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特殊的春晚
——简评2023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审美特色

■李树榕

看了 202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一种“远离疫情”
的舒畅油然而生。亲切，创新，情
怀，让我浮想联翩。

亲亲的年夜味道，洋溢着浓浓
的亲情、爱情和乡情，是这台晚会
的第一个特点。

应该说，主创团队的情感担当
和思想境界，是通过精心选定的
节目体现出来的，有歌曲《过年那
些事》和《稻香里的记忆》，还有小
品《烩菜馆的年夜饭》、歌舞《天上
的云朵》等等。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没有之一。回家与亲人团聚，
是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临近年
底最迫切的期盼。但若为了岗位
责任不能回家，怎么办？男声独
唱《稻香里的记忆》，大白话的歌
词，一句又一句打动着人心：“小
时候，家里最忙的人是老妈，可口
的饭菜谁也不能先动一下。因为
老爸还在稻田里没有回家，让我
去门口等他。”“每个稻花飘香的
季节，总是想家。因为牵挂着稻
田里辛苦的爸妈……”普通百姓亲
历过且能脱口而出的话语，具有
强烈的带入感；通俗歌曲的演唱
方法和接地气的旋律令人感动；
由此，激活了华夏子孙“百善孝为
先”的潜意识里格外重视血缘亲
情的柔暖心域。

那么，能回家过年的人，如何
享 受 天 伦 之 乐 呢 ？ 由 武 燕 妮 编
剧，并与父亲武利平主演的小品

《烩菜馆的年夜饭》，在喜剧色彩
中 ，却 蕴 含 着 对 社 会 问 题 的 思
考。不当“剩女”，怎么“脱单”，是
在大城市打拼的山村青年普遍无
奈的话题。当女儿带着男友回乡
过年时，作为“幸福烩菜馆”老板
的妈妈，最关心的还是女儿的婚
姻。随着充满悬念和误会的矛盾
冲突，一系列夸张诙谐的动作，滑
稽幽默的表情，一语双关的台词，
让 观 众 在 笑 声 中 悟 出 了 一 些 道
理：亲情与乡情是紧密连在一起
的——想家，想妈，同时也是在想
念饭菜里“家和妈妈的味道”。而
漂泊在大城市里的“小人物”，加
班到深夜回到出租屋，最想吃的
就是妈妈做的饭菜。怎样给他们
最实在的温暖，女儿是要通过网
络直播把内蒙古特色的“精烩菜”
介绍出去的。但几十年了，家里
最忌讳的就是年三十吃烩菜，因
为那是母亲的奶奶的忌日。为啥
呢？一段回忆，让观众再一次领
悟到，满桌子的鸡鸭鱼肉和海鲜，
包子饺子油炸糕，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是一辈又一辈勤劳的中
国人民奋斗出来的。我们岁月静
好，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伟大而幸
福的国家里！

情 ，是 亲 亲 的 。 除 了 血 缘 亲
情、地缘乡情，还有爱情啊。一段

歌舞《天上的云朵》，便给了人们
别样的感受，那是相爱的人在大
年三十不能团聚的相思之苦：“绿
色原野青色山坡，蔚蓝天空多辽
阔，想你的时候就唱起牧歌……我
多想化做天上的云朵，和你一起
漂泊。银色月光青色湖泊，圣洁
的湖水多清澈，想你的夜晚就这
样痴痴，望着水中的云朵……”当
歌手呼斯楞把一首广为流传的乌
拉特民歌演绎得深情动人时，我
们突然悟出，过年、团聚，不仅充
满着亲情和乡情的惬意，还应充
溢着爱情的甜蜜。同时，老歌新
唱的意境还告诉观众，什么是百
听不厌的“好歌”，什么是“用一己
真情唤起无数人同感”的经典。

美美的艺术追求，即从新的审
美高度，追求梦境、情境和意境，
是晚会的第二个特点。

当 李 德 戈 景 领 舞 的《万 马 奔
腾》出现在观众眼前时，热烈的掌
声充满期待，希冀看到“奔腾”中
不一样的李德戈景。灯光幽暗的
舞台上，一束光聚焦的是一个蒙
古族汉子的背影，很像雕塑。乐
曲缓缓响起时，没有“万马”的气
势，也没有“奔腾”的激烈，但，我
们却能从他缓缓张开微微颤动的
双臂和“稳如钟”的蹲裆式造型和

