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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赵海忠所著长篇小说《匠者》，以塑造
人物为出发点，通过对乌兰察布一个虚拟的村
庄“杏村”手艺人饮食日常的精雕细刻，描绘出
塞北农村耍手艺人的众生相，着力点落在匠人
们的勤勉又善良、聪明也机巧、多才多艺又极具
求生欲望的性格特质上。相对于西方油画的焦
点透视法，中国画有散点透视一说，比如大名鼎
鼎的《清明上河图》，市井生活长卷，不聚焦一人
一事而人人事事都是重点，落墨描摹精巧细腻，
并不厚此薄彼。《匠者》描摹生活场景刻画人物
性格细致入微，没有贯穿始终的一条叙事线，而
是以一个村落的历史为轴、以生活在杏村里的
各色人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为叙事重点，以笔
为墨，挥毫泼墨出一幅北方乡村的“清明上河
图”。散点透视法叙事策略的运用，让小说完成
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新鲜表达。

一、人物图谱的新鲜呈现
故事从三画匠和七鼓匠的相互轻视斗艺耍

心机开始，从他们的身量长相入手，描绘人物的
艰辛学艺历程。由七鼓匠想拜师学艺被拒绝选
择自学，引出大鼓匠。大鼓匠本是落难到此的
上海籍弱视昆曲演员，他恃才自傲，看不上三画
匠，明里暗里给三画匠小鞋穿；三画匠报复大鼓
匠，怂恿七鼓匠用颜料祸害了鼓匠班子的大部
分乐器，逼迫大鼓匠背水一战，在众人面前展示
了他的唢呐绝技。

因为艺人相轻而逼迫大鼓匠用生命捍卫自
己的手艺人声誉，逼出绝世才华，逼出用旋律展
示情感和思想，所谓的绘情绘志、移情动志，一
段无实物唢呐演奏的描写让人产生联想……大
鼓匠的唢呐技艺不是吹出来的，大鼓匠的唢呐
技艺，又确实是吹出来的。用当地方言理解，前
一个吹，是吹捧的意思；后一个吹，是呈现的意
思。大鼓匠的手艺，杏村周边十里八乡人尽皆
知。大鼓匠的情志得以呈现，是若干年后在上
海老宅建民俗博物院，把杏村人的手艺风貌生
活画卷原貌还原。杏村人善待过大鼓匠，大鼓
匠珍视这一份善良，以一己之力半生光阴全部
家私试图留住杏村匠人们的吃饭家什，其实是
想留住一种生活方式，留住一种民俗文化。大
鼓匠的精、气、神，因拼老命也要应“允诺”而得
以彰显，因尽己所能的“留住”而得以升华。

写三画匠，从他的聪明机巧应对自如开始；
写七鼓匠，从他的痴迷执着自修习艺入手；写大
鼓匠，从他的恃才自傲品行技艺处切入。写其
他各种匠人，皮匠、木匠、裱匠、泥瓦匠，或自修
研磨，或偷艺学技，或明确拜师习艺揽活儿，所
有人都从起心动念起，心之所向，行动随后，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手艺人彼此串联，构建起杏
村匠人们的饮食日常。他们从天南地北四面八
方汇聚到杏村来，谋划出热气腾腾的生活新样
貌。他们忙时务农，闲时耍手艺，是北方农村的
一种别样存在。

二、寻常生活因“匠”而立
杏村匠人们的学艺初衷耍手艺的从业历

史，杏村匠人们之间暗中较劲又相互协作，杏村
匠人们的饮食日常和风土人情，共同构建起杏
村的历史文化生态体系。在杏村，人情世故因
手艺而增减；在杏村，寻常生活因“匠”而立。

从故事层面看，长篇小说《匠者》没有跌宕
起伏贯穿始终的叙事线，作者只是在生活的褶
皱处着力，匠人们的生活印迹，呈现出鲜活生命
跳动的美学轨迹。作者讲故事的方式，采用中
国章回体小说冰糖葫芦串联法，一个人物带出
另一个人物，人物之间的你来我往勾连起一个
村庄的人物群像。

从历史的层面看，村庄的兴衰揭示了岁月
坍塌中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强烈冲击。讲述杏村
匠人们的故事，同时也描绘和人共处的鸡、鸭、
猫、狗、兔、鹅的情绪，以及一朵云的变幻、一棵
树的摇摆、一株花的绽放……

在杏村这个小环境中，无所谓过往，都是过
客。姓牛马杨的匠人，以及鸡飞狗跳猫走兔串，
杏树开花麦浪翻滚，生老病死春华秋实，都是故
事，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貌。

