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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对称与不对称之间
——读刘秉政小说《潮白河边的女人》

■梁悦玲

新新书架书架

作者以严谨考据和散文笔法，聚焦多
位中国共产党人同鲁迅的交往，展示他们
在精神上的相知与相通。

（据《人民日报》）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阎晶明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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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丁子拉姆》新歌发布面世，听之如置身圣洁的
雪域高原般宏阔辽远，也如走进藏区高原饮了甘甜泉水
般沁人心脾。笔者探访了几位主创人员，带领大家走近

《丁子拉姆》的台前幕后，分享艺术家们的创作心得。
三十年初心如磐，歌曲半生音乐梦

“音乐是我的生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丁
子拉姆》曲作者李晓东如是说。这个生长于内蒙古西
部的汉子，外型彪悍，却将一腔柔情倾注于歌唱和创
作音乐上，三十年初心如磐，三十年在音乐世界里徜
徉，他的执着精神令人感佩。李晓东于上世纪末考入
中央音乐学院声乐专业学习，从西部小县城怀揣音乐
梦想踏入最高音乐学府，他尽情沉浸于音乐里甘之若
饴，为了生计开始学做生意，来供养他的音乐梦想，三
十年来无论生意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没有放弃歌唱
和音乐创作。从 2000年开始至今创作百余首原创歌
曲，如《草原是我回归的故乡》《永远的额吉》《心中的
草原》，还有呼和浩特市“五个一工程奖”2019年创作
奖《沙坝精神》等等。2014 年，李晓东随中国舞蹈家
协会去西藏采风，因一路上艺术家们感慨于西藏独特
的人文地貌，遂载歌载舞抒发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
而李晓东是随团唯一的专业歌手，他承担起采风演出
任务，感触颇深，一路激情高歌，随之也生发创作灵
感，顺手在一枚小纸盒上创作写下了《丁子拉姆》的旋
律音符。旋律充满鲜明的地域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民
族风情，散发着庄重浑厚深沉而舒展的韵味，特别是
序曲部分李晓东亲自担纲演唱，松弛感、畅意感，聆听
后似瞬间使人静下来，淡然而自若，治愈人心，抚慰情
感。大美焉然！

二十余次进甘南，词意旷达咏村庄
《丁子拉姆》的词作者是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师、诗

人安雷，他近十年 20余次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扎尕那代巴村采风体验生活，安雷和那里的藏民成为

了朋友，成为了家人，也成为他创作《丁子拉姆》的创作
素材和情感源泉。在一次不经意的自驾旅行中，安雷
和朋友们经过代巴村，听人讲这个村子很美很有特色，
安雷没想到这一次回眸，成就了他与代巴村的情缘。
扎尕那代巴村山水如画、诗意天然，相对闭塞，仅仅居
住着 40余户人家，安雷深深为之沉醉，并很快和村民
们熟识起来，被村民们的纯朴、热情所感染，更为那里
单纯质朴的孩子们所打动，安雷和他们一起打篮球做
游戏，听他们唱藏歌，看他们跳锅庄。如歌中唱道：“你
笑起来的样子很漂亮/红红的脸颊如太阳/你顿着毡靴
扬起长袖/跳着好看的锅庄/天上的高原像你圣洁眼眸/
纯洁吉祥/那是你绿色的牧场/蓝色小花悄然开放/你高
举一碗酥油茶/洒向蓝天化作河水流淌……”安雷将一
幅代巴村的画面勾勒得天然浑成，浮现于听者眼前并
沉醉其中。

自从第一次去过代巴村，安雷就经常想念那里的
藏民和那里的朴素民风，于是他决定每年去一次代巴
村，后来甚至一年去两三次代巴村，近十年去了 20余
次。安雷给孩子们带去篮球、运动服、好吃的，孩子们
亲切地称呼他“雷叔叔”，大人们热情地邀他去家里吃
饭，像家人一样。歌曲《丁子拉姆》原型就是村子里一
位很可爱的藏族女孩名叫“丁子拉姆”，藏语“拉姆”是
仙女的意思。安雷以“丁子拉姆”代替这个村子里可
爱的孩子们，写下歌词，抒发情感，描摹纯真自然的群
像，从而使作品不仅富予浪漫纯粹的美感，也确定了
作品风格内涵的定位。“丁子拉姆”代表纯真质朴，“丁
子拉姆”喻示友善勤奋，“丁子拉姆”是爱，是阳光，是
人间四月天。安雷以美好柔软的心灵去审美、洞见
美，从而创作美。他于生活中捕捉到了这样的真善
美，并把他们写成歌词传递真善美。他欣喜地甚而骄
傲地告诉笔者：丁子拉姆已经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大人
了，她考上了甘肃省天水师范学院。

