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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艳 田世光

文艺评论是文学艺术巨轮上的罗盘，它指引
并且鞭策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文艺评论不仅是
挖掘和推荐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方式，还是帮助
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快速成长的重要手段，还有鉴
定文艺作品的作用，指出作品的优点，阐明作品
的缺憾。

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始终怀抱诚信坚守本真，
不断提高自我道德修养，评论文艺作品要讲正
性、守公心，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感受能力、艺术鉴
赏能力、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扎实的写作功
底。这些讲起来容易，要做到很难，这就需要文
艺评论者要用一生去钻研、去学习、去探索。对
于一件文艺作品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内涵及文艺
价值，需要评论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以
音乐为例，如何能让没有亲耳听过某一部音乐作
品的人，通过语言描述的信息来了解感知这部音
乐作品的内涵，这就体现了文艺评论作品的载体
功能，评论者的语言，就是被评论的文艺作品的
载体。

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从 2018 年成立至今已
有 5 年多时间，协会现有会员约 150 多人。就目
前的文艺评论力量而言，整体的文艺评论力量还
是比较薄弱的。艺术门类较多，但每个艺术门类
对应的文艺评论者数量却不多。对文艺的评论、
批评主要还依托于高校力量，高校的硕博研究
生、课业教师就是对应艺术门类的重要研究力
量，但是这一支重要的评论力量往往会因为评职
称、申报课题、完成考核而逐渐远离了文艺评论
创作的实际。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评论的
力量相对较强，这得益于搞文学创作的文字功底
相对较好，如果多加学习理论知识，对作品进行
基本的分析并非难事。此外，可供评论创作的阵
地不是很多。除评论专刊以外的各类报刊、主流
媒体提供的评论版面是有限的，这也是制约评论
作品发表的重要原因。随着网络评论的普及化，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自由评论，没有门槛的网
络评论在飞速的发展模式下水平参差不齐。

总体来说，主旋律下当下文艺评论力量的发

展是向好的。一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高校科
研力量是不断壮大的，高校的教学水平不断提
高，研究能力也不断提升。二是各地紧跟时代的
步伐不断吸收新鲜的创作力量并加大了对新生
力量的培训。三是自媒体不断发展，衍生出了网
络微评论和随手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成了网
络评论大军的创作主阵地，评论的方式也趋于多
元化。

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始终都应该是人民所
需要的那种有深度、有情感、有温度的文艺作
品。文艺创作者一定要有一种高远的精神，不断
开拓自己的视野，开放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
气质，提高自己的灵魂魅力，塑造自己的精神境
界。文艺评论者更应该具备这些，才能保证以正
心、以公心，对待笔下所要评论的每一部文艺
作品。

宁夏文联举办了多期文艺评论研修班，对发
展地区文艺评论事业，壮大文艺评论队伍的力
量，促进地区文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评论

研修班的学员创作方向有文学、美术、书法等，可
谓门类齐全百花齐放。课上教学，课下研学，通
过深入的学习，这对参训者的艺术创作有很大的
帮助，也让参训者对创作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
同时也对多个艺术门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希望可以增加培训时长，多开展网络培训班，开
展同一门类文艺评论专班，增加创作班、高研班
等，这对文艺评论力量的发展和文艺评论人才的
成长壮大会有更大的作用。

写作文艺评论作品对很多人来讲是枯燥乏
味的。我认为对于一个热爱文艺评论的人来讲，
写作文艺评论作品其实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享
受，品评别人的作品也就相当于品评别人的生
活，笔下的文艺评论作品就是自己生活与别人生
活的结合。只有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才能
写出好的作品，好的作品一定是融入生活的、富
有情感的、具有温度的。

衷心祝愿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文艺家们能够扎根乡土、蓬勃发展、硕果年丰。
奋挥万里长策，让文学照亮生活，让文学点亮人
生，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富有情感、富有
时代感的精品佳作，方能不负自我、不负时光、不
负韶华。

