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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
蓝梦新书《行走在时光里》装帧淡雅，

色调清新，集结了她这十年来的精选文章
100篇。

全书共分为四辑——人生至味、医食
生活、旅途人生、作家与书。每一辑都饱含
着作家细腻敏锐的情愫，如清凌凌的小溪
流。其中，“人生至味”比重最大，60篇，占
了全书三分之二。我认为，这一辑是这本
书的精华所在，描写了生活中林林总总的
烟火味。在蓝梦笔下，大到衣食住行，小到
柴米油盐，她都能从中找到生活里原本存
在却被很多人忽视的美好。各种日常食
物，如汤圆、面线、锅边糊……在蓝梦笔下，
都成为一个个有趣的写作素材。

《阳台上的绿宝石》写了儿子高中住校
后，生活空闲下来，自己在阳台上种植芥
菜。绿油油的一片，犹如绿宝石。收获后，
煮给儿子吃，与朋友分享。应对中年空巢
生活，蓝梦的办法很机智——将情感从孩
子身上转移到种菜，与朋友分享。文末，作
者发出感慨，“分离时光，是孩子的人生黄
金时光，是学习知识、掌握本领的最好时
光，是父母开始学会适应孩子离开的时光，
人生另一阶段正式启动。你有你的人生
梦，我有我的绿宝石。”

当然，其他三辑也有各自的精彩。如
“作家与书”这一辑中，蓝梦写了她和作家
之间的雅事交情。每次活动过后，蓝梦都
立刻记录，图文并茂，发在博客、微信公众
号。《读者节的大满贯》《郑教授的破衣裳》
《如何描写人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等，
都很细致地描绘了厦门文学活动的盛况。
从中我们感受到蓝梦的好学和勤学。也正
因此，她才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宽，成为
厦门市作协会员。

这本文集第三辑“旅途人生”也可圈可
点。蓝梦是生活的有心人，走过的地方总要
留下文字作为纪念。她的这类文章景随步
移，一边观景一边畅谈感受，夹叙夹议，将游
记文章写得活泼生动，让读者能够跟随文
字和她一起走进现场，身临其境。

读蓝梦的《行走在时光里》，让我看到
一颗纯净素朴的心灵，一种勤奋向善的力
量。面对现实的磨砺，她一直坚持写作，坚
持在生活中发现美、寻找美，保持一颗向善
向上的心，行走在时光里，从生活这个万花
筒中，观出五彩人生，品出人生至味，留下
人生印迹。

●夏炜
不久前，徐立京《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新书分享
会在厦门举行。我有幸作为
嘉宾聆听讲座，感受颇多。这
本让作者徐立京、画家徐冬冬耗时多年才完成
的精美之作，一出版就获得2022年4月月度中
国好书。厚达409页的图书，装帧精美考究，插
图独具风格，以现代意象挖掘和表现传统节气。

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历史悠久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对整
个世界历法、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更是中
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华传统
历法，不但兼顾了日月阴
阳，同时还兼顾了水金木
火土五大行星与地球的
位置关系，历法的阴阳观
对应五行八卦，包含着古
人的哲学思想。可以说
我国节气历法，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历法之一。

徐立京在书里以哲
人之思，温暖抒情之笔，
为读者展现了我国古代
历法里的节气之美。细
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
到，作者从生命观的角
度，以灵魂飞翔的姿态，
感悟自然、体验生命，将传统历法融合中国古代
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中医药学等，
把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太
阳黄道经农历，结合我们生活中最直观的四季
变换感受，传承与弘扬悠久的历史文化。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每五天为一候，作者
对每一候的感悟和解读，都反映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关系与规律。不论是立春初候的“东
风解冻”，立夏的“蝼蝈鸣”，还是立秋初候“凉风
至”，立冬的“水始冰”，每一个节气、时节，都是
宇宙最好的安排。

书中不但娓娓道出农谚和生活风俗，古典
诗词亦有大量体现。如吴藕汀的芒种诗“熟梅
天气豆生蛾，一见榴花感慨多。芒种积阴凝雨
润，菖蒲修剪莫蹉跎”，体现了古人的见微知
著。陆游的“夏浅胜春最可人”表达了初夏比春
天还要美妙的情景。“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
则体现出生命的依归等。同时，作者根据自己
的研究和学习体验，阐释了节气与候，不仅在农
耕时代起着重要作用，在今天也是我们文化传
承里最熟识和喜闻乐见的一部分。