103遍精心打磨，师徒合力天然去雕饰
歌曲《丁子拉姆》主歌副歌部分是由 11岁小歌手

呼和图力嘎演唱的，他的演唱极富灵性，声音干净如清
泉，自然流淌，娓娓道来。在《丁子拉姆》新歌发布会
上，呼和图力嘎分享发言说，感觉这首歌就是为他而
做，似曾相识，和自己有特别亲近舒适的感觉。担任编
曲录音的是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歌唱家包
巴特尔，也是呼和图力嘎的老师。包巴特尔介绍，《丁
子拉姆》的录制过程很艰难，学生呼和图力嘎总共唱了
103遍，因为包巴特尔对音乐表达很严苛，他一直在寻
找一种最为纯粹并贴合该曲音乐风格的表达，最终他
选取其中的感觉最好的一遍，选取一气呵成的整首歌
曲唱段，而不是去拼接组合，天然去雕饰，小歌手呼和
图力嘎以他空灵纯净的声音感染了听者，并有回旋耳
畔余音绕梁之感。

在此，笔者期待《丁子拉姆》广泛传唱，也期待《丁子
拉姆》音乐电视早日筹拍面世。

（作者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有人说，亭是中
国建筑物中无实用价
值却又最为奇妙的空
间。确实，亭子是中
国文人独属的小巧建
筑，也是中国古代建
筑中形制与功能保留
最为完整的建筑类型
之一。亭以有顶无墙
为基本特征，造型变
化多样。明代造园家
计成在我国第一本园
林艺术理论专著《园
冶》中写道：“（亭）造
式无定，自三角、四
角、五角、梅花、六角、
横圭、八角至十字，随
意合宜则制。”亭的功
能、造型，随着时代的
更迭而不断变化。

《说文解字》释
“亭”：“民所安定也。”
汉代刘熙《释名》以

“停”训“亭”，认为亭
是人停歇聚集的场
所。亭子出现的时间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
期，最初用于军事防
御，因需容纳士兵宿
营生活起居，早期的
亭建筑体积较大且多
建 在 高 处 ，形 似 堡
垒。亭子依功能分为

“旗亭”“市亭”“都亭”
等。亭还是秦代地方
一级行政区划，汉高
祖刘邦早年就是沛县泗水“亭长”，相当于村一级行政长官。

设置在交通要道的亭，效同驿站，作邮递、停歇之用，亦称
“邮亭”“驿亭”，或“亭传”。

汉代之后，官用驿站“亭传”逐渐被更为常见的“路亭”取
代。民间交通要道、村口或路旁均设亭，江边也设渡亭，以备旅
人停歇之用，或是作别亲友、迎接宾客的特定场所。南京市栖
霞区幕府山东北角，坐落着“万里长江第一矶”的燕子矶，是古
代的重要渡口，此处有名亭矶顶亭。康熙、乾隆下江南均泊舟
于此，在此亭中观金陵盛景“燕矶夕照”，乾隆还在此题书“夜晚
登临，水月皓白，澄江如练”。

早期亭子是四方形木构建筑，常以草或瓦为顶。随着时代
发展，亭子的形式与构造，依据功能和周围环境需求变得复杂
多样。亭子从双层、由高台为基的近似于楼的建筑群组，转变
为单层单体建筑。

园林与皇家苑囿的亭或有围栏或窗，可供居住或宴请宾客
之用。亭的建造材料多取茅、竹、木、石。苏州拙政园尚存之前
主人所建造茅亭，在山水花园众亭中傲然独立，表达园主淡泊
之志。

亭可建于竹林，亦可在山巅，位置依据地势环境灵活选
择。《园冶》中写道：“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者。惟
榭只隐花间，亭胡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颠，或翠筠茂密之
阿，苍松蟠郁之麓。”

魏晋至隋唐，亭子的建造数量激增，一度达到了“无园不
亭、无亭不园”的程度。据《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记载，最早
在园林中出现亭是北魏时期，此时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佛教盛
行，文人雅士向往自然，寻求心灵解脱，产生了返璞归真的思
想。隋唐后亭子的发展，极大拓展了这一建筑的空间功能。《宋
史·地理志》中所记载，宋徽宗“叠石为山，凿池为海，作石梁以
升山亭，筑土岗以植杏林”。在皇家趣味影响下，士大夫群起效
仿，建造了众多的园林景观。

文人士大夫逐渐参与到园林的修建当中，亭卸下防御与驿
站的实用功能，开始转向供人来往停歇、观赏游玩的精神功
能。与陂渚、江河、竹林、枯石相结合，增加了亭子的社交礼仪、
宴饮游赏的功能。由此，亭子开始成为中国文人与雅集文化的
建筑符号。

