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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
——评内蒙古文学馆“向未来——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

■李悦

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人类
文明的星空中，繁星璀璨，启功先生无疑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颗。

《仁者启功》作者是徐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
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徐
可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幸得识启功先生。当时先生年事已高，
但还带着研究生，有时会给全校学生举办讲座，也曾讲述过书法课。作
者不仅有幸经常目睹先生风采，更幸福的是能够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
对于作者徐可来说，这是上天对他的格外眷顾。离开大学后，徐可又与
启功先生“重续前缘”，并受到先生的信任和爱护，成为先生晚年的一位

“忘年交”。他经常去先生家谈天说地，欣赏先生的诗书画作品，充分感
受到先生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在启功先生去世后，作者深深沉浸在巨
大的悲痛之中，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作者为了怀念启功先生，含泪写
下了这20万字，感情浓郁，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心中的悲痛和思念。到底
是怎样一个人，能让作者为他肝肠寸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让作者想
起那些温馨的日子，想起那撕心裂肺的一刻，泪水一遍遍涌出，心灵一次
次进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即便三十多年过去，人们不但没有忘记启功
先生，对他的思念和崇敬反而与日俱增。让我们怀着敬仰之情，慢慢地
将这岁月的长卷打开。

启功，字元白，亦字元伯，满族人，被称为皇族贵胄，是雍正皇帝的后
代，但家道早衰。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丧妻。一生坎坷，命运多
舛。但几十年来他从未懈怠，他的诗词，书法，绘画上均有骄人成就，有

“诗书画三绝”之誉。也许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的画作取法自然，明净无尘，清净秀
润，耐人寻味。他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书坛独树一
帜，自成一家。被人们誉为“启体”。启功先生是古书画鉴定专家，对古
书画、碑帖的鉴定独具慧眼，见识卓异，造诣很深，几十年来，为整理和保
护国家珍贵文物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站在启功先生墓前》一文中，
作者用简略的文笔描述启功先生的生平成就。作者说，先生一生成就不
是区区数百字所能尽述的。但从这些简介中能看出，启功先生有着怎样
的人生，有着怎样璀璨辉煌的成就。

关于启功先生的种种，说不完，道不尽。
作者笔下的启功先生平易近人，外柔内刚，而且幽默开朗。先生的

书房名为坚净居，先生自号坚净翁。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原
则问题上绝不含糊。几十年来，他不亏操守，为人耿直，不媚上，不趋势，
高尚的道德为人景仰。他有一方古砚，砚铭云:“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
水取其净。”他由这则砚铭而为书斋取名为“坚净居”。石与水为自然造
化，坚与净皆出于天性。这正是他性格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启先生平易近人而且是菩萨心肠。求先生写字的人趋之若鹜，认识
或不认识的，懂不懂书法的，都以能求得他的墨宝为荣，启先生差不多是每
求必应。

启功先生外柔内刚，刚正不阿。如果我们是书法家或是画家，有人假冒我们的作品，可能我们会非
常生气，甚至要打官司。但启功先生却不同，假冒先生的作品充斥于北京文物市场，有的地方还大量批
发。有人劝他打官司，启功先生摇摇头，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与超脱:“屈死不告状。”他说:“有人假冒我的
字，这是我的光荣，说明我的字还值得假冒。”启功先生并非事事都如此随和。凡涉及原则问题，他是非
常认真的。他曾经约见徐可，就是为了宣布一个严肃的决定:从今以后，不在个人收藏的字画上提字！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在假冒的古字画上题字：此系真迹无疑。这件事令他
震惊，气愤。

为什么说启功先生幽默开朗呢？他从小就是“苦出身”，承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不幸遭遇。但启功
先生只是化用了一句童谣“手心手背，狼心狗肺”。先生说他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他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对待名利，荣辱，生死，他一直抱着谦逊，达观的态度。正所谓“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
怀”。人们说启功先生长得像大熊猫。有一次，启先生被病魔缠身，不方便会客，他就在门牌上写到“大
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自信，一种修养，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先生的无
所畏惧，看淡生死，所谓“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其实，启先生是个外幽默、内寂寞的人。先
生说过，欲成大事者，必须耐得住寂寞，在寂寞中寻求生命的真谛。

启先生为人至真。他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抱有一颗热忱的赤子之心。先生为人至善。他对妻子
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对朋友至诚，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细心教诲。先生为人至
坚。这是他的道德操守。先生温柔醇厚，平易近人，实则外柔内刚，外圆内方，刚正不阿 ......先生为人至
净。先生性格洒脱，胸襟旷达，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功名所累。他不
允许自己的人生有半个污点。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能与贤者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
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作者最敬爱的启功先生与世长辞。这对于作者来说如五雷轰顶，对

于热爱启功先生的人们更是沉重打击。作者含泪写回忆文章，完全是为了宣泄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他与
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文章的篇幅有长有短，皆是出于作者的内心，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为什
么作者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他对启先生爱得深沉。