“ 此 时 小 动 胜 大 动 ”的 内 在 感 觉
中 ，领 悟 到 默 默 蓄 积 能 量 的 自
信。“太帅了！”观众的感叹声，得
益于电视联欢晚会镜头的充分运
用，也得益于李德戈景的舞蹈一
贯充沛的情感内涵。

于是，我们在《万马奔腾》中感
受到了鲜明的三个层次：自在与
自我、自觉与自信、自豪与自由。
第一，舞者用挺、开、圆为基本动
作的韵律，流露出了只有生活在
辽阔草原上的牧马人才特有的自
在和舒畅与宁静；第二，舞蹈语汇
激变，突然充溢于肢体动作的爆
发力，在节奏加剧的音乐中，“万
马”立刻恣意“奔腾”起来，跃马、
跑马、奔马，仿生的舞蹈动作，反
映出人与马的关系就是人与大自
然 的 关 系 。 只 有 自 觉 地 顺 应 自
然，自信地融合于自然，最终才能
徜 徉 于 绿 海 无 边 的 大 自 然 。 第
三，激烈之后的柔情，是人与马共
享的！因为，比惬意更惬意的是
人与马能融为一体，比奔放更奔
放 的 马 因 人 而“ 骄 ”、人 因 马 而

“傲”的“人马合一”。此刻，情景
交融、虚实相生、雄壮与柔和共生
的意境美，随着视觉与听觉的美
便渗透到了我们心里。

在内蒙古舞蹈史上，顶碗舞、
盅碗舞，都出现过经典之作。那
么，如果把舞蹈《曲·盅·人》里的

“曲”和“盅”通过“人”连接起来，
会出现怎样新颖的“艺境”呢？

手持银色酒盅的美丽女性，身
着深蓝色金丝绒长裙，在美妙、深

邃 的 草 原 之 夜 ，神 秘 地 飘 逸 而
出。随着舞曲的律动，优美的独
舞和群舞不断营造着大气、端庄、
高贵的氛围；长裙中点缀的白色
时隐时现，美轮美奂；演员们双手
挥 动 的 酒 盅 轻 盈 飞 转 ，“ 酒 不 醉
人，人自醉”的憨态，可亲可爱，如
诗如梦，令人陶醉。

深深的家国情怀，在 2023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是
通过诚挚与深情的感念、感怀和感
恩，有力地体现出第三个特点。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的灵
魂是感恩与敬畏。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防

疫 、抗 击 疫 情 ，让 国 家 付 出 了 太
多，无数白衣天使、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也付出了太多。感恩，就
是年夜最崇高的情怀。

说实话，多媒体·情景短剧《北
疆有我》首先吸引人的是新颖的
艺术形式。丈夫在舞台右侧，妻
子在舞台左侧，他们的对话似乎
很近，却又很远。作为人民警察，
他要去沙海戍边，作为新婚妻子
的女警官，她既心疼又难舍。怎
么办？这就是考验。丈夫，毅然
决然地上岗了，妻子呢？当主创
人员用一句熟悉的陌生话：“你守
边，我守你！”道出妻子的心声时，

追随丈夫一同戍边的夫妇相拥在
了一起……这，就是家国情怀！即
把心怀天下的意志和豪情与爱情
亲情融会在一起，由此构成了晚
会最感人的亮点。

“昭君博物院”，是呼和浩特
文 化 旅 游 的 热 点 打 卡 地 。 但 用

“ 音·舞·诗 ”结 合 的 方 式 把 题 为
《昭君》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民
族团结、爱国主义的思想诉求不
言而喻。编导很智慧地为“昭君”
设计了两套服装，随着这两个舞
段，既反映了身为汉女的王昭君

“自请行”和亲的决心和信心，也
在蒙太奇手法中展现了不同的地
域文化，把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

“昭君”塑造得英气、豪气、大气而
高拔。

过年，蕴含着血脉赓续的仪式
感。 在二人转《小拜年》开场后，男
女对唱立刻将东北火辣辣的年夜味
发散开来：“正月里来是新年呀，少
的给老的来拜年呐……”继而，二人
台的《挂红灯》，也是在男女对唱中，
把山药蛋的浓香送到观众心里的：

“正月里来，正月正；欢天喜地挂红
灯……”孰料，此时，一位身着长袍，
肩搭长巾的长者出现。慈眉善目，
文气十足，双手握着二人台的传统
乐器四块瓦，悠然自得地走到台中
央，高超的演奏技巧，沉着稳重的心
态，酷似“闹中取静”。