作者简介：丁良龙，笔名帅龙。塞上江南山
中人，素喜书画、摄影、写作。

关于文艺评论创作的几个观点
□ 丁良龙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故乡那些留下深刻记忆
的满是乡土气息的地名和村前村后的沟沟坎坎
角角落落，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怀念，以至于每
当午夜梦醒时，在脑海中一遍遍地放映，近二十
年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了。

那里承载了一代代家乡父老们起伏跌宕与
命运抗争的一生，承载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
光。虽然常回家乡，或者是因为近乡情怯，或者
是因为心绪杂乱，总是没有勇气走进那些地方，
唯恐触碰潜藏在心里最柔软的脆弱。

庄 子

我们村子在南华山脚下十里处，名叫“苍
湾”，是一个很大也很老的村子，据老人们说这个
庄子大约有好几百年了。根据传说，至少在元明
时期就有人在此生息繁衍。村子西头一个叫“东
沟”的地方至今还有海原大地震之前土窑洞遗
址。村里最古老的大坟地，有些现在都看不清了，
快成平地了。除了王家，最早的各姓先祖们大多
是逃荒而来的，包括我家，我的曾祖父是新中国成
立前从50里外的李家沟拖家带口逃荒过来的。

庄子地势极好，自西向东呈长带状。站在远
处的南山远远望去，庄子的轮廓就像一条长龙，自
西向东横亘在大地上形成一个平缓的梁。屋舍大
都在梁之阳，依梁筑台为院，坐北朝南。后因人口
增多，住户逐渐蔓延到梁前后。村子的南面是平
川良田，早些年还有一部分的水田。这块川塬从
南到北大约有六七里，虽然没有沃野千里，在小时
候的我看来，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怎么也走不出去
的。这是村里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饭碗。平川
的南边又是一道缓缓的山梁，像是一道庞大的天
然屏风。一南一北两道平缓的山梁和西边巍峨的
南华山把庄子包围成一片三面环山的盆地。村子
的后面虽不如前面平坦，但是土地更加肥沃，有庄
稼地、水坝、苜蓿地等。村子早些年就有自来水，
是南华山黄石崖的泉水，水质极好。庄子里祖祖
辈辈就在这山水的养育下世代绵延。

我们家搬过一次，从上庄搬到下庄，也就是
从西头搬到东头。我在上庄的旧院子里生活了
二十年，经常出现在梦里的家是这个地方，以及
这周围的梁梁峁峁残墙断壁，老邻居家的院子和
房子，还有他们家吊在高高的黄土崖上的被称为

“高窑子”的小窑洞，门外巷子里的树和人，小时
候追逐游玩放牛捉虫抓鱼的各种场景，以及那些
村前村后的各处传统的乡土小地名。这些地方
不知何时已烙进了骨子，虽没有刻意地记想，却
如一根长长的风筝线牢牢地牵引着我。

南 山

南山，就是庄子南边的那道梁，梁上长满了
柠条，是从前庄里人放牧的好地方。夏秋时节，
少年们相约赶着羊群、牛群、骡马走过纵横的阡
陌，骑着小毛驴哼唱着不着调的歌晃悠悠地走向
南山，那就是一支队伍。到了南山，牲畜们就被

打散，自由觅食。而少年们则开始各种土法游
戏，用来打发单调贫瘠的日子。站在南山向北
望，平坦广阔的沃野尽头是绰绰约约的村舍的轮
廓。距离产生美，站在远处看庄子，竟平添出更
多的眷恋与乡情。我那时很向往那种日子，尤其
是读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
后，还以为陶公笔下的南山就是此山呢。那种田
园牧歌的景象进入21世纪以来就逐渐不复存在。