三、区域文化的镜像式传递
杏村人建立起来的世外桃花源在哪儿？在

内蒙古高原乌兰察布市东北部，乌兰哈达火山
附近，在山谷的褶皱处，农牧交界地带。杏村人
宛如从水泥缝里生长出来的野花，环境是逼仄
的，生命体倔强而顽强，水泥缝里生活的杏村
人，依旧能把日子过得生机勃勃。

1、日常生活审美化
杏村人的主食吃什么？本地特产，用莜面

制作的鱼鱼、囤囤、窝窝、饺饺、山药鱼、磨擦擦，
拿糕等。

杏村人用什么？北方农村常规用具犁、耧、
耙、锄、镰，碌碡、碾盘、碾子，脱谷机、风扇、担
杖、桶、水斗等。

杏村人自产自用的“小麦金黄，莜麦银亮，
黍子铜红。”杏村人一年四季的蔬菜，除了土豆
大葱，只有韭菜、胡萝卜、茴子白、蔓菁等可以数
出来的几种。

呈现在上海大鼓匠民俗博物馆里的杏村人
的吃穿用度，让我们看到这一方虽然贫瘠的水
土，依旧能被杏村人调剂出千滋百味。吃喝拉
撒起居用度因匠人们的用情用心，被赋予不一
样的颜色和光彩；贫瘠土地上周而复始的日月
更替，因为作者的精雕细刻，具有了回望岁月后
加上滤镜效果般的审美特质。

2、斑驳地理构造中另类意义上的桃花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1940年逃难落脚到此

的牛马杨三户人家，看中的是杏林；牛马杨三户
人家的后代，刀耕火种，才有了一年又一年的麦

浪翻滚。杏林和杏村，麦田与麦浪，是自然界的
真实存在，也是符号意义上的隐喻和象征。

四、方言土语的幽默化与文人雅语的书卷
气错落交替

呈现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
语言。《匠者》叙事性语言在简明易懂的前提下
少量运用方言土语，人物对话根据人物性格需
要大量使用乌兰察布地方方言，用方言说段子，
用方言展示人物的幽默风趣，再加上地方戏曲
二人台的唱词、呱嘴的参与，让小说打上地域文
化传承者的鲜明印迹。

1.幽默化的方言土语，及生僻读音
《匠者》是一部写人物群像的小说。杏村的

匠人们，各人有各人的技艺，各人有各人的性
格。木匠、石匠、皮匠、裱匠们得以区别开的标
识，一是他们的名字，二是他们的技艺，最主要
的还是他们的性格特点说话方式。

裴特派员杏村视察想吃鹅肉，古车豁子心
疼自家的鹅，想出一个办法，以三枪射击为约。
裴特派员的枪法着实不怎么样，第一枪打旱厕
土墙上，惊吓了如厕的田老汉，提着大裆棉裤跑
出来开骂，第二枪打在鹅与人群之间，打出四射
的土花。第三枪心下慌乱，一边拉枪栓一边射
出子弹，射在自己脚梁面前三五步。

古车豁子的脑回路清奇，裴特派员的行为
怪异，及至他们周边的动物、植物的反应，都鲜
活而有趣。

2.书卷气的文人雅言，及对仗句式
杏村匠人，大都是南来北往滞留于此的异

乡人。有天津知青紫丹，有山西商人沈明忻，有
上海昆曲演员葛源递，他们说起话来，带有明显
的个人特质。描写他们的生活日常，自然会用
符合他们性格特质的文人雅句。这些文人雅句
和方言土语相映成趣，共同构建起《匠者》的语
言风貌。比如，杏村匠人们上海相聚，沈家男人
不能亲自到场，写来一封信，语言文字近似古
体，尽显古朴气象。霍铁捐献工具，也说出一段
文绉绉的词语：“铸铁作锄犁，春耕待秋熟。我
等铁匠，最是体人察物。万物无非我造，异质殊
形皆妙。我这个器物，想让二鼓匠讲讲来历。”

3.地方戏曲：二人台呱嘴、酸曲儿的叙事表意
从小说第一章的明争暗斗起，从二鼓匠的

自拉自唱开始，鼓匠班子的活动贯穿杏村前后，
二人台的旋律曲调纵贯小说始终。鼓匠班子用
戏中戏的方式讲述人物故事，《匠者》对地方文
化的弘扬和传播，担负起一份责任。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承载文化。
《匠者》描绘农村人物群像以手艺人方式呈