由文人、画师参与的园林，主要是为了放松身心而建，此时
的亭子建筑多负载风雅之意，供文人士大夫游赏赋诗之用。白
居易《闲居自题》诗中云：“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
喧，渺有江湖趣。”在他的洛阳履道里别业，修建有中岛亭、琴
亭，他命乐童于中岛亭中奏乐，极尽风雅。

自宋代起，商贾或官宦常邀请好友、文人、画师于亭中雅
聚，作饮酒、和诗、品茗、抚琴的风雅活动。在《亭引》中记载了
晋代到近现代亭记约124篇，其中就有王羲之《兰亭集序》，欧阳
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苏轼《放鹤亭记》等。刺史欧阳修与
民同乐：“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
与滁人往游其间。”亭成为他表达人生追求、人格志向的物象。
亭记描述的内容已远超建筑物本身。亭子的存在不仅是为观
景、停歇、雅集，文人的喜好与情感，也让亭子逐渐成为一种显
著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山水画中，亭子是文人雅士寄托情怀的载体，是营
造画面意境的符号。山水画中点景亭子多为独立建筑，与远
山、幽林、小桥及浩渺湖水相环绕。如李公麟、文徵明等人以王
羲之兰亭集会为精神内涵所作《兰亭修禊图》，北宋赵士雷《荷
亭消暑图》，明代沈周《东庄图》《容膝斋图》，清代石涛笔下山水
图中的水边空亭，以及清费丹旭《湖亭雅集图》等。

费丹旭《湖亭雅集图》以近处大量留白来突出视觉中心，即
雅集之亭与亭内所发生的事，亭内可见共5人，根据题跋，画中
一人为亭中雅集的召集者、官至广西知府的黄子湘，还包括画
家费丹旭本人，其友康甫、秋韶、滋伯等。他们有人凭栏、交谈，
或三两相对沉浸式观景，亭外桥面一童子怀抱物品而行，似乎
在给亭中之人送玩赏的书画或家藏之物。据明万刊《杭州府
志》记录，当时杭州士大夫常“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诗，
优游自如”。

画中之“亭”看似是实在的建筑，实则是文人的精神栖息之
所。清代石涛山水图册中存在大量空置的亭子。浮萍、枯石、
浩渺湖水围绕下的一座孤亭，成为文人安顿心灵的一片空间。

古人爱亭，在于亭子可作为人与自然沟通交流的媒介，其
顶为天，基为地，柱似人，人入亭便与自然成为有机体。亭中人
乐于其中进行交游活动、驻足远眺。亭子独特的建筑结构和开
阔的视野，扩大了驻足之人的情感空间，让人在有限的空间里
容易对宇宙的无限生发出丰富的联想。游览者置身其中，做的
是精神的“远行”。

（据《光明日报》）

盛夏的傍晚，收到刘秉政老师的中短
篇小说集《对称轴》。打开包装，孩子看到
书的封面问我，这本书是不是和《三体》的
风格相似？定睛仔细一看，明暗不同的几
种蓝色渐变构成了一幅意蕴深邃的画面，
颇有科幻小说的神秘和玄奥之感。因为
之前就拜读过小说《爱情实验》和《对称轴》
的电子版，因此可以大略猜测出作者这部
集子的题材和风格。

与刘秉政老师不曾相识的很久之前，
就读过他的散文代表作《后园》。后来，陆
续欣赏到他给几位艺术家撰写的评论文
章，对其老到且富于哲思的文风印象颇
深。全面领略作者的文字，这是第一次。

《对称轴》这部集子共收纳十三部作品，充
满隐喻之意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技法，被作
者浓墨重彩地运用到了多篇小说的创作
里。作者在讲述他营造故事的过程中，引
入诸多超自然因素，幻想、梦境等情节出
现于小说情节里，因而故事时序关系常被
打乱，故事叙述富于跳跃性，诸多人物及
场面带有象征色彩，突显出其鲜明的个人
写作特点。而在这十余篇文章中，我格外
关注了《潮白河边的女人》——这篇与其
他小说风格迥然的作品。

中篇小说《潮白河边的女人》，是这部
集子中唯一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正
如作者在其洋洋洒洒的创作谈中提到，这
篇小说是他目前呈现给家乡的唯一一部
作品。关于故乡，关于故乡的性格，作为
读者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想表达、能表达
的有很多。那片被潮白河穿流而过的土
地，曾经滋养也无限放大了一位少年敏感
纯粹的文学心。当远离它近三十年的作
者回望这片土地时，它之于作者，想必亦
如商州故地之于贾平凹，“三姓村”之于阎
连科，胶东高密之于莫言。故乡辽阔厚
重，不断为作者汹涌着创作的灵感，同时
它也充斥着令作者忧思喟叹的复杂气
息。而基于故乡性格风貌鲜活生动起来
的《潮白河边的女人》，便是那片土地上女
性群体坚韧不屈性格的艺术展现，更是作
者以成熟客观的眼光对少年时便远离之
的故土一次批判性的回望。