最吊起我好奇心并心向往之的是山上的一
户人家。那座像古堡一样的人家，我且叫她“南
山人家”。在缓缓的山梁上，顺山势掘出一片平
地在四周筑起了院墙，在院子北面盖了两间土
房，挖了两孔窑洞。广袤幽寂的空山里，竟然突
兀地坐落着这样一处院子，孤凸凸地立在山梁
上，远离人烟，掩映在山间的云雾和柠条丛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从前的农人因生
产需要大多逐遥远的土地而建造屋舍和家园，和
土地的密切关系是乡下人被说“土”的真正含义，
后来衍生出的“土”是另一个意思了。从前总是
不能理解那座院子，怎么看都是孤独又神秘的。
后来看是神秘中有点超凡脱俗，暧暧远人村，依
依墟里烟。或许诗意是个人潜藏于意识深处的
本能，无关于什么指标式的文化程度，最本真的
诗意就是原始淳朴的自然生活，这也是《诗经》源
于最热切最真实最自然的生产生活的原因。

怀着难以言说的情结，我决定走进那个古旧
的院子。一个晴朗的秋日，南华山下，碧野蓝天，
走在野草萋萋的生产路上，走向那个神秘之地。
一群乌鸦腾空而起，在秋日的原野上尽情翱翔。
古老的院子前，几株野性原始的老杏树，守着如她
一样古老的土墙和空谷，散落在寂静的山坳里，仿
佛是在静待着某个归人。那是何人的乡愁？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残垣断壁，蒿草蓬
蓬。废弃的窑洞似是在诉说着当年的人间烟
火。茂盛的席芨草在风中飒飒作响。兔从狗窦
入，雉从梁上飞。我的脚步惊起了数只山鸡，

“嗖”地一下飞过了矮矮的土墙，惊醒了我的少年
之梦。30年前，一个小牧童曾站在这个门口饱过
眼福，填补过自己的好奇心。

苦苦菜岗子

这是村子前，连畴接陇的庄稼地中的一个区
域，顾名思义就是盛产苦苦菜的一个略高的地
方，从农业合作社时期就是滋养半庄子人的田
地。不知土质有何特殊之处，长满苦苦菜，哺育
着艰难岁月中的人们。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的时令已过。久违的田
野阡陌已不是当年的样子，粗粝的石块似乎比从
前硌脚。荒径倦游从碧草，纵横田畂的小径少有
人行，依稀留着从前的印迹，包括路中间的壮硕
的草巴子，和那两道白光光的车辙，那是通往生
活的希望之路。窄窄的小路，承载过多少农人的
生活梦想。

南山下的沃野，庄稼竭尽全力地生长着，彰

显着生命尊严，完成不屈的使命。胡麻，荞麦，马
铃薯，等等，年复一年地盛开着，结着或饱满或干
瘪的果实，单薄而挺拔的身躯让人顿生敬畏。

二伯家的一块地就在这里，与我家的一块地
地埂相连。从前，每一个丰收的年景，夏日金色
的麦浪和蔚蓝色的胡麻花开满田野，秋后满岗子
的麦垛透出丰收的喜悦。刚刚拔过的麦田里，还
散发着潮湿的泥土的独特的清香，那些藏身于麦
垅中的一片一片的苦苦菜便没了麦秆的掩护，赤
条条地暴露出来。这时，总有闻风而至的羊群前
来一饱口福，名曰“抢青”。蓝天下，田野上，山风
吹过，羊儿成堆。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唯美景象。

人永远都是这块土地上的灵魂。曾经的苦
苦菜岗子，总有忙活的人，犁地的，放羊的，拔麦
子的，薅草的，拉粮食的……那片土地上好像永
远是热气腾腾的，那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也真
正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涝 坝

