生在明朝后
期。一代儒将史艳文率领中原群侠与苗疆战
神藏镜人作战多年。后来，倭寇入侵中原，
史艳文与藏镜人握手言和，联手抗倭，演绎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倭史诗。

布袋戏最早起源于17世纪的福建，后来
流传到台湾。最早的布袋戏又被称作“扁担
戏”。早年间售卖糖果的行脚商，为了讨生
计，挑着担子四处卖糖果。有些行脚商会找
一块布套在手上，讲一个故事把孩子们吸引
过来。故事讲到关键处时，他突然停下对孩
子们说：“你们要买糖果，我才会把故事讲下
去哦。”布袋戏就这样诞生了。

流传到台湾后，布袋戏经历了 3 个阶
段：掌中戏、野台戏和影视剧布袋戏。掌
中戏是传统布袋戏的标准形态，戏偶只有
人的手掌大小，通过手指的屈伸来操作戏
偶。野台戏则是指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
演的布袋戏。

黄立纲的父亲、今年87岁的黄俊雄，是
一位野台戏大师。

“父亲是在野台戏时代走红的。”黄立纲
说，“台湾的野台戏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
跟电影放映的方式类似，但它又是连续剧。
早年间父亲表演的布袋戏，观众很多，场场
爆满。甚至有人在场外卖黄牛票，还有人偷
偷溜进剧场里面看戏。”

然而，黄俊雄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
做出了一个让家人都惊讶的决定：转战电视
荧幕。

“我认为他也是不满现状、不甘心，”黄

立纲说，“一个剧场里面能够待多少人？1000
多人就算了不起了。可是我上电视之后呢？
可能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看啊！所以父
亲当时毅然决然地上了电视。”

1970 年，黄俊雄改编了父亲黄海岱的
《忠孝节义传》，把里面的主角史炎云更名为
史艳文，在台湾的电视台推出了第一部布袋
戏电视剧《云州大儒侠》。当年3月2日，《云
州大儒侠》 首播，在台湾创下了首播收视率
97%的奇迹。

《云州大儒侠》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
巨大轰动。节目开演时，农民不下田，商店
不营业，几乎人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剧。当
时，有小学生在考卷中回答“谁是明朝的民
族英雄”时，答案写史艳文。

那是属于黄俊雄的辉煌时代，戏迷们亲
切地称呼他为“大师”。在布袋戏的演出中，
黄俊雄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拍摄了台湾第一
部布袋戏电影，第一个把掌中戏的小偶换成
1.1 米高的大偶……黄俊雄通过自己的努力，
开启了布袋戏从手工走向专业分工的产业化
运营时代。

“ 创 新 是 为 了 更 好 的 发 展 。” 黄 俊 雄
说，“但是传统我们依然要坚持，忠孝节义
的剧情、闽南语口白的方言，还有布袋戏
的操偶技巧，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
西，不能变。”

““史艳文该怎么办呢史艳文该怎么办呢？”？”

2009年，黄俊雄的小儿子、金光布袋戏
接班人黄立纲犹豫着是否要放弃布袋戏。

在此之前，他经历了自己布袋戏生涯中
最大的一次挫败。

这一年，由黄立纲独立创作、导演并配
制口白 （旁白） 的 《黑白龙狼传》 问世。这
部几乎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作品在发行时遭
遇惨败，彻底击溃了他的信心。

“《黑白龙狼传》其实是被腰斩，原本跟
代理商总共签了 30 集，结果只出了 20 集之
后，就被代理商叫去台中开会。他们告诉我
说接下来不发行了，因为销售量不好，观众
的反应也不够好。”

“我当时是非常生气的，还跟代理商吵
架。”黄立纲说，“但是事后想想很不应该，
因为人家因为我而亏钱。”

《黑白龙狼传》 延续了史艳文和藏镜人
的故事。“史艳文和藏镜人，一个是光，一
个是影。”黄立纲说，“光离不开影，影也
离不开光。”

这部剧的前六集是免费发行的。“即便如
此也被大家骂得很惨！”黄立纲苦笑，“有人
甚至说，黄俊雄的儿子怎么能配音配成这个
德性呢？”

从台中回云林的路上，黄立纲开车漫无
目的地走。“走着走着我就哭了。”黄立纲
说，“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10 年了，我这
么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那个时候我就对
自己说，黄立纲，你注定是没有办法拍布袋
戏的，死了这条心吧。”