启先生的高尚人品，感动天地。先生走后，悲痛的哭声回荡在北师大校内专设的灵堂内外。人们对
启先生万般不舍。一副副挽联被挂在灵堂外，绵延数百米。此时坐在书前的我，对启先生的离世也感到
有些不舍。因为我年龄较小，孤陋寡闻，之前并没有听过“启功”这个名字，但从作者真情流露的语言文
字中，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老人。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遥望西山，回顾先生传奇般的人生，心绪难平。
启功先生的去世重于泰山，他是一株不老的青松，任凭风吹雨打，依然苍翠碧绿，生机勃勃，傲然挺

立在时间的长流中。
诗思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拥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启功先生不是普通的文化

名人，在作者徐可的字里行间中，整理了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体现了先生的文化价值。
读《仁者启功》，我仿佛面对的就是启功先生，与先生一起谈笑风生。人生如书，有的深刻，有的浅薄，有

的厚重，有的无聊，有的风趣，有的苦涩，有的内涵丰富，有的思想苍白，有的不堪卒读，有的不忍释手，有的
读之无益，有的受益终生。启功先生对于作者来说是一本内涵丰富的书，作者将这本书送给了世界。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启功先生走了，可他没有离开，他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后人心中。他是一棵不
老的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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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笔者有幸观赏了一部高雅
的经典剧目，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阳春白
雪。

《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
祖所作，又名《还魂记》，是昆曲传统保留
剧目。讲述的是杜丽娘梦想自由恋爱、死
而还魂的故事。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戏剧
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因为他
们在创作思想及创作方法上都有相似之
处，都获得了很高的戏剧艺术成就。

“ 冷 雨 幽 窗 不 可 听 ，挑 灯 闲 看 牡 丹
亭”。这绝句出自明代冯小青的《无题》。

说来，笔者和汤显祖也算有缘分——
今年春天，笔者和朋友们在广东一次游玩
时，意外来到牛塘山汤显祖文化览胜公
园，顿时心生敬仰之情。笔者非常认真地
阅读了关于这位戏剧大家的详细介绍，渴
望能观赏他的经典剧目。不曾想平生之
愿得以实现，真是喜从天降！

大幕徐徐拉开，昆曲《牡丹亭》开演。
随着悦耳的旋律响起，剧中扮演杜丽娘的
演员随着优雅的音乐，如同水上漂，轻盈
华丽地登场。剧场顿时响起掌声。这位
演员不论唱功及表演，表现的功力都非常
精湛。她扮相俊美，举手投足拿捏得惟妙
惟肖。我注意到，就一个“兰花指”，随着
剧中的情感变化她会展示出各种不同的
手势姿态。她的唱腔臻于完美，几乎无懈
可击。

笔者感受到剧场悄无声息的宁静，所
有观众都屏住呼吸，生怕错过哪句唱词或
者哪个旋律的微妙变化，就连演员在变换
唱词时所要表现情绪时的微弱呼吸，都可
以让人体会到。所有的观众都跟着剧情
入戏了，可见这部剧的艺术表演魅力非同
一般。

一段唱词的完结，场下观众用热烈的
掌声回敬给演员。

这部剧在偌大的舞台上，四处都是剧
场原有的幕布，干净且清爽，没有任何舞
美雕饰的设计，只是传统的一桌一椅。然

而，却丝毫不影响演员们高水平的表演形
式，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他们用唱
腔、眼神及肢体语言，给观众描摹出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用真情实感表达出来
的意境，有着很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观众
如同身临其境，眼前似乎也真切地看到了
杜丽娘游园时所目睹的风景：梦回莺啭，
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
抛残绣线……

昆曲，有着它独立的声腔系统，有着
固有的格律、板眼。它的唱腔圆润柔美，
悠扬婉转，它的曲调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曲牌体。昆曲的表演及规范完整的组合，
是由歌唱、舞蹈、念白、动作，构成了一套
完整的表演体系，是一种综合水平要求很
高的艺术形式。昆曲乐队主要器乐是由
弦乐、管乐、打击乐，和民族乐器组成，婉
转柔美悠扬的音乐氛围，能使观众深入地
感受到人物内心世界的起伏和波动。昆
曲的舞蹈性也非常重要——柔缓、细腻、
流畅的舞蹈动作，表现出剧中人物内在的
矛盾和纷乱。中国戏曲很多的文学、音
乐、舞蹈、美术，以及表演的身段、程式、乐
队编制都是昆曲艺术中提取出来并加以
成熟和完善的。

《游园》一幕，太多的感慨和唏嘘，从
开场就铺垫了结局。

《惊梦》一幕，表现出爱情的美好，郎
才女貌，是一段天造地设的爱情，其表现
手法与当代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何其
相似。

这段戏扣人心弦，观众跟着一对恋人
的表演及唱腔，将情愫揉进剧中，跟着剧情
一起激动澎湃。在这场剧中，被称为“最忙
昆曲小生”的著名昆曲演员施夏明闪亮登
场。他的出场及表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寻梦》一幕，让观众不由得和杜丽娘
一起牵挂她梦中遇见的挚爱，她独自在花
园深处寻找着所爱的人，可园林不再是她
昨日看到的样子，物是人非，如此凄清，她
的眼里只剩那颗大梅树。