村子有两个涝坝，一个在庄子中心，较小，是
名副其实的涝坝，时常还有我们上庄流出的泉水
的补给。从前，在那些充斥着焦灼气息的夏日正
午，农人们赶着成群的牲畜从田野放牧或犁地归
来到坝上给牲畜们饮水。牛羊骡马们散发着热
烈生命之气的汗味，争先恐后地奔向水边。那是
《诗经》中的“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
耳湿湿”。那是一幅传统农耕乡村诗意的图画，
那是一曲动人的悠扬的牧歌。那一阙阙悠扬牧
歌，那一帧帧恬静的图画，是一个传统农耕时代
村庄的史诗般的记忆。

村后面有个大涝坝，准确来说是个水库，土
改后全村人集体打的。到现在仍能看见东边像
一座小山一样的坝堰和一线天式的泄洪口，只不
过高大厚实的坝堰早已成为耕种的田地。大坝
是我童年的乐园，堂哥们在那抓鱼我也跟着凑热
闹，但我从来没有抓到过一条。

坝里的水是上游一个约两丈高的黄土崖上
的一股清泉流出来的，从崖壁上像一条小瀑布一
样倾泻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再
从水潭溢出去形成一条小溪顺着浅浅的水渠流
入大坝。瀑布一般的泠泠水声和水渠里的水草
茵茵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曲动人的空谷乐章，
一曲悦耳的大地欢歌。冬天我家水龙头冻住的
时候，我和老叔堂弟还去水潭抬过水。

我上初中时，由于南华山黄石崖的水源减少
以及上游芦子沟和油房院葱蒜种植灌溉用水增
多，大坝逐渐干涸，成为一片良田。确是良田，有
句农谚：十亩洼洼子，不如一亩坝坝子。

过了泄洪口，大坝后面，是大片的苜蓿地，原
来叫“骚狐槽子”。紫花苜蓿开花时节，满塬像是
一片梦幻的紫色的海洋，盛开在蓝天下，如诗如
画。微风吹起，苜蓿绿茵茵地在和风中荡漾，花香
草香便随着风儿蔓延开来，飘满了山坳和川塬，那

是村子的后花园。我常常坐在坝堰上看着那片梦
幻的花园，在想，那么大的一片咋能割完呢？

时光荏苒，不知是无涯的时间改变了这里，
还是不甘寂寞的时代改变了它，现在被割得光光
的了。

崖背梁

这是横亘在村子北边的长龙一样的平缓的
黄土梁。土质好，适合掘窑洞。庄子上最早的祖
先们或许是因为建筑房舍的便捷，或许是源于安
全考虑，依梁筑院挖窑为居。如今在各式崭新气
派的红瓦房后面还遗留着许多窑洞旧址。那是
村里的老祖先们生存的印迹和古老岁月的见证。

曾经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舍，大大的鲜艳的红
瓦房早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曾经长满墨绿色
苔藓的土筑胡墼墙，早被整齐的石基埂子和气派
的砖墙代替了。念旧的双脚站在崾岘口宽阔的
水泥路上，昔日浓烈、厚实、安详的烟火气已无处
可寻。人家的大门大多紧闭着，站在高高的崖背
梁上也见不到几个人，甚至一条狗一只鸡。

一条硬化路穿过崾岘口子通向崖背梁后面
的几户人家，格局已大不像从前，恍如隔世，思辨
半天才认出那是走过无数次的水泵房的前面。
那条路边上原来有一条底部平平的浅沟，沟里有
颗人头骨，白晃晃的。我们那会儿没事干的时候
就相约去看人头骨，森森然很是惧怕，一个人是
不敢走那条道的。经历人世悲欢离合之后，觉得
生与死离得很近的，死是一个必然要接受的命
题，就再也找不出当年的森然。

崖背的阳面有块掘出来的庄园台子，百年前
是我的先祖的家园。崖面子下有三孔大窑，东边
大约在 60年前盖过两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当年可
能算是豪宅了。窑洞与平房现在荡然无存了，被
土拥堵的窑洞门前满是萋萋荒草。望着伙窑门
口烟熏火燎的痕迹，依稀看见从前的古老缓慢的
旧光阴，那一缕袅袅炊烟，慰藉着多少耕稼而还
的农人的期待。

