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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构成文本的最细密最基础的质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把诗歌、散

文、戏剧、小说等文学创作比之为建筑高楼大厦，那末，文章
的主题相当于楼宇的用途，结构相当于楼宇的形体框架、四
梁八柱，文章的风骨风格相当于潜隐于建筑物内核中的钢
筋、木石，而语言就是凝结成混凝土和砖瓦的水滴、沙石和
水泥。正是这些细密的、琐碎的东西，按照建筑师——作家
的意图和调遣，默默地凝结在那里，营构成一座座风雨不动
安如山的摩天大楼和华美大厦。而水泥的标号、沙石的质
地、水的纯度和温度，直接决定着楼宇的质量。

话到此处，我们有必要重提关汉卿，重温他的千古不
朽的《窦娥冤》。

《窦娥冤》是关汉卿根据东汉的民间传说“东海孝妇”
创作的杂剧，剧中的窦娥原名窦端云，乃是东楚州读书人
窦天章的独生女。窦天章虽才志不凡却苦于贫穷，想进
京赶考但拿不起盘缠，又兼妻子早逝，只好独自拉扯女儿
穷苦度日。窦天章向寡妇蔡婆婆借了纹银20两，待小端
云7岁时，连本带利已经涨到40两。蔡婆婆知道窦天章
无力偿还，便提出让端云给她8岁的儿子当童养媳，不仅
抵消窦家欠她的40两纹银，而且甘愿再拿出10两银子给
窦天章，让其作为上京赶考的路费。窦天章为了考取功
名，只好答应。而蔡婆婆收养端云后便为其改名窦娥，并
迁居山阳县。等窦娥长到 17 岁时，便过了门。不幸的
是，两年后丈夫就去世。从此，蔡婆婆和窦娥都成了寡
妇，同病相怜，相依为命，相处如母女。

一日，蔡婆婆到城外向一个行医的江湖郎中赛卢医
索债。赛借她10两银子，本息相加应还20两。赛卢医无
力还债，便起杀人赖债的歹心。他谎称出门找银两，把赛
婆婆骗到一个树林中，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套住蔡婆婆
的脖子，想要勒死她。不想，被林中窜出来的流氓无赖张
驴儿父子救下。张家父子俩得知蔡家婆媳是一对寡妇，
便向蔡婆婆提出两两相配组合家庭的无理要求。不然，
就要用刚才的这根绳子真的把她勒死，再嫁祸于赛卢
医。蔡婆婆无奈，只好屈从。蔡婆婆的屈从当然受到了
窦娥的抵制。张驴儿另起歹心，想着只要整死老的留下
小的，便不愁窦娥不从。于是便找到赛卢医，逼他配制毒
药。赛卢医忌惮对方手中抓着他的那个把柄，只好答
应。这边的蔡婆婆连遭赛卢医和张驴儿父子的惊吓威
逼，心生郁闷，一病不起。几日茶饭不思，只想喝碗羊肚
汤。窦娥便加心在意做了一碗羊肚汤，端到婆婆面前。
怀揣毒药的张驴儿谎称要窦娥到灶间拿醋将其支开，趁
势将一包毒药撒入汤中慌忙离开。谁知蔡婆婆顿觉一阵
恶心，一点儿也吃不下去，便让一旁的张老儿吃。张老儿
几口吞下，一会儿便命归西天。张驴儿反咬一口，认定是
窦娥毒死了父亲，窦娥则坚信天下自有公道。没想到张
驴儿将窦娥告到太守府，并行贿太守。贪官太守对窦娥
施以重刑，窦娥宁死不服。太守无奈，又要给蔡婆婆用
刑。窦娥恐婆婆年老体衰经不住重刑，最后屈打成招，含
冤认罪，被判死刑。

坚信天下自有公理结果得此恶报的窦娥临刑前发下
3个誓愿，以反证自己的清白：血溅白绫、六月飞雪、大旱
三年。她死后，如上誓愿一一应验。

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他出
巡路过山阳县，得知女儿遭遇奇冤，遂升堂审案，冤案大
白。张驴儿和太守被判死刑，赛卢医发配充军。刚一宣
判，天降大雨，冤案得以昭雪。