除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细致解读，作
者还提出了在当代守正与创新我们的文化，有
着更深的意义：从生命美学上说，让都市里的人
感受人和自然的关系，抵抗异化生活；从科学发
展上说，肉身需要与自然相融、和乡土相亲；从
文化生活上说，肉体与灵魂相携，物质与精神相
伴，可致广大而尽精微。

纵观此书，通过绘画和文字的结合，在七十
二篇诗意随笔中，徐立京从生命的层面提出自
然是人类智慧的本源。对本源的揭示，不会因
时空的变化就失去作用和意义。同时，也蕴含
着她对中华民族文化未来的期盼。

文姬者，即东汉
才女蔡文姬。据《后
汉书》记载：“名琰，
字文姬。博学有才
辩，又妙于音律。”蔡
文姬是东汉著名学
者蔡邕的女儿，时值
天下动乱，蔡邕被处
死狱中，蔡文姬被掳
胡地十二年，生有二
子。后曹操遣使者
将蔡文姬赎回。这
就是历史上著名“文
姬归汉”的故事，可
谓“千古绝唱一诗
魂”。

南音《文姬归汉》
取材于此，全剧由
“战乱被掳”“胡地思
乡”和“别子归汉”三
个乐章构成，深刻表
达了蔡文姬的生命
苦旅以及对华夏文
化的坚守与回归，歌
颂深沉的爱国主义
精神，在尊重传统、
完整继承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中国故事
和中国精神的当代
表 达 。 该 剧 亦 是
2022年度福建舞台
精 品 工 程 剧 目 、
2022年度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资
助项目。

●徐小泓

●张克锋
在人的一生中，年华似水流逝，每个人都免

不了去追忆，诗人用语言，歌手用音符，乐手用丝
竹管弦。画家的笔无法直接呈现追忆之思，但能
将追忆之对象诉诸笔墨。

岸子是渔民的儿子，他生于海岛，长于海岛，
大海、沙滩、礁石、渔船、缆绳、渔网、海鸟……是
他早年生活最为熟悉的东西，也是他难以忘怀并
时时追忆的东西。当然，更令他难以忘怀和时时
追忆的，是他的父亲。岸子《父亲的铁饭碗》《父
亲的平安绳》《远去的风声》等系列作品，就是对
父亲和海岛生活的追忆。

《父亲的铁饭碗》画的是一条木质小渔船。
他在画中凸显了船的质朴、坚固和历经岁月的沧
桑感，同时又画出了船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的
样子。这艘跟随“父亲”大半生的小船，承载着

“父亲”多少汗水和心酸，又给“我”和“我”的兄弟
姐妹带来过多少幸福和希望，它和“我们”这一家
人，早已血脉相连。岸子只画了船的局部，让船
舷横在画面中央，显示出这艘船在他心目中极为
重要的位置。船结实牢固，体现了他对它的信任
和敬畏，这显然也是岸子对待父亲的态度。

这是一艘靠岸的船，它栖在沙滩上，沉稳而
安静，一只八哥落在船舷上，回首凝望，周围是高
挂的渔网，旁边就是大海，远处是熹微的晨光，一
切都很安详。这是海边渔村的日常情景，是充满
风浪和艰辛的渔民生活中难得的幸福时光。这让
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父亲”，联想到他的一生，他
在海上的拼搏，以及他生活中短暂获得的安逸。
可以说，这是一幅向父亲默默致敬的作品。

《父亲的平安绳》画的是渔船上用的粗麻绳
——用来保护渔船、渔网和渔民安全的绳。以绳
为题材的画比较少见，因为绳很难入画。显然，

“平安绳”是一个有着丰富含义的意象，它和“父
亲”、渔船形影不离，是安全的象征，寄托着家人
们的祝福；它是坚韧的象征，让人想起“父亲”与
大海的抗争；它是亲情的象征，它的柔软、缠绕，
一如父亲对儿女的爱护，也如岸子对父亲的思
念。这幅画的构图也很特别，巨大的礁石几乎撑
满了画面，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礁石的坚实沉
稳，让人联想到“父亲”坚强的性格。缠绕堆积的
麻绳，好似生活的纷乱。但绳子是晾晒在阳光下
的，那一抹亮色，正是“父亲”乐观精神的象征。

