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文艺

06

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马晴春

湖 湘 百 花 竞 绽 放 ，颂 歌 唱 响 新 时

代。近日，“贯彻二十大·百团百角唱新

歌 ”全 省 文 艺 院 团 竞 演 活 动“ 云 展 演 平

台”正式上线并启动投票。58 个优秀节

目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文艺湘军的风

采，我市有三台节目入选。

市戏剧传承中心
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

创 作 大 型 现 代 花 鼓 戏《山 灯》致 敬

“新时代焦裕禄”“时代楷模”黄诗燕，以

追忆的形式，用一线串珍珠的结构方式

完成故事的阐述，以序加六个几乎独立

的故事，讲述黄诗燕生平的点滴事迹。

花鼓戏《山灯》秉持湖南花鼓戏轻松

明快的表现手法，在整体结构上赋予一

种浓浓的诗情，在局部写作中凸现独特

的湘东民歌客家山歌风格，以载歌载舞

的方式叙述一个正能量的故事。

讲好听的故事，编经典的唱词，写悦

耳的音乐，创造当地人民爱戴的湘东路

子花鼓戏，是此剧所追求的特色。

《山灯》是一部追求高度戏曲化的现

代戏，它戏曲行当齐全，以行当来结构剧

情，让行当表现来饱满舞台的整体呈现，

摆脱戏曲一演现代戏就容易话剧化的怪

圈，这也让《山灯》成为一部不拘一格吸

收各种姊妹艺术表现样式的新的路子花

鼓戏。

同时，花鼓戏《山灯》由二十人的女

声歌队来渲染场景，铺垫衔接剧情，她们

是剧情之外的叙述者，又是场景、情绪、

情感的表现者，她们是形式，也是内容。

炎陵县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花鼓小戏《送礼风波》

由炎陵县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打造

的花鼓小戏《送礼风波》，是描写当代农

村的生动故事，以轻喜剧形式呈现，剧中

塑造了振兴局长、大军、桃子、满嫂子、豆

芽菜，南瓜嫂等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体

现了富裕后的农民为感恩过去的扶贫主

任 现 在 是 乡 村 振 兴 局 局 长 对 他 们 的 帮

扶，因送礼而产生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塑造剧中人物的音乐形

象，该戏运用湖南花鼓戏的“洞腔”“麻城

歌”“反神调”“骂鸡调”等声腔曲调特点，

对人物进行细致的音乐描写，突破花鼓

戏声腔的“豆腐块”，运用多元化的音乐

技法，刻化人物的场景情绪，从而使剧中

人物更加鲜活，真实可信。

《送礼风波》用 6 分钟讲完一个完整

故事，以小故事抒发大情怀。故事载歌

载舞、诙谐幽默 ，人物生动鲜活，让老百

姓一见倾心。

茶陵湘剧保护传承中心
湘剧戏歌戏舞《二十大·再启航》

茶陵湘剧与长沙湘剧一脉相承，是一

个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戏歌戏舞《二

十大·再启航》的歌曲以茶陵湘剧的声腔

与现代音乐相结合，舞蹈以茶陵湘剧戏曲

表演程式与现代民族舞蹈相结合。

湘剧戏歌戏舞《二十大·再启航》的

内容以茶陵县近年来乡村振兴建设所取

得的成果以及当地的发展变化，结合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来歌颂党、歌颂人民

美好新生活。

节 目 形 式 新 颖 ，场 面 大 气 ，内 容 丰

富，不仅具有传统戏曲文化特色，同时现

代气息十足，不仅充分发挥、利用“茶陵

湘剧”的特色，做到了古为今用，而且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非常具有

艺术性和观赏性。

好读书与好读书
贺有德

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

事家徐渭曾撰写过一副奇妙的读书对联，上下联

完全相同：“好读书不好读书”。如此妙联，世所罕

见。大兴读书之风的时代重读此联，用心品味，意

味深长。

“好读书不好读书”解读：上联“好（hǎo）读书

不 好（hào）读 书 ”，下 联“ 好（hào）读 书 不 好

（hǎo）读书”。妙用“好”的两个不同读音及意义，

使得内涵极其丰富，且耐人寻味。

短短七字，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生存处境

与不同的读书状态概括得极其形象生动，与读书

绝缘者之外，年轻的与年老的、顺境的与逆境的，