小说以潮白河边一个村庄的两位中
年女性蕙兰与桃花为主人公，分别却又不
可割裂地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命运故事。
吃苦耐劳、好强坚韧的蕙兰，硬生生用“能
消化得了石头的肚肠”消化了儿媳多年的
跋扈不肖，却不能接受斜眼二儿子二明可

能沦为大龄光棍儿汉的现实。为此，这位
淳朴善良、恪守孝道的传统女性不惜背负
起毒死瘫痪婆母的罪名。相对于隐忍的
传统女性蕙兰，同村的另一位女性桃花的
形象则分外鲜活而具有个性。为了孤儿
寡母在村人面前活得“高贵“”体面”，这个
伶牙俐齿、不落凡流的寡妇可以酣畅淋漓
唾骂好色无耻的村主任狗旺，却也同样为
了儿子能够以一名正式的教师身份娶妻
成婚，不得不主动委身于那个曾经垂涎她
美色的下流男人。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
的境遇，但是潮白河畔的女人们却一致把
扶持儿孙娶妻成家、绵延子嗣奉为她们毕
生的人生信念与至高理想。当然，小说中
的这个群体也包含了服毒自杀的蕙兰婆
婆，甚至那个新过门的媳妇儿如花。而她
们的这一信念和理想，最终导致这个女性
群体走向命运悲剧。

几位女性先后成为这种农耕文化下
绵延了几千年的固有传统观念的牺牲
品，却从没有想过采取什么方式方法与
之抗争。蕙兰直至精神分裂彻底疯掉，
仍把二明娶不到媳妇儿的原因归结于城
里没有置办楼房，进而执着于此。蕙兰
的知心姐妹，那个曾经心高气傲的寡妇
桃花，在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取儿子的
正式工作、顺利迎娶了如意儿媳后，面对
蕙兰的疯态，她生出的是感同身受的无
尽怜惜，并承诺给二明在城里买房的钱
她会资助一半。那份掷地有声的承诺、
那份自顾不暇的豪爽，竟瞬间刻画出一
个社会底层农妇的几多悲壮、几多悲凉，
进而丰润高大了中国小说长廊中一个独
特的寡妇形象。历经生活的蹂躏磋磨，
依然勇毅向前、坚韧生存，这不仅是潮白
河畔女人的性格，同时也象征了那片土

地上可歌可泣的性格本色。潮白河畔女
人们的故事，也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故
事。这些曾经年轻过、美丽过的女人们，
日日在艰辛的劳作与麻木的隐忍中穿
梭，穷其一生，只为生存、为子孙造福，最
终成为“生活的烈士”。

作家贾平凹曾说，“任何文学和艺术
不是麻痹思想的娱乐消遣，它是人类精神
世界向未知领域突进的先声，是人类中最
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作者
可谓敏感地捕捉了幼年时记忆中故乡的
人物、故事进行回溯加工，站在潮白河畔
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人性进行描摹、追
问、反思，让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年代、那个
环境里人们的思想认识与生存样态。

读完《潮白河边的女人》以及集子的
全部文字，作者经年的文学基本工训练和
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扑面而
来。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文字的主人
是一名思想不断向内生发、表达敏锐向外
延伸探索的写作者。通过这些文字，作者
完成他探索时代、探索社会、探索文化与
人的精神世界之间的深层联系的实践；通
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深彻感知作者哲思
为魂、深情作墨、笔耕不辍的文学理想和
文学行动。

收录《潮白河边的女人》这篇小说集
取名《对称轴》，不少评论家包括作者本人
都认为这个书名与内容恰如其分。我想，
对称的应该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字书写
构建的玄玄世界，不对称的是现实生活的
庸常与作者付之于文学理想的坚定和纯
粹。想必作者的付出更多一些吧，否则哪
来这些可以让我们流连感动的文字。

（作者为呼和浩特文化艺术研究院编
剧）

该书是著名作家王蒙最新小说集，收入《蔷
薇蔷薇处处开》《艺术人季老六 A 狂想曲》两
则。前者回忆 1985年中国作家团访问德国的
旧事，从而引出叙事者对“鸣鸣”“翩翩”“端端”
等众多作家生平故事的概述和感慨；后者回望
40年前，新时期文学群星闪耀之时，作家们各
具风采、各领风骚的盛况，令人百感交集。

（据《西安日报》）

《蔷薇蔷薇处处开》
作者：王蒙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圣洁眼眸的顾盼 千转百回中生姿
———新歌《丁子拉姆》品评

■张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