《窦娥冤》是有着“元曲四大家”之首美誉的元代戏曲
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它一经诞生便好评如潮。有人赞誉
它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巅峰之作。大学者王国维在《宋元
戏曲史》中更盛赞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也”。笔者认为，《窦娥冤》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人民性，
关汉卿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剧作家！人民的代言人！他的

《窦娥冤》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呜呼，历史是混沌的，请问，漫漫青史，堂堂华夏，百代

千秋，有过多少窦娥，都昭雪了吗？又有过多少张驴儿、张
老儿、赛卢医和贪赃枉法泯灭良知的“太守”，都到该去的
地方去了吗？对恶棍和贪官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发人深省的是，窦娥的冤案是由亲生父亲窦天章亲
自审判才得以昭雪的，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窦天章而
换作李天章、王天章呢？或者，窦天章没有高中状元而是
赶考失利名落孙山了呢？窦娥之冤是不是要永远深埋在
历史的尘埃中呢？

痛定思痛，我们由《窦娥冤》的人民性、思想性自然而
然想到了它的艺术性，又由它的艺术性首当其冲地想到
了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文字是所有文本的显象性载体。
是一切文学艺术作用于受众感官和意念的重要媒介。

请欣赏就要做屈死鬼的窦娥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唱
段：

有日月朝暮悬，
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
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雷霆万钧振聋发聩的千秋一喊，喊出了堵在百姓

心头的万古不平，这如刀似剑锋利无比的平民化语言，在
思想性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了难以言说的深度和高度。
这种语言与那些“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吟派”诗
人判然有别，也与那些成天价钻在故纸堆和所谓学术性
新潮语汇里寻章摘句东拼西凑进而故作高深借以唬人的

“新八股派”雅士们判然有别。这是饱蘸着血泪和泥土气
息的正义的呼喊，这是掷向社会丑恶事物的匕首和投枪，
这是紧贴地皮从生活的沃壤中直接冒出来的元气淋漓笑
傲风雨泼悍壮硕的仙人拳、木棉树和红杜鹃。

的确，剧本的文学性，尤其是唱词的文学性，直接决定
着戏剧的高下成败。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影响较大的二
人台经典剧目，从《走西口》《五哥放羊》《挂红灯》《打樱桃》
到《打金钱》《十对花》《卖碗》《探病》，从《跳粉墙》《捏软糕》

《回关南》，到《借冠子》《摘花椒》《小寡妇上坟》……这里面
的每一句唱词，经过历代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千锤百炼，
精心打磨，有的竟达到了字字珠玑，句句难改的经典高
度。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唱词不仅是鲜明生动诗情画意
的，又是极其生活化、大众化的，万千观众一闻则喜，一听
则笑，回味无穷，津津乐道，进而家喻户晓，传唱不绝。

笔者忆起儿时的故乡，乡亲们唱二人台传统剧目《五
哥放羊》，那开头的唱段是这样的：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挂上红灯。
红灯挂在（那个）大门东，
问一声五呀（那个）哥哥哥哥哥哥多会儿来上工？

这里面的第三句“红灯挂在（那
个）大门东”，为什么非要“大门东”
而不是“大门西”呢？我想，这里至少
有两个原因。第一，旧中国的北方乡
村荒寒贫瘠，许多人家过年，能在农家
院简朴的门楼上挂一个灯笼已属不

易。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中，东为
大，右为首，我们的竖排文字不也是从右向

左排列的吗？而我们身处北半球，院门的朝向
一般都朝南开，面对院门看，门楼右方为东，所以，二人台

《五哥放羊》中的那个乡间妹子一家过年，灯笼自然要挂
在“大门东”了。第二，“大门东”的尾字“东”和上一句“挂
上红灯”的尾字“灯”以及下一句“来上工”的尾字“工”同
韵，都押着“十三辙”的“中东辙”，而押韵、顺口、好听、音
乐美则是戏曲唱词的起码要求。

但这里马上又冒出一个悖论，如果过年悬挂的灯笼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甚至多个呢？经济发展了，时代进步
了，作为过年悬挂灯笼的民俗也要发展也要进步不是？
所以，现如今《五哥放羊》的唱词又改成如下的模式：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挂上红灯。
红灯挂在（那个）大门外，
单等着五呀（那个）哥哥哥哥哥哥上工来。
请看这4句的尾字，分别是“正”“灯”“外”“来”，换韵