院子里果树成林。印象最深刻的大杏树，香
水梨树，海棠果树，和门口的两棵高大的老榆树。
现在两棵杏树依然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绿叶婆
娑，树林荫翳，很长情地守护着这个古旧的院子。
门口的榆树也挺着坚强的躯干，傲骨铮铮，直指云
天，仿佛是最后的坚守，是对传统农耕时代的守
望。那些花红树、酸青树如同倒了千年的胡杨，虬
劲粗粝的白光光的枝干一如它的倔强。

我知道，她们曾经是如何地绽放过。日渐荒
芜的园子里，有树在倒下；寂静无声的庄子里，有
人在逝去。从树梢缝隙中透下来一束秋日的艳
阳，眼睛灼热。

今天，回望那些深深烙在记忆里的一处处地
方，恍如一梦。那些沾满泥土留下足迹的角落，
是心底的倚靠和守望，是从容前行的底色。正是
历经那些艰辛厚重的岁月的打磨，才使得这片土
地上的人行得稳、走得正，更走得远。

烙在地名里的乡愁
□ 李 萍

N 开 卷

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始终怀抱诚信坚
守本真，不断提高自我道德修养，评论文
艺作品要讲正性、守公心，要具备一定的
艺术感受能力、艺术鉴赏能力、有较高的
理论思维能力和扎实的写作功底；

烙在地名里的乡愁，那些沾满泥土留
下足迹的角落，是心底的倚靠和守望，是
从容前行的底色。正是那些艰辛厚重的
岁月的打磨，才使她哺育出来的人行得
稳、走得正，更走得远；

古人，距离我们很远，隔着千百年。
虽然远，但是只要静心连接，他们的影
像 就 会 在 我 们脑海中，一帧又一帧地
浮现……

生活中，人们常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其
实，这些烦恼大都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折射，
主要是来自内心的贪欲、恼怒、偏执。我们
的行为、语言、意念，才是所有外在遭遇的
根源。

贪欲是对名声、财物等自己所喜爱的
东西没有满足时产生的一种精神攫取；恼
怒是对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的憎恨，
从而使自己身心不得安宁；偏执是因愚
昧、无知、不明事理等因素产生的“精神
副产品”。

这些不好的想法和心念，使人们产生
争夺与纠纷，对别人或对自己产生憎恨，
以至于很多人感到难以自拔的痛苦，不知
道解脱苦难的真正道路在哪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要不断
提升自我修养，去除贪欲、恼怒、愚痴，净
化自己的心灵。

正如古人所说的“防意如守城”，那么
如何“防”呢？

对自己的意念保持觉察，不好的地方
马上遏制，尽量保持中正的标尺，平和的
心态，在行为、语言、想法等方面不断提
高，不断优化，提升道德和品德。

同时，多涵养身心、培植静气。工作
时就专心工作，读书时就专心读书，做家
务时就专心做家务，陪伴家人时就专心陪
伴……总之，尽可能摈除杂念，专心致
志。与其喧嚣浮躁的觥筹交错，无意义的
社交，不如多读书，致力于内心平静。

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
件事情，来摈除欲望和烦恼，获得智慧的
提升。

以上方法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每一天，
它们是次第的关系，循序渐进方可渐入佳
境——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
己的品德；有了好的品德作底色，尽力让
自己的内心平静，不因外物而纷扰躁动；
内心平静了，在事情上多加磨炼，进一步
提升智慧。如此，一定可以越来越好。