现，镜像式展示乌兰察布独特的地域文化风
貌。方言土语的幽默风趣和高度还原，地方戏
曲二人台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中来；沿用中国画
散点透视法，不聚焦一人一事，多人多视角卷轴
画展开方式般塑造人物还原生活场景；让牛马
羊花鸟虫鱼参与到情节推进中来；叙事时的节
制，塑造人物过程中的铺排和张扬……如此种
种，让小说《匠者》呈现出相对新鲜的叙事特质。

节制与张扬
——小说《匠者》的散点透视叙事策略

■刘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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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为纲用“草根演员”做“本”
的内蒙古少儿春晚唱了一台好戏

■江鸿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身处一个“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创新是推动国家、
社会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日常工作需要创
新，学习方法离不开创新，文化宣传、文艺节目
同样与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一台地
区性少儿春晚如何创新？怎样才能与主旋律更
好地融合起来取得预期传播效果？2024年“龙
腾北疆 童心贺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少儿春晚
用“融合化”的做法给出了答案。

纵观整场少儿春晚，没有大明星，没有大舞
台，也没有大宣发，但是导演以贯穿始终的“融”
字为纲，用一个个本真呈现的“草根演员”做

“本”，不仅将这场朴实的春晚打造成了北疆文
化对外传播中的一个亮眼的“闪光点”，更是借
助一个个经典的节目让其成为了边疆省区少儿
文艺晚会的代表性 IP之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台
晚会的质量高低、吸引力大小离不开节目内容、
离不开演员、也离不开节目的表现形式。为了
更好地提升晚会的吸引力，2024“龙腾北疆 童
心贺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少儿春晚采取了“表
现手法融”“内容创意融”“教育理念融”“演出人
员融”的“四融”式做法，以“四融”式做法让人们
在欣赏一个个精彩节目的同时还接受了一次北
疆文化少儿化视角呈现的新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文艺创作不仅要有

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让文艺作品与文化底蕴相融合一直以来都是很
多导演、作家孜孜追求的目标，本次 2024“龙腾
北疆 童心贺岁”少儿春晚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
点。在这台春晚中，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将歌
曲、诗歌、非遗等融于一体的诗歌表演《童韵-元
日》，还可以聆听融入亲情元素的歌曲《写给妈
妈的一封信》，观看融入十四冬热点要素的舞蹈

“冬日梦想”以及融入京剧文化因子的歌舞《京
韵娃娃》，融入中华传统价值观内涵的歌曲《感
恩》……正如歌曲《读唐诗》里所唱到的那样，

“唐诗里有画，唐诗里有歌，唐诗像清泉流进我
心窝”，一个个兼具“文化+节目”的融合化内容
创造，让观众在轻松愉悦中不知不觉享受了一
场文化盛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创作生产的格
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
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
变化。”要想提升文艺作品的传播力就必须顺应
这一变化。在这次“龙腾北疆 童心贺岁”少儿
春晚中，横跨老、中、青、少“四代”，融合式搭配
主持人的形式即很好地契合了节目受众的细分
化心理，达到了既调动起父母亲一辈的童年回
忆，又激发起时下少年儿童参与热情的目的。
除精心搭配主持人外，“呼麦、快板、民族舞、现
代风、动画形象、真人展现、老铁、刚需……”一

系列充满传统经典风又张扬现代美的“传统+现
代”的融合化表现方式不仅让不同年龄段的受
众大饱眼福，而且还有效助推了节目传播效果
的大幅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反映时代是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
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
时代课题。”少儿类节目应怎么反映时代？又
应怎样服务时代？这次 2024“龙腾北疆 童心
贺岁”少儿春晚将一个个从群众中来的节目，
借助一个个“草根演员”的本真表演给出了回
答。在这里，有针对时下教育现象创作的群口
相声《新望子成龙》，有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 意 识 主 线 而 创 作 的 舞 蹈《石 榴 籽 心 连
心》……一个个内化于节目深处且颇具特色的

“严肃+活泼”的融合化教育形式借助儿童视
角，使用儿童方法向观众进行了一场鲜活生动
的“主题教育课”。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小春晚”中也有“大世界”，只要
牢牢把握住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紧扣主旋律，
凸显地方特色这一主脉络，一台少儿春晚同样
能够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抓手”，在这方面，以

“融”为纲用“草根演员”做“本”的内蒙古少儿春
晚为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作出了示范。

