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谭智方

当代作家梁晓声的短篇小

说集《父亲》一书，以讲述父亲的

内容为主，展现了中国式父亲深

沉的爱、传统家庭的精神世界。

在这本书里真实记录梁晓声与

自己父亲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

写出了亲情中很多不愿被提起

的话题。

在《父亲》中作者用朴素真

挚的文字记录了全家人依靠父

亲卖体力供吃穿，不善于表达的

父亲总是默默吞下生活中所有

的苦。他的愚昧与狭隘曾让自

己的孩子遭受磨难，给家庭造成

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

生的话，导致女儿夭折了！作者

的哥哥也因为父亲鄙薄文化崇

尚力气而被逼疯！但父亲又用

无私的奉献给予这个苦难家庭

以支撑，对父亲掺杂的爱与恨，

难以说得清楚。

小说中父亲的言语不多，个

性鲜明。有对苦难生活重压之下

的发泄，如对母亲的怒吼“你是

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

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

债！”当“我”和哥哥替母亲解释

后，描写父亲的表情细致入微，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

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

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

了气似的长叹。”而晚年的父亲

却变了另外一个样子：“父亲的

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

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

于 忍 让 的 毫 无 脾 气 的 老 头 子

了 。” 作 者 笔 下 的 父 亲 有 血 有

肉，既有暴躁的秉性还有细腻

的情感，这都和作者的细心观

察分不开的。因为生活中父亲

的 一 切 都 在 他 的 心 里 ， 矛 盾 、

误解、冲突、情绪、感恩相互

交织在一起，时代不同造就的

心理差异让几十年的时间充满

了各种人生羁绊。

从《父亲》这部短篇小说里

看到的是一位朴素的父亲，他穿

越过时代的艰难，养育了几个儿

女，在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中，

靠 一 个 人 的 肩 膀 ，养 活 了 一 家

人。父亲没有文化，而且也看不

起知识分子，只一味地相信自己

的力气，相信依靠自己的力气干

活劳作才能吃上饭，因此，小说

里父亲和儿子有很多观念上的

差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说中父亲自身观念不断改变，

文中这样写道“父亲身上最大的

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

衷的崇敬。以前，他将各类知识

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

‘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

巧 饭 ’的 人 ，那 是 他 所 瞧 不 起

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

八 九 是 地 地 道 道‘ 耍 笔 杆 子 ’

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

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

然地做他所不习惯的鞠礼状，脸

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

敬之的笑容。”这样的变化体现

着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热爱，也

体现着父亲的朴实和担当。

梁晓声的《父亲》感人至深，

他用文字把底层人们的生活状

态如实描述出来，发掘他们平凡

琐碎生活中的不平凡。其实，书

写这些人物并非只是同情，表现

他们倔强的个性，来诠释人性的

光 辉 ，才 是 一 个 作 家 的 社 会 责

任。

网友“秋困夏打盹”：
为煽情而煽情

职场戏拍得不行，救援场面为

了煽情而煽情，让消防哥用肉身来

扛的画面很多。和我预期中想看消

防哥展现一些有趣和新鲜的专业

工具有出入。看到男主被钢条刺穿

了，一大群队友不是马上动身救

援，而是围成一圈，这种画面真的

很不专业。医生的部分也没有拍得

多好，比如手术也没个特写。恋爱

戏，属于俩演员和导演共同的锅，

一个能演出生理不适的画面，一个

能拍出这种画面。其他音乐还算流

畅，服装不土，演员颜值是在线的，

魏大勋那条线，不是仙品，但是在

男主衬托下，清新脱俗。所以究竟

是谁在捧魏大勋？是杨洋的演技

啊。就这样吧，不要太高期待值进

来还行，不难看也不好看。要认真

说消防哥很伟大，可是剧组能力不

足是真的，加分项有限。消防哥辛

苦了，也期待更好的影视制作，宣

扬这份很不容易的职业。

网友“喝咖啡不加糖”：
处处体现