了，由 4 行一韵到底换成了两行一韵，而后面的两行由
“中东辙”变成了“怀来辙”。当然，就诗词韵律学的角度
而言，换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事论事就文论文，这里
的换韵也是由于内容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变通手
法而已。

而笔者却偏爱那句夹带着塞外苍凉气息的“大门东”，
偏爱那个急等着年后继续来打工放羊的“五哥”的那个虽
贫穷却痴情的寒门妹子！（亲爱的读者朋友，对不起，行文
到此，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再看面前的键盘上，出现了几滴
刚刚落下的殷殷泪滴）……呜呼，生命有限，真爱无价，艺
术无价！那个历数百年而长盛不衰的潜藏着无数人生命
密码的沉郁凄美的二人台小戏《五哥放羊》无价！

大型东路二人台现代戏《大榆树下》的成功，当然也与
剧本的文学性密不可分。作为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大型东路二人台现代戏，对唱词和对白提出了苛严
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唱词和对白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以
符合二人台方言区域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而且其唱
词要入音入律，富于音乐美，又要符合剧中人物——塞外
农民的身份和职业以及每一个人物的个性，还要体现出今
日中国乡村振兴的时代气息。要同时符合这一系列艺术
的规定性谈何容易！马占波常常与导演、演员和作曲一起
哼唱曲调，品咂歌词，研究对白，力图从汉语浩瀚的语汇中
大海捞针般寻找出最贴切、最生动、最艺术的“这一个”。

请看玉清妈这个牙锋口利的女角与昔日老村长王富
间的这段对白。上文已经提到过，改革开放后，时任老村
长王富为了让家乡早日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早早搞起
了第三产业。而玉清爹这个老党员鼎力扶持老村长的工
作，主动请缨要抱病冒雨跟老村长一起出去跑货源。当
二人走到村外小桥时遇上山洪，双双落水。玉清爹舍己
救人，奋力把老村长托上桥头，自己却被洪水吞没……这
场悲剧酿成的丧夫之痛，成了玉清妈的心头大结。所以，
从此以后，老村长的一切提议，玉清妈就本能地反感反
对。此番村委会发动村民在成立合作社、种养结合、农企
合作、征地拆迁等一系列协议书上签字时，玉清妈这个种
植大户和老党员，却成了拒不签字的“钉子户”。玉清则
是大学毕业后重返家乡，一心要做乡村振兴带头人的年
轻一代共产党员，而且又暗恋着村支书王大山。而王大
山又是王富的儿子。所以，玉清跟老村长王富配合默契，
决心要联手做通妈妈的思想工作。这不，她正陪着老村
长回家找母亲来了。而他俩刚一进门，就碰了个大钉子：

玉清妈（对王富）你来干啥？
王 富 老嫂子，咱们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园也快开

工了，我是来和你商量签合作协议的事。
玉清妈 合作？你趁早戳的远远的！
玉 清 妈，看您……
玉清妈 去一边个！没你事。
王 富 这是合作社统一规划的。
玉清妈 你别左一个合作社右一个合作社，告给你，

我不吃那一套！
……
玉 清 妈，你咋就翻不过这个道理呀？
玉清妈 我就知道一个理，下辈子也不跟这种人合

作！王富，你别忘了玉清爹是咋死的。
王 富 老嫂子，王哥他是为了咱榆树湾人能过上好

日子，带病去跑货源，遇上了山洪，他是为了救……
玉清妈（紧接）是你！为了评功摆好，给你脸上贴

金，成天要货源要货源，你就是个催命鬼，那咋你……
上述对白中，“你趁早戳的远远的”“告给你”两句，显

示出剧作家深厚的农村生活功底。剧作家马占波虽然是
城里人，也并无上山下乡的经历，可他对乌兰察布地区农
民方言土语的谙熟与运用竟与当地农民毫无差别。这里
面的“戳”字，是当地土语“站立”或“呆呆地站立”的意
思。一个“戳”字，是无论多少个咬文嚼字的“学府腔”“秀
才语”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说“告给你”而不是“告诉
你”，当地老百姓听了更容易产生出浓浓的故乡情结。对
于非方言区的民众来说，也是听得懂的，不仅听得懂，还
会由于适当的陌生感而产生出新鲜有趣的审美愉悦。