“好（hào）读书”的与不“好（hào）读书”的，一旦

读到此联，必“于我心有戚戚焉”！

多 少 少 年 青 年“ 好（hǎo）读 书 ”却 未 必“ 好

（hào）读书”？放眼当下，“好（hǎo）读书”不“好

（hào）读书”者可谓多矣！最新年人均读书量数据

显示：以色列人年均 60 本，日本人年均 40 本，法国

人年均 20 本，韩国人年均 11 本，我国人年均呢？才

4.35 本！触目惊心！尽管我国人口已超 14 亿，典型

的人口超级大国，年均比例难敌人口基数小的国

家，比如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可毋庸置疑的

是：为生活奔波的市民与农民极少读书，中小学生

厌学风盛行；因为厌学，逃学者与辍学者大有人

在。城市如此，乡村尤其如此，令人忧心忡忡。纵然

家长送读意愿强，孩子读书兴趣不浓，奈何？不想

读书的孩子，家长溺爱之外，更多的是无奈；不想

读书的学生，很多时候，教师纵然有心却是无力

……“ 好（hǎo）读 书 ”的 黄 金 时 期 ，面 对 不“ 好

（hào）读书”的孩子、学生，我们怎么办？这是个问

题！

多少衣食无忧者“好（hǎo）读书”却未必“好

（hào）读书”？大多不读书。袁枚的《黄生借书说》

开头便一针见血：“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

书者有几？汗牛充栋，富贵人之书，然富贵人读书

者有几？”诚如所言，入木三分！“自古雄才多磨难，

纨绔子弟少伟男”，亦如鲁迅先生所言：生活太安

逸了，人就会被生活所累。衣食无忧，免去了生活

中的诸多烦恼，正“好（hǎo）读书”；可人总是容易

“犯贱”，生于顺境，便想“躺平”，不“好（hào）读

书”。衣食无忧者如此，为衣食而忧者，自然无心读

书，更别说“好（hào）读书”——纵然想读书，衣食

无着，生活不允许……人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又

如鲁迅所言：人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人在少年青年时，耳聪目明精力旺盛，记忆力

强反应敏捷，正“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

书”，虚度大好年华，似乎心安理得；中年老年时，

切身体会到读书有用了，想读书了，可岁月不饶

人，头昏眼花，体力大不如前，“好（hào）读书”却

不“好（hǎo）读书”了！

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引得多少家境清贫者羡

慕嫉妒恨？正“好（hǎo）读书”却不“好（hào）读

书”，这似乎成了一条不是规律的规律：条件优越

者往往不思进取，也吃不了苦，哪有心思读书！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好（hào）读书”却不“好（hǎo）

读书”，现实生活所迫！纵然有苦学成才者，自古至

今不乏其人：战国孟轲、西汉匡衡、东晋王羲之、北

宋欧阳修，现代陈景润、童第周、华罗庚，可终究是

少 数 。然 而 就 是 这 少 数 ，“ 好（hào）读 书 ”不“ 好

（hǎo）读书”仍然坚持读书，最终苦学成才，比起

众多“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者来，难

能可贵，可钦可敬，更是让当今“好（hǎo）读书”不

“好（hào）读书”者汗颜！

苏联作家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一个不读书的

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诚哉斯言！“好（hǎo）

读书”不“好（hào）读书”，痛哉斯言！“好（hǎo）读

书”就该“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还得

“好（hǎo）读书”。

当今时代，大兴读书之风，倡导全民读书，虽

然任重道远，相信曙光在前！

从秦亡到汉兴
晏建怀

天下兴，有兴之缘由；天下亡，有亡之道理。古人

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得人心之前，须先得人才，

得人才是得人心的前提，更是得天下的保证，或可以

说：“得人才者得天下”。

秦王嬴政下“逐客令”，李斯上书谏阻即止；嫪毐

作乱，嬴政震怒下迁母太后赵姬于雍地，齐人茅焦一

句“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的

劝诫，令嬴政马上收回成命，迎归赵姬；一介布衣尉

缭献计于秦，嬴政不仅降贵纡尊，以平等之礼相待，

而且与尉缭“同衣同食”。不仅听从他“赂六国豪臣”