如上所述，挖掘中华民族优质
的文化资源，是舞蹈《万里茶道·
情韵长》、京剧《玉兔飞天》、歌舞

《吉祥四季》等作品的情感依据和
思 想 依 据 ；而 歌 舞《领 航》、歌 曲

《同心共筑中国梦》，则以“守正创
新”的美学原则，为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的每一个同胞在加油、鼓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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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文评点文评点

分分享阅读享阅读

书法家邓散木先生曾在《邓散木
讲书法》的“开篇词”中讲：“寂寂素
然，朗朗玉振都在阅读的美好里。一
抹青山，几点桃红，流水泛着暖，草庐
里煎着新鲜的叶子，清茗味伴着竹林
薄烟。读书的人在檐下合上书卷，透
过江南，念着塞北归信。曲苑风荷，
松荫叠碧，红鲤潜得深深，浮萍随着
水韵，凉薰过后，唐诗也懒得动。知
了一声入云，山更幽，人愈定……”我
不知道散木先生这段文字是他有所
经历的现实生境描状，还是纯属理想
中的“文人桃花源”，总之，读来颇受
感染，且不免心生向往之念。

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散木
先生笔下那般诗意弥散的生境，以及
与之相适成趣、气息如兰的人文景
观，在当下显然渐趋稀有，抑或正成
为业已远去的恋歌。这是一个视听
为王的时代，人们要面对太多喧闹和
纷扰，太多实利与时尚，太多刺激与
诱惑，所以总是在急匆匆地扫视着什
么，追逐着什么，捕捉着什么，其中极
容易因生存的焦虑和精神的紧张，而
使人心变得粗糙和浮躁。在此情境
中，特别需要有一份清凉，一份宁静，
一份湿润，一份柔软，以使人们在喧
嚣和扰攘之中得到一处心灵的憩息

之所。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必要的

独处与尽可能地涵养宁静并去用心
读书，如，静夜里关闭掉五彩缤纷、颇
为诱人的电视，独步户外晤对星月；
忙里偷闲静坐窗下，沉思遐想或翻检
历史人生的存档，穿越古今，于人类
永存裨益的时空间独处；一张书案，
一盏明灯，开卷细读，于自然感应间
领受奇文佳作中的时雨春风，于诚挚
的投入中把一己生命体验付诸字里
行间。无论读得闲适，还是读得悲
怆，无论读得儿女情长，还是读得正
气浩然，真正的读书，是一种境界，一
种交流，一种养料充沛的情思滋润，
一种由有限通往无限的精神世界的
开垦。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说
的读书，特指读纸质读本，即如邓散
木先生所说的“印在纸上的书”，那种

“翻着有声，有扉页，有笔尖在文字下
的行走，有一声叹息，有拍着膝盖忘
了疼”的书。可以肯定地说，在当下
读书的必要是确定无疑的！

与读书相关，自然即涉及书写，
而这恰恰已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
题，值得注意，也需要讨论。

当下时代，电脑昌兴。它在诸多
方面显示出的神奇魅力，每每令人惊
叹。电脑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物质手
段，在当代人的生活、生产中的积极
作用和意义显而易见，包括中小学生
在内的人们对它的掌握和运用，亦属
顺乎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却依
然固执地认为，不可因此而忽视或舍
弃书写！

我这样说，自然是有一番自认为
立得住的道理的。我们知道，作为文
化方面的许多事体，并非统统只是以
求取某种直接的功利性结果为目的，
而是还要讲求实践过程，以及这过程
中投注身体与心灵的主体性多重体
验。仅就中国汉字而言，它本身即承
载并传递着特有的文化信息，人们在
书写过程中常常可以领悟到文字以
外的意蕴——体会性的实践往往具
有难以估量的可延伸性。所谓一滴
水映照一个世界，小中见大。这是触
摸电脑键盘所难以感觉到，甚至无可
比拟的。至若进入书法艺术的层面
而论，书写的意味则更是难以尽言。

书法艺术求美。笔走龙蛇，墨生
五色，一笔波澜，呼应成势，书者陶

然，视之怡然，于白纸黑字间见出神
韵。书法艺术讲究个体情性。人有
个性，书无同态，细究起来大抵不错
——如同世上无两片相同的树叶一
样，从形体取势到抑扬收放，往往都
与书家的气质、涵养、心境、才情等密
切相关。孔颖达讲：“书者，写其言，
如其意，情得展舒。”书家情性有千差
万别，书法艺术必然多彩多姿。书法
艺术益于营造一种虚灵自在的境
界。于斗室之中，或展纸书写，或捧
帖研读，让宁和怡悦的心融入笔墨之
中。这样，容易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
自由灵动，以至显示出潇洒出尘的风
韵。可以说，所有这些，是虽然设计
高超精密，但超不出软件中有限字体
字号的电脑所无能为力的。