再看：“你就是个催命鬼，那咋你……”一句——准确
地说是半句，请注意，在这里，不光“那咋你”三个字极富
方言美的意趣，“那咋你”三个字后面，应该还潜藏着一系
列如刀似剑的锋利语言的，那应该是“那咋你就没死呢？”
或者，“两个人一起落入水中，那咋偏偏他一个人死了，你
就回来了？”而如果玉清妈把这一连串山洪暴发般的刺耳
语言统统倾泻出来，那未免太锋利，太割人，太残酷，太不
近人情了。所以，玉清妈没那样说，不，是剧作家没那样
说，而是适可而止该止则止了。这折射出剧作家对人性，
对人情，对社会学既深刻感知又高度掌控的人文修养。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啊！
唱词的精彩在《大榆树下》中俯拾即是。在第一幕

中，当王大山外出回归，问起副主任白宽跟二虎等村民冲
突的起因时，白宽的这段唱词相当出彩：“灰人盘算灰点
点／想占便宜多要钱／灰菜旗杆愣二虎／挑头闹事惹祸
端／打蛇就要打七寸／杀个小鸡给猴看。”

品着这歌词，听着这唱腔，一股亲亲的泥土香扑面而
来！这是用乌兰察布方言反复提纯精心创作的一流唱
词，这是通俗美和意蕴美二美合一科学嫁接后开出的艺
术奇葩！这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那么生活化，那么脱
口而出，毫无雕饰，却又入情入理，逻辑通达，语义明晰，
像一碟上好蜜饯，让人品咂再三，余味无穷。

在《大》剧中，娜娜、玉清和大山以及喜龙、玉清和大
山4个人的两对“三角恋”，让全剧变得戏味十足，意兴盎
然。而喜龙明知道玉清暗恋着大山，自己却以一种“硬碰
了不要误了”的心态总在积极争取。他这种自信满满憨
直侃快的性格每每让观众忍俊不禁。
请听喜龙向玉清表白的这个唱段：

你美丽温柔挺大气，
你聪颖贤惠有情义。
你心地善良体贴人，

你气质拿捏的死死地。
我们以剧本文学性的尺度来考量，这段唱词确实是太

漂亮了。“挺大气”是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居民夸赞年轻女
子相貌气质的惯常用语，里面包含着十分丰富难以言说的
人文内涵。一个小伙夸赞一个姑娘形容动作“大气”，那是
爱到骨头里的一种盛赞，而这种盛赞又是那么土气，那么
亲切。而“拿捏”则是近几年诞生的一个全新的语汇。所
谓“拿捏”是指当事人在面对他人或众人时，对自己情绪的
掌控调适能力，使之达到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紧不慢、
不凉不热——一句话——恰到好处的效果。剧作家顺手
牵羊把它安插到这里，便产生出一种意蕴无穷的美感和新
潮感，折射出玉清姑娘既多情又矜持，既泼辣又含蓄，既春
情萌动渴望爱情，又深藏不露“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凡气
质。这样的妙龄女郎，哪个小伙不爱呢？难怪事业有成、
超前致富的喜龙要紧抓机遇公开表白了。

（三）诗意——戏剧文本所能达到的最高端的境界和
意蕴

实际上，诗意的境界，是一切文学样式的最高境界，
而非只对戏剧文本的独家要求。古今中外，学界曾有不
少人提出，诗歌是文学的顶峰，是文学金字塔的塔尖。虽
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观点有逐渐淡化之趋势，然而，
不管哪种体裁的文本，有无诗意，却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评判标准之一。而决定文本是否有诗意的“秘诀”只有一
个，那就是作者的灵魂中是否常有诗意。

剧作家马占波的肚子里就满腹诗情，他为《大榆树
下》设计的最大道具——村中那棵大榆树以及为青年村
支书起的名字王大山就饱含着浓烈的诗情和无穷的画
意，而这种诗情画意在全剧开始时就春风般扑面而来！