《写真》一幕，“漫道柔情着意关，牡丹

亭畔春梦残……”，所有的美好被粉碎，杜
丽娘为情所困，相思成疾。

《离魂》一幕，“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
断魂心痛”。杜丽娘大病不愈，香消玉殒。

在笔者观摩过的所有剧目中，昆曲
《牡丹亭》堪称戏曲的天花板。

几年前，笔者准备去国家大剧院观摩
这场演出，因故未能成行，一直为之惋惜，
没想到这部经典之作来到家门口，令笔者
一饱眼福。

有些遗憾是笔者想拼尽全力弥补的，
可演员们的演技及唱腔功底，是笔者无法
用笨拙的笔墨表达完整的。这部经典力
作对于提升人们的欣赏水平、陶治艺术情
操、净化精神世界、升华艺术品味，都起到
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归根结底，这都是源于演员们对艺
术、对戏曲的这份无限挚爱和执着坚守，
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
昆曲《牡丹亭》选入展演剧目，令笔者这名
业余编剧受益匪浅，激动不已。能邀请到
如此顶级的艺术团队——江苏省演艺集
团昆剧院，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精神盛
宴，倍感幸运。同时，这也是一次零距离
学习戏曲的好机会，借此提高笔者对戏曲
精品的认知能力。

几百年的昆曲传承，好像就是为《牡
丹亭》而留存，近两小时的表演，让人窥见
了整个昆曲艺术在不平凡的留存和发展
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昆曲带给人们的是高雅的艺术享受，
通过现场观摩，了解了它的艺术内涵，并
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不论对内蒙古
的戏剧编创人员，还是演员及观众，都是
高品位的。

入 夏 以 来 ，内 蒙 古 文 学 馆 推 出《向 未
来—— 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受到
了文学界的热情关注，形成了炎夏当中的一
个热点。

走进此次文学作品展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蒙古马精神的指示。

蒙古马是比喻，是象征，是寓意，是文化
符号。

蒙古马精神既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一个凝
炼表达，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鲜
明标识。

这一次展示的具有“蒙古马精神”的作品
以报告文学为主，其中牛海坤的报告文学《让
世界看见》热情歌颂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
晶莹的感人事迹。女作家刘巧玲所著报告文
学《汉鼎之光》高度赞扬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武汉鼎的真情付出。里快的报告文学

《月光流泻霞光飞》记述了“七一勋章”获得者
廷·巴特尔的平凡坚守。

接着，作家们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巴雅尔，全国先进社区工作
者武荷香，全国建筑行业的“大国工匠”。

著名作家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
色传奇》，把赞美当代英雄人物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峰，他的笔下描述的是全国劳动模范殷
玉珍。“很快，这个东方女人的绿色传奇感动
了中国，感动了世界。现在的井背塘已经成
为中国绿色字典的组成部分，成为世界防治
荒漠化组织和各类绿色组织关注的地方。殷
玉珍也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
八红旗手’‘中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称号。”

这部报告文学感动了许多读者，感动了
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肖亦农为此获得了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

紧随其后，我们从内蒙古文学馆可以读到张
秉毅所创作的报告文学《装点此河山——鄂尔多
斯生态报告》。该文章的主角是获得“全国十
大杰出青年”称号的乌日根达赖。还能读到肖

睿所著报告文学《库布齐与世界》，书中真切地
描绘了全国“三八”绿色奖章获得者王果香。

读者还读到了报告文学《独手焊侠为
国 筑 剑 —— 记 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第
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焊工卢仁峰》的节选，以
及描述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吴云波的
报告文学《玛拉沁艾力之路》的节选。读者从
一些报告文学节选本中读到了全国三八红旗
手及玛、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陶迎春、国家
土木工程最高奖“茅以升奖”获得者韩佳彤，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乌英嘎等人的事迹。

这些有着蒙古马精神的报告文学，激发了
内蒙古作家向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进军。

这其中，有许多作品获得了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吃苦耐劳，一往无
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要大力弘扬蒙
古马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
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在新时代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途中，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书写中国人民伟
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青少年科普故事系列：趣味考古科学故事》是一本
辅助类的课外读物，是一本丰富有趣的考古知识科普读
物。《青少年科普故事系列：趣味考古科学故事》主要以
考古知识为主要元素，为读者提供一个学习考古的平
台，让广大想要自学的读者能够更加有效地吸收考古知
识，从而了解和认识考古工作，有意识地保护文物古
迹。 （据《陕西日报》）

西安交大韩鹏杰教授精研数十年，以魏晋时期天才学
者王弼注解本《道德经》为依据，以独有的“以经解经”特
色，用幽默风趣的讲解方式，带给读者一个立体的《道德
经》，并用形象生动的例子和自身厚重的国学素养，进行逐
章逐句解读，让读者全面了解《道德经》的思想与智慧，感
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时代风采，引领读者感受国学文化的
智慧。 （据《陕西日报》）

《趣味考古科学故事》
周爱农主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漫道柔情着意关 牡丹亭畔悲情断
——评第二十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入选剧目昆曲《牡丹亭》

■李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