之计，还将他越次提拔为最高军事长官。要想到这个

时候，嬴政才不过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为得

一人才，获一良策，“少恩而虎狼心”的他，礼贤下士

是如此的甘心情愿，其识见何其高远，其心胸何其开

阔！正因为这种对人才的极度渴望、极度重视和超常

规拔擢，六国之才尽为秦用，加上嬴政“奋六世之余

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内修法度，外斗诸侯，乃有“战

国扰攘，秦兼天下”。

刘邦横挑项羽，亡楚于垓下，得意之余，曾在洛

阳南宫向群臣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得

之于“与天下同利，人人归心”，项羽失之于“妒贤嫉

能，人心背离”，将原因归纳为“人心”。刘邦却不这么

认为，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

张良。镇守国家，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大

军，逢战必胜，凡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杰，我皆

不如，但我能用好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项

羽连最亲近的‘亚父’范增都不能用，因而失天下。”

可见，在“得天下，失天下”这个命题中，刘邦认为关

键在“人才”，而非“人心”。

事实也是如此。刘邦起于乡野，人单力薄，最后

夺取天下，靠的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谙此

道，且身体力行。在用人上，刘邦坚持五湖四海，从谏

如流。他的手下：张良是贵族，韩信是平民，陈平是游

士，萧何是官差，灌婴是布贩，樊哙是狗屠，彭越是强

盗，娄敬是车夫……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刘邦

皆一视同仁，按功行赏，各尽所长。

在用人上，刘邦非但身体力行，甚至为得一人才

而克己违心。举事之初，雍齿“窝里反”，刘邦险遭不

测，后来雍齿再来投靠，刘邦既往不咎。刘邦深恶儒

生，凡儒生来访，常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溲溺其中”，

往里面撒尿。对谈，动不动爆粗口，“竖儒”成了口头

禅，鄙视之心毕现。但当儒生郦食其谒见，提出“合义

兵，诛无道”之策，正躺在床上由俩侍女服侍洗脚的

他，立刻一跃而起，穿戴整齐，待之如贵宾，虚心请

教，言听计从，与当初“同衣同食”重用尉缭的嬴政何

其相似乃尔！士为知己者用，这些人感恩刘邦，忠于

刘邦，紧跟刘邦，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患难与

共，赤胆相随，遂有“秦室亡，汉室兴”。

然而，光有人才便躺平无忧了吗？非也。正如郦

食其所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如果说

攻城掠地、争雄逐鹿过程中人才是根本，那么四海归

一后的休养生息，平治天下，人心便是关键了。

这一点，胡亥是极为典型的反例。他上位以后，

在招贤纳士、开疆拓土上没有学到父亲嬴政半点，但

在严刑酷罚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刻露出了凶残

的一面。胡亥窃取帝位，做贼心虚，双手，血淋淋沾满

了亲人的鲜血。对朝中文武百官，胡亥亦来了一次重

新洗牌，他的理由是，老的知根底、摆资历、难掌控，

贬的贬、杀的杀。

亲人大臣尚且如此，何况普天下的匹夫匹妇？更

视如微尘草芥了。秦始皇晚年，本来就因横征暴敛导

致天怨人怒了，胡亥上位后非但未及时扶颠持危，施

以修复民心的德政，反将父亲暴政中最残酷的部分

变本加厉。对于曾惹众怨、犯众怒的秦始皇陵、阿房

宫等劳民伤财工程，他征夫愈多，督责益严，因之家

破人亡者不知凡几；为满足穷奢极欲的“耳目之好，

心志之乐”，他将更加沉重的赋役强加于本已苦难深

重的百姓头上，横征无度，敲骨吸髓，伴以严刑酷法，

并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种荒唐

到恬不知耻的宣传去蛊惑人，终导致“刑者相半于

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饿殍载道，死亡枕藉的惨

状。从此，众叛亲离，人心尽失，随着一声“戍卒叫”，

江山万里，毁于一旦。

秦始皇若地下有知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殚

精竭虑建立起来、企望二世三世传之万世的偌大帝

国，短短十五年便土崩瓦解，二世而亡。这种结果既

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

古训，真乃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嬴政的“大一统”，到胡亥的“大撒把”，曾经辉