我们知道，在人类生存与发展
过程中，总是有些既古老又现实的
东西留存人间的。譬如人追求自
由、和谐、生趣等方面的情性，大概
在善良的人中是亘古未变的。无论
发生怎样的时运交变，风流水转，潮
涨潮落。人们住进了运用现代建筑
材料造起的气派的高楼，却忘不掉
青山绿野；人们有条件乘坐现代化
的交通工具驰骋，但依然向往林荫
小路间的散步。推而思之，文化艺
术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如此？越是在
某种浪潮成热成势、灼灼诱人的时
候，越需要理性，需要保持一种静观
的固执，以期探趟出始终有利于人
的灵性与生趣自由张扬的途路。在
我看来，文字书写即是最具有长久
传承的生命意味的。

书写的意味
■宋生贵

最近，我区作家韩新平的散文集
《优 雅 的 烟 火》由 远 方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 这 是 他 多 年 发 表 的 散 文 的 结
集。全书分五辑：“岁月沉思”“人生
如戏”“山河留痕”“故乡余味”“军旅
随记”。读后才知道韩新平所写的其
实都是他对往事的回忆。正如他在
书中《优雅的烟火》一文所写：“忽然
回首，自己从戎、从政、从业已经 30 多
年了。这些年，或在营盘青春涤荡，
或在机关谨小慎微，又或在企业上下
奔忙，辛勤、心酸和努力，如昨天的梦
影，随着时间远去。回忆过往，有些
往事依然清晰，有些往事模糊有痕，
有些往事就荡然无存了。这也是无
奈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已
大不如从前。然而，我翻看以前的文
字，一些往事扑面而来，我的岁月在
时空交错中闪现。”原来，韩新平的这
本集子是记忆写作。他把此生难以
忘怀的事物进行自语式表达，用散文
的文体进行承载。他注重表达的人
和事的真实性，唤起他本人的真情实
感 ，引 起 了 读 者 的 感 动 和 思 考 。 例
如，他在《懵懂的流年》一文中写到他
少年时曾被冤枉成小偷，在委屈中，
他 的 母 亲 表 达 了 对 他 人 品 的 信 任 。
我看到这一段时，一下子想起我母亲
对我的理解与信任的往事。沈从文
先生曾说他从来不会写小说，只会写
些回忆。看来当记忆被现代叙事精
神所激活时，往事才成为作家理解存
在真相的最好的解码口。又例如，书
中的《又闻布谷声》启示读者在体悟
生存苦难的同时，也感到生存的乐趣
和希冀；书中《遥远的村落》告诉读者
生命的不自足性可以被简易的方法
消磨；还有《基地荣誉》呈现的是人的
集体共存的一些道德与情感规则。

全书形而上的总主题提升了这本
散文集的整体格调。

韩新平深知文学在勘测人的存在
时，是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这种具
有 想 象 性 、虚 构 性 和 创 造 性 的 艺 术
品，是一种具有某种审美目的的审美
结构，必然要激发某种审美体验，从
而给人以娱乐和教益。

韩新平的语言是优美的，这是他
从事文学的基本功。他用优美的语
言描绘的人物、故事是美的；叙述的
风光、意境是美的；传承的古典诗词
是美的；提到的他欣赏过的国画是美
的；他喜欢唱的呼麦和豫剧是美的；
他经历的友谊、亲情是美的；他品尝
过的孤寂、贫寒是美的；他追求的简
约型的生活方式是美的；他读过的文
学作品是美的；他向往的精神境界是
美的……

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文学艺术品是为某种特别审美目

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
构。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要在文学研
究 中 强 调 作 品 的 美 学 意 义 和 价 值 。
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具有丰富和广
泛的审美价值，必然在自己的审美结
构中包含一种或多种给当代或后世
以高度满足的东西，让读者在阅读中
获得新意和审美快感。用这种观点
去评价韩新平的这本书，是有着较高
的文学性的，可以算是内蒙古散文创
作的新收获。

从这本集子的作品中还能看出韩
新平除了有优美的语言功夫，还在把
控主题、结构布局、选材立意等散文
技巧方面造诣很深。他今后还有潜
力可挖，还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散文创作的新收获
——《优雅的烟火》读后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