2010年，失意的黄立纲转行做起了漂移
赛车手，连续 2 年横扫台湾漂移赛冠军之
位。“那个感觉跟布袋戏是天壤之别。开赛车
的时候，你投入了多少的努力，你就能得到
多少的掌声。布袋戏是你投入了多少的努

力，甚至把生命给了他，你什么都没得到还
被骂。”在赛车中找到自信的黄立纲一度认
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赛车手。但是他的
内心依然纠结。“不晓得为什么，每次在得
到很高荣誉的时候，就又想到了布袋戏这
件事情。”

2011年初，黄俊雄开始了史艳文故事的
百场巡回演出，黄立纲去给父亲帮忙。

“因为那时候刚好过年，天气蛮冷的，
父亲在外场讲口白，身影很孤单。那个也是
我从小到大对父亲最熟悉的记忆，我永远是
在那样的角度看着他。透过他的背影看到台
下 所 有 的 戏 迷 笑 口 大 开 、 全 神 贯 注 地 看
戏。”黄立纲说，“在那时候，我突然问自
己，我真的要放弃布袋戏吗？我真的要放弃
史艳文吗？如果有一天父亲离开了，史艳文
怎么办呢？”

““他们会成为一家人他们会成为一家人””

2011年在台北的一次演出，成为黄立纲
布袋戏生涯的转折点。

当时，在台北大剧院，史艳文和藏镜人
的故事新篇 《决战时刻》 上演了。这是一场
关于史艳文和藏镜人数十年恩怨情仇结局的
演出。《决战时刻》 讲出了黄俊雄 40 年前创
造史艳文和藏镜人时想表现却没有表现出来
的故事——对抗多年的史艳文和藏镜人竟然
是一对孪生兄弟。

“以前的史艳文和藏镜人一直是对抗的存
在。”黄立纲说，“直到大师给我看了这个最
初的人物设定之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真是
非常美。”

“史艳文和藏镜人是双生子，不同的家庭
环境、不同的民俗风情造就了不同的两个
人。”黄立纲说，“在我们的剧情中，史艳文
和藏镜人最终会兄弟相认，理解彼此，成为
一家人。”

《决战时刻》演出之前，公演的消息就已

经引发了轰动。许多黄俊雄的老戏迷慕名而
来，大家都想看看史艳文和藏镜人的结局究
竟如何。

“当时的票价相当于 200 元人民币。”黄
立纲说，“但是有戏迷在剧场外举着牌子说，
愿意用3倍的价格换一张票。”

然而台北剧场演出前夕，黄俊雄突然
宣布身体不适，委托儿子黄立纲替自己演
完这场戏。黄立纲非常紧张：“那一次就像
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老婆要生小孩子的
感觉一样。”

带着戏迷们的期待、过去失败的阴影以
及对演出结果难以预测的忐忑心情，黄立纲
上场了。

“演戏的人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那就是
不管在表演之前有任何的紧张，上了台一拿
上麦克风，一切就都消失了。你全神贯注，
心中只有戏。”

公演持续了 4天，那是黄立纲人
生中最开心的 4 天。“因为获得的评
价全部是好的。观众在现场看到哭，
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在掉眼
泪。大家看完出来之后侃侃而谈，一
直在讨论着剧情。”

黄立纲激动地说：“兄弟相认之
后深情的呐喊声感动了很多人，甚至
现场有听不懂闽南语的外国音乐人，
都被这深沉的情感所震撼，在演出之
后找到我，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十年磨一剑，然后一鸣惊人。
演出结束后，在半夜12点赶回家的黄立

纲发现，老父亲默默站在门口，为他鸣放鞭
炮庆祝。

在响亮的鞭炮声中，黄立纲的眼眶湿
润了。

黄立纲从此正式接手金光布袋戏，开创
了属于自己的布袋戏时代。在他的剧情中，
有计谋超群的智斗、气壮山河的武打、百转
愁思的爱情，也有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在
坚守忠孝节义这一传统的同时，黄立纲对父
亲的布袋戏进行了创新，不但将说唱引入其

中，而且还采用了好莱坞式的影像叙事方法
进行故事展现。

“金光布袋戏节奏是国际化的，但是骨子
里流的还是中国人的血液。”黄立纲说，“我
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不同时代的人都能看到
不同时代的史艳文！”

2018年10月，黄俊雄在本报记者面前第
一次向社会公布黄立纲为自己的正式接班
人。“以前他放弃了布袋戏，我一直很担
心，”黄俊雄说，“我担心下一代没人接班。
现在他回来了，真好，终于有人能接班了。
我也终于可以退休了，我很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