N 且听风吟

九曲欢歌舞，汹涌向东流。横
穿今古，安澜逐浪泛渔舟。

欣享母亲荣誉，情暖城乡民众，
渠水灌平畴。

常把英雄育，胸臆惠神州。

浇花草，滋苗木，沐春秋。云台
峰顶，瞻望美景赏群楼。

更有车船竟渡，且养鱼虾致富，
产业正方遒。

政策倾西部，宁夏庆丰收。

水调歌头·黄河新咏
□ 郭 佑

古人，距离我们很远，隔着千百年。虽然远，
但是只要静心连接，他们的影像就会在我们脑海
中，一帧又一帧地浮现。

比如，2000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
子，根据《史记》记载，是“其颡似尧，其项类皋
陶，额头像古帝唐尧”的模样。他站在河岸上，
看着流水，口中念念有词：“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听了这话，我们心底便涌动出一种“少
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慨叹，抑或涌动起努力前
行的冲动。

我们脑海中还会闪现千古一帝秦始皇。在
特定的环境中，秦始皇以刀枪和战车，在六国版
图上掀起一场车辚辚、马萧萧的风云，砍伐出一
个大一统的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从此结束。而
国家统一的思想，也从此扎根到中国人的心中。

还有爱国使臣苏武，这一帧汉代的古人肖
像，用生命浓墨书写出的思想轨迹，分明就是大
汉使臣的一首千古绝句。苏武怀抱着对国家的
热爱，在一场政治的寒风里，孤独地在远方草原
上放牧着羊群，放牧着长达十九年的茫茫风雪。
曾经，有人劝降苏武，希望他苟且活下去。但是，

苏武拒绝了，拒绝了屈辱的温暖，选择了牧羊的
孤独，像一茎雪地里的草，倔强地活着，在风里把
大汉的气节反复吟唱。

还有思想家老子、庄子，医学家李时珍，文学
家屈原，军事家孙子，诗人李白，词人李清照，画
家顾恺之，文学家王安石……一帧帧的古人影
像，留给我们一帧帧不灭的记忆。

这些古人，他们距我们如此远，却又如此近，
如此清晰。

我们遥望的古人，是一种符号。
西楚霸王项羽，是一枚悲壮英雄的符号。无

论项羽怎样力拔山兮气盖世，都没有帝王之气，
所以李清照慨叹，也仅仅只是生当作人杰，而不
是当帝王。再比如商鞅，这一枚改革家的符号，
从南门立木出发，铿铿锵锵地吹起了变法的号
角。还有魏征，是时常进谏唐太宗的忠臣符号，
一生辅佐唐太宗，把“贞观之治”的灿烂旗帜，深

深插进历史书页。还有诸葛亮、郑成功、蔡伦、蒲
松龄……古人众多，符号各种各样。

这些符号，从岁月的深处幽幽萌发，标杆似
地卡在时光的轴线上，与当今的我们产生火花，
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情感。

当我们的个人情感因诗情而亢奋的时候，古
人李白，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仰天大笑出门
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此等豪放奔涌，正好契合
了我们的情感；而他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
流”，也正好契合了我们的心境。

当我们呼唤奉献的时候，古人大禹的符号出
现，三过家门而不入；岳飞出现时，是精忠报国的
符号，背负着满腔的热血，戎马一生。

当百姓点赞清正廉明时，包青天的符号威严
显现，踩碎人间多少不公事。

当我们传播仁爱时，孔子又出现了，他的形
象，不仅清晰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也影响
着全世界的人们。

我们遥望古人，遥望着这些肩负着信仰、情
感、思想的一枚枚符号，追随这些符号的影子，在
漫漫光阴中，不断求索。

遥望古人
□ 高 翔

淮水那个曲呦，
曲成了九十九折。
淮水那个远呦，
远过了万道沟坡。
淮水那个急呦，
半会儿也不敢停歇。
淮水那个黄呦，
半点儿也不敢褪色。

哦，执拗拗的淮水，
切莫扔下个额。
额想跟你赶脚儿，
跟你一堆儿奔波。
哦，执拗拗的淮水，
切莫扔下个额。
额想跟你太息，
跟你一堆儿放歌……

逆袭的长河（歌词选段）

□ 孙悦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