请看，幕启之处，脱贫后的北国山村榆树湾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升平气象：头上，蓝空如洗；地上，田园碧绿；
村中，那棵标志性的大榆树绿冠如云，它像一把巨大的绿
伞，为榆树湾撑起一片绿荫。

请注意，全剧的诗意特征也就此拉开序幕。它诗意
地告诉观众，大榆树是农村党组织的化身，也是先进生产
力的象征。它象征着，以村支书王大山为代表的一群年
轻的共产党员和围绕在“大榆树”身边的有志村民群体身
上的那股朝气、正气，和一心建成产业园、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浩然之气！

全剧出现唱段44次，其中有不少“幕间伴唱”，像“高
高的山哟长长的河／山里人儿唱山歌／男人踏出乡间路
／女人趟出村边河／年年盼过好光景／山里人就是这样
活”。又像“山里的汉子开天的锤／认准路老牛拉不回／
压不弯的大榆树哟／挺起脊梁把大山背”。

如果说，大榆树是榆树湾村党支部的化身，那末，大
山就是全体村民亦即人民的象征。而村党支部书记又偏
偏起名王大山。照理说，树是长在山上的，而当时代的严
峻课题和千钧重负一次次摆在历史的教科书面前时，“压
不弯的大榆树”竟能“挺起脊梁”把大山背起！在这里，大
榆树和大山——党和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
连，互为因果，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一面观赏这部
二人台现代戏，一面深情回忆我们的党史、革命史、战争
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我们就禁不住要感叹“大榆树”和

“大山”这些称谓，这些艺术符号，这些意象和形象，是何
等贴切，何等含蕴深远，又体现了剧作家怎样的艺术灵感
和千思百虑！

我们再来聆听《大》剧抗洪抢险后的这个幕间伴唱：
圪梁梁的风哟吹进沟，
吹的人心聚散又从头。
吹醒了山花酿成酒，
吹散了乌云和忧愁。
这4句幕间伴唱美丽空灵，虚实相生，土洋结合，精

彩绝伦。它既具有浓烈的抒情格调，而又内涵丰富，充满
诗意。这“圪梁梁的风”是什么风？答曰是改革开放之
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风，是全面脱贫之后的乡村
振兴之风，全面小康之风。而这吹醒了的“山花”又是什
么花？答曰，是全面小康的理想之花，是走向共同富裕进
程中碰撞出的爱情之花。正是这股强劲的改开之风，振
兴之风，小康之风，吹散了乌云，吹散了忧愁，吹得散了的
人心重新聚拢，也吹开了理想之花和爱情之花，吹得榆树
湾天清气朗，新阳高照，前程似锦！而这种冰释前嫌、矛
盾化解后带来的上下一心高歌猛进的升平气象和诗意氛
围，充分体现了诗意在全剧演绎过程中所生发出的强大
的审美力量！而二人台现代戏《大榆树下》演到这里，也
就显得格外精彩，格外诱人，格外好看！

（四）思想性+通俗性+艺术性——戏剧艺术的最高
标准

谈到这个命题，让我们再来说说《窦娥冤》。《窦》剧正
是以它的通俗性、艺术性、思想性三绝的口碑成为中国古
典戏剧的巅峰之作的。在这里，通俗性和艺术性浑然一
体，难分彼此。窦娥临刑前，感慨世道，感慨人生，进而用
极其通俗的语言哭天喊地，指天骂地，发出了那震天动地
的千秋一喊，千秋一问，千秋一骂。正是这震古撼今的一
喊、一问、一骂，喊出了通俗性，也骂出了艺术性，赢得了
天下最广大百姓的叫好，也点燃了天下所有正义人群的
义愤和不平，从而奠定了《窦娥冤》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尊
崇地位。至于思想性，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请问，反贪官，
反腐败，呼唤正义，暴露黑暗，倡导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还天下一个黑是黑白是白的晴天丽日，不是作品最大的
思想性又是什么？《窦》剧以它最质朴又最深刻、最通俗化
又最艺术化的艺术实践警醒世人：哪里有贪官，哪里就有
黑暗，就有不平，就有冤魂。贪官一日不除，此地永无宁
日。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性，至今仍有着他强大
的现实意义。所以，《窦娥冤》是不朽的！