韩伟林新出版的散文集取名为《同月之光》，充满诗
意与温情。是啊！历史的天空与我们当下散发着“同月”
的光芒，《同月之光》作者韩伟林以如此柔软的内心叙述
历史、追思历史、感知历史！古今有多少文人墨客以“月”
抒情，或豪情满怀，或淡然从容，而韩伟林却另辟蹊径，以
典雅质朴追问思考历史，吾辈原本同月之光下……是的，
我们何尝不是历史的续写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要以怎
样的行为与文字留给后人？韩伟林在追溯历史的同时、
也发出如此的追问，如何不辜负历史、不辜负当下、也不
辜负未来的哲思。

韩伟林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文化使者，他巧妙运用内
敛克制的语言描述历史，引起读者的兴趣。他重现历史，
却并不生涩；他描绘历史，却不偏颇；他讲述历史，充满了
深情与温度：对人的善意理解，对事物的感性观照，对自
然的扼腕痛惜，对情感的妥帖安放。韩伟林笔下的文字
逻辑性强，又不失美感和深意，是典型的文人创新性笔
法，具有自身独特的语言叙事手法，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
格，又不失风趣，点到为止，拿捏有度，给读者留下了想象
空间，令历史叙述生动起来，似跃然眼前。由此，近而让
人想到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远而想到经典名著《红
楼梦》，都是以独特语言风格使读者回味无穷，感染心灵，
引起思考：对历史有照见，对生命有忧思，对精神有感悟。

韩伟林以诗意的语言描述历史，想象，如意象画，可
见其真挚的情感：“微茫的晨曦之下，清凉依旧，踏着露水
的大队人马从各地源源不断地奔涌到指定的方位。集
结，之后奔向四方。”韩伟林运用温润的语言回望历史，并
似沉浸其中感受那个当下，理解，旁观，时而气势磅礴，时
而情意绵绵。令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物、事件、场景和不
朽的生命意志与拼搏精神变得更加鲜活、生动、丰满，无
论错与对，无论是与非，无论成与败，都那样散发着光芒，
生命的光芒，人性的光芒，历史的光芒！正如在韩伟林

《同月之光》首发分享会上作家斯日古楞谈到：“韩伟林，
从军，有从军的责任；工作，有工作的责任；在家，有家的
责任；文学，有文学的责任。他的文字接地气，不是绣花
腿。”

在其中章节《长长的路》里描写道：“后世的人们总会
一咏三叹，这是历史的山涧激起的灿烂急流，绵绵垂落，
有如一个巨大声响的感叹。……路上的辛劳谁也不会去
在意，路上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奇景无关紧要，只觉
得人生除了笃定的目标就应该这样在路上。感知风，风
吹了过去，感知人生，转眼会是忘却，那么什么会是永
远？”好一个“笃定的目标”，韩伟林以这样宏阔而充满力
量的语言描写一段西征的历史，将历史的烽烟诗化成瑰
丽的过往和深沉的哲思。韩伟林流连于历史，基于热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深深沉醉于这片土地，他将历史
搁置于心头，正如将当代文学放于心头一样，也如石一宁
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
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的这段话，被后世人视为历
史之意义的通行正解。其实这仅是就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而言。而作家的历史书写，不
仅讲述史实，还给历史注入美学的因素，为读者描摹历史的音容笑貌，传导历史的情感温
凉。历史与审美结合，使历史更显魅力，使审美更具深度。阅读出色的历史题材文学作
品，读者在接受历史智慧启迪的同时，还能生发审美的愉悦，这是一种多维的体验。韩伟
林的散文集《同月之光》，堪作如是观。”

无定河，古称生水。作者从河流水源地定边白于
山走到清涧县高杰村镇河口村（无定河汇入黄河处），
展现了无定河流域的自然生态、古堡村镇、传统民居、
民间手艺、民俗风情，将人与河流、过去与现在、个人际
遇与风物景观交相融汇，物我合一。

（据《陕西日报》）

本书作者从强国经济的视角，围绕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路径的核心、根本、关键、国内、国际五个维度切
入，厘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
题，从理论上揭示了经济发展背后蕴含的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据《西安日报》）

《强国经济学》
作者：周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本书是陕西省古
籍整理办公室在普查
陕西全省范围内的碑
刻的基础上，综合选择
拓本形成的成果汇编，
是该办历年收藏拓本
的合集，也是陕西省

“十三五”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重大项目的成
果。该书收录陕西境

内历代碑刻、墓志、摩崖、造像拓本共4000余种9000余幅，相当数量的拓本资料为初
次公布，对历史、文学、艺术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据《陕西日报》）

《陕西碑刻文献集成》
吴敏霞 党斌 王志勇编著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中华书局出版

《生水》
曹洁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