《远去的风声》也画了一艘木船。它是破旧
的，被风浪捶打过的伤痕清晰可辨。但它是伟岸
的，厚重有力，像一位老水手，历经风吹浪打，却不
曾屈服。画面由灰黑、白色、蓝色三种冷色调构
成，船舷上的一只鸟，更增添了孤独感。题曰《远
去的风声》，可以说这是一首追忆过往生活的诗。

岸子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笔墨
追忆逝去的年华，缅怀和致敬父亲，却不失诗人
的本质。此之谓“画中有诗”乎？

雅乐和鸣写大义
清音流啭颂家国

——评南音《文姬归汉》

南音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入选联合
国“非遗”名录。用南音的艺术方式演绎千年历史故
事，相得益彰，华丽出彩。基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南音
《文姬归汉》便有了悲凉壮阔之大美。小小的舞台上，
复现千年光景：朴拙大气的转台、唯美空灵的纱幕，宛
若玉玦的残月，加之灯光变化，营造出如梦如幻的舞
台时空。大幕一拉，观众随着布景走进历史长河，胡
地的冷寂扑面而来。演员的造型设计仿自汉俑的舞
姿，一颦一笑、一蹙一舒都充分体现创作团队匠心独
运的艺术巧思。观众沉浸式观赏，以古望今，为蔡文
姬这样一位女性感动、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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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平安绳》

▲《文姬归汉》剧照。
（厦门市南乐团 供图）

赏画

正是匠心独具的艺术巧思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才能成就这场磅礴大气又细腻感人的演出。饰演蔡
文姬的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杨雪莉，她
台风沉稳、唱腔婉转，以典雅的南音旋律讲述蔡文姬
的别样人生，让观众洞悉蔡文姬泣血锥心的复杂情
感。一方面，她一去匈奴十二年，却时刻想念汉地，最
终舍小我，谱写民族史诗篇章。但是，她在胡地生有
儿女，母子诀别，咬碎银牙，决然归汉，内心的痛楚如
何纾解？她一唱三叹、跌宕起伏，唱腔时而高亢，时而
低沉，把观众带进了她多舛的人生故事里。特别是演
绎“忍痛别子归汉”时出神入化的表演，引得观众潸然
泪下。而饰演蔡文姬儿女的杨一红、蔡凯琳两位演
员，清韵妙声，自然生动，从刚开始的天真活泼，再到
后来的万般不舍与急切，把俩小儿演绎得活灵活现。
特别是追赶娘亲而摔了一跤的桥段，更是触发了观众
的泪点。此外曹操的出场，也深得观众喜欢。饰演曹
操的潘文龙，以浑厚酣扬的唱腔展示曹操的雄才大
略，慷慨激昂，直冲云霄。舞台上，还有一位重要的
角色——歌者。她一字一句，一声一腔，完美演绎
《胡笳十八拍》。个人认为，她正是这一场梦幻时

空大剧的连接者，人物内心的最好呈现。流光
溢彩的舞台上，各个演员，诸多角色，各领风

骚，美美与共。
雅乐和鸣写大义，清音流啭颂家

国。南音《文姬归汉》以时空为线，以
历史为轴，呈现慷慨大气、哀婉细

腻的时空大剧，为当代艺术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

彩盛宴。

《文姬归汉》的曲词不单延续南音传统，更是巧用
曲牌来推进剧情，诗意盎然。尤其化用蔡文姬创作的
《胡笳十八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复杂情感。
乐团在保留南音传统“四大件”乐器的基础上，引入古
琴、编钟、埙等中国古老乐器以及西洋弦乐，东西结
合，古今融合，现代审美意识和中国文化古典韵味完
美契合。

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配乐随之不同。情节
初始，采用《梅花操》第三节“点水流香”，呈现一派祥和
景象，体现蔡文姬被掳之前的幸福生活。接着，蔡文姬
被困胡地，乐曲忽而一转，如风乍起，悲凉悲愤。随之，
乐池内演奏家们运用编钟、琴瑟、笛箫等乐器，加上云
锣、四宝等错落和声的渲染，整场音律时而清雅悠扬，
时而悲怆苍凉，时而铮铮有声，时而哀哀不已。可谓
是：“弹不尽的家国情仇，吹不去的哀怨相思。”

音律巧思 诗意盎然

表演丰盈 感人至深

剧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