当我们在二人台泛文化区域探讨二人台和二人台现
代戏时，我们话题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绕不过去也不
想绕过去的小土包，这个“土包”的名字叫做“二后生”。
打开网络一看，有些好事者又在“二后生”前面加了一个
前缀儿——名曰“二人台名家、网红主播、门楼调创始
人”。有鉴于此，笔者不得不小议一番。

二后生是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的一位农
家之子，这位与二人台生死相依——生于二人台又死于
二人台的民间艺人，年轻时由于二人台而招致不幸，成为
被挖掉双眼的盲艺人。他以自创的二人台“门楼调”几乎
唱遍了内蒙古全境以及晋陕冀一带，进而又借助网络成
为名噪一时的网红主播。据网上报道，他一天带货直播
的经济收入曾突破百万元大关！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
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二后生的出现以及他重新搧起
的“二人台热”至少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二人台泛文化
区域的老百姓热爱二人台，而今天的这些区域又偏偏缺
少二人台。然而必须厘清的是，二后生的“门楼调”确有
主动迎合部分观众低俗情趣之嫌，而这一点也理所当然
地遭到了不少人士的冷落和抵制。而二后生的“门楼调”
带来的雅俗不共赏的结局则进一步警醒我们，今日中国
北方农村和广大农民急切地呼唤一些能承载新时代主
题、反映新时代生活的二人台现代戏。这些二人台现代

戏应该是能真实地及时地再现他们

的生活现状，并能引领和激发他们的精神高铁奔向前方
的新的戏剧，新的艺术品。这大概就是东路二人台现代
戏《大榆树下》取得成功的内在缘由和社会依据吧。

当我们一面探讨戏剧艺术的思想性、通俗性、艺术性
话题一面迈过那个“小土包”时，我们的前面突兀地耸起
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座高峰的名字叫赵本山。赵本
山这个1957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莲花乡的农家之子，
6 岁丧母，父亲又远走他乡，他只好跟着盲人二叔拉二
胡、拉三弦、吹唢呐、演二人转，从此成了到处游走的流浪
艺人。后来，他竟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勤奋日渐成长为中
国演艺界的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始终深深地
扎在黑土地的沃壤之中，始终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帜志，
初而赢东北，继而赢天下，成了亿万观众公认的“小品
王”。从1990年起，他曾21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赢得了
全国亿万观众的热捧高评。他的名字成了春晚的一个不
可替代的特殊符号，甚至成了春晚的代名词。

笔者认为，赵本山的小品以敏锐的目光和嗅觉，及时
捕获社会热点，用小品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
其推到社会的前台，予以艺术的再现、犀利的解剖和善意
的嘲讽，让亿万观众在爆笑中得到启迪，受到教化。他的
小品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演技精湛，雅俗共赏，达到了思
想性、艺术性、通俗性的高度统一，在一定时期内，把中国
的小品艺术推上了不可逾越的高峰！而由他掌门，并联
合“赵家班”众多艺术家合力打造的《乡村爱情》等电视连
续剧，在我国电视剧领域同样刮起一股通俗艺术的旋风，
而这座“高峰”加“旋风”又进一步掀起一股东北方言热的
新旋风，竟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现代汉语的语言
风貌。这种文艺现象，甚至会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留下
一线划痕。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力
量。软乎？硬乎？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为这种客观
存在的力量而暗自惊呼！

话到此处，似乎离《大榆树下》远了，其实不远。读者
朋友该不会忘记我们这篇文章副标题中的最后 3 个字

“说开去”吧，不错，我们谈《窦娥冤》，谈赵本山，谈《走西
口》《五哥放羊》等二人台经典剧目，其实都是围绕着《大
榆树下》来谈戏剧的“三性”——思想性、通俗性、艺术性
的。而《大榆树下》之所以获得成功，也主要在于它坚持
了思想性、通俗性、艺术性统一的创作原则。