煌于世的大秦帝国轰然坍塌。旋即，诸侯蜂起，你死

我活，楚汉拉锯，争雄天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

是大富大贵的王侯，今日即沦为身陷囹圄的囚徒，甚

至横陈疆场的尸首；昨日还是出身卑贱的草莽，今日

一跃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枭雄。无论出身于贵

胄还是起步于草莽，个个如红眼的赌徒，将身家性命

孤注一掷。这些人中，有的一战成王侯，有的一夜成

新鬼，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皆是那个时代的人杰或

枭雄，如繁星点点，至今还在历史的万古长空中熠熠

闪烁。

近日，由朱建军作词、谭明勇作曲的

歌曲《我的家乡在炎陵》发布。这首歌歌词

大气，曲风厚重，写出了炎陵这块热土的

人文历史、现代发展，尽显活力与美。

“我的家乡在炎陵，神农福地华夏祖

根，日出霞阳五谷哺育，酃峰苍莽百草茵

茵，龙腾洣水，鹿守鹿原，五千年传说流淌

至今，船行万里源头在，心香一脉同胞亲

……”歌中有炎陵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

有瑶乡古寨甜美黄桃，有英雄热土的红色

军魂、令人难忘初心的红军标语，以及连

队建党分田革命的红色往事……

歌曲的词作者朱建军长期致力于中

华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研究，参与主

编出版《炎帝陵志》、《海峡两岸共祭神农

炎帝》等专著 6 部。今年 4 月，应约接受中

国新闻社专访，专访稿《炎帝神农文化何

以凝系今人》被中央媒体翻译成 9 种文字

向海内外重点专题推介宣传。谭明勇为炎

陵县文化馆音乐专干，还担任了县音协常

务副主席等职务。多次在歌唱大赛中获

奖。在这两位资深音乐人的创作和演绎

下，《我的家乡在炎陵》这首歌一定会得到

很多人的喜欢和共鸣。

我市三节目入选
百团百角唱新歌“云展演”

温琳 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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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文学创作基地落户茶乡花海
郭亮

6 月 11 日上午，由湖南省作家协会

主办，株洲市文联、株洲市作家协会承办

的“株洲市文学创作基地”——茶乡花海

授牌仪式在茶陵县茶乡花海景区举行。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汤素兰，

株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阳曼生，株洲市

文联党组书记刘文星、湖南省作协副主

席万宁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茶陵是中国唯一一座以“茶”命名的

县，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麓，因中

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

尾”而得名，也是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茶陵工农兵政府的诞生地。辖境

内的茶香花海景区，位于云阳山南麓，倚

云阳大峡谷之险，揽犀城之秀，湖光山

色，姹紫嫣红，是全国森林康养基地，享

有“生态胜境，江山如画”的美誉。

授牌仪式现场，茶陵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杨红兵在致辞中表示，基地将为全

市乃至全省著名作家深入株洲、深入茶

陵创造条件，开展学习交流活动，从而催

生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

作。株洲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张雄

文，茶陵县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刘小

琴，湖南茶乡花海红色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乐文共同签订了株洲市文学

创作基地协议书。

授牌仪式结束后，湖南省文联副主

席、省作协主席汤素兰带来《漫谈儿童文

学》的主题讲座，与会领导嘉宾及茶陵、

攸县、炎陵各地的近百名文学爱好者参

加了这次文学讲座。

原创歌曲《我的家乡在炎陵》发布
罗遇真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汤素兰

向基地授牌

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