我们言其思想性，是说它须臾没有离开“乡村振兴”
这个今日中国农村最大的主题来策划全剧，来编织故事，
来铺叙情节，来拟写对白和唱段，来创作乐曲，来设计布
景舞美……从而使《大》剧成为今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
催征鼓和冲锋号。

我们言其通俗性，是说《大》剧从头至尾始终紧贴地
皮，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这是北国乡村夹带着七
分温热三分冷冽的强劲春风，春风中裹挟着播种机的欢笑
和燕语的呢喃；这是豆麦拔节禾苗灌浆的北国之夏，养殖
场牛欢马叫，产业园机声隆隆；这是乌兰察布金秋硕果累
累的农家院，这是金玉米、红辣椒、胖土豆堆积而成的童
话；这是脱粒机爆笑声、鸡鸣声、狗叫声和农家大嫂的朗笑
声叠加而成的乡村交响曲；这是北国乡村文化礼堂举办集
体婚礼时飞出的舞曲、歌曲和祝酒辞；这是大榆树下夜半
飘出的初恋情人的悄悄话……而《大》剧的艺术性已经无
所不在地渗透于上述文字中，限于篇幅，恕不赘言。

文学艺术创作是人类所有劳作方式中最繁杂又最专
注、最艰辛又最浪漫、最需才华又最需扑倒身子接地气的
劳作方式之一。文艺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中蕴含的苦
辣酸甜只有创作者本人知道。

戏剧是综合艺术，它囊括了文学、音乐（声乐、器乐）、
舞蹈、美术（化妆、服饰、工艺、灯光、置景）等等一系列艺
术元素。其中，又以文学为第一元素，因为，文学是一切
艺术的母亲。可惜的是，除马占波先生外，我与二人台现
代戏《大榆树下》的导演、演员、作曲、舞美、乐师诸君不
熟，猜想那一定是一群围绕在占波先生身边的充满生命
活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中青年才俊。我谨借助钱塘江大潮
的不息呼喊，向乌兰察布故乡的这一群才俊们致以真挚
的敬爱之意，并期待着占波先生和他的艺术同仁们合力
创作出更多更好折射乌兰察布现代化风采、回响内蒙古
前进足音的东路二人台现代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最宏大、最高亢、最瑰丽的交响乐中独领芳华！

六

剧本是由剧作家创作的，剧本的全部艺术密码中无疑
包蕴着剧作家的思想、境界、文学艺术功底、审美趋向等所
有内在功夫和人文理想。而值此网络时代，欲窥探一个人
的心灵仓库，先浏览一下此人的微信“朋友圈”似乎是一个
捷径。因为笔者执拗地认为，一个人的心迹必然或多或少
会在其“朋友圈”里露出一些端倪。下面是马占波先生
2017年9月～2018年3月的微信“朋友圈”内容节录：

2017年9月14日《论语》精华50句，只读一遍，获益
匪浅。

2017年9月28日 孔子诞辰，温习《论语》精要66句。
2017年11月2日 做人，良心排第一！
2017年11月25日 成大器的男人必六戒（深度好文）
2018年1月9日 左宗棠：精明不如厚道……
2018年1月16日“诚信+感恩+人品=做人”
2018年3月22日 要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深度好文）

《论语》精要、名人语录、“诚信+感恩+人品”的做人
守则……至此，笔者似乎真正窥探到了马占波先生的心
灵密码——这是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真君子
的灵魂宣言！

结语

在中国北方的山野间，大榆树是最常见的“伟丈夫”，
它盘根错节虬枝纷杂华盖如云的经典形象在中国北部
挺立了亿万斯年。而当乡村振兴的伟业正在神州
大地上轰轰烈烈全面勃兴的今天，剧作家马占波
以及众多同仁为我们培育起的一棵文化生态
学意义上的“大榆树”也在广大观众的心魂间
深深扎根，巍然耸立。如果说，自然生态学
意义上的“大榆树”仍将在中国大地上生
生不息永远挺立的话，那末，文化生态学
意义上的“大榆树”同样会在越来越多
观众的精神世界中伸枝展叶郁郁葱
葱的。这两棵“大榆树”都是经
典。经典难忘，让我们欣然举
目，关注经典，叹赏经典，祝颂
经典吧！

2024年2月8日（农
历腊月二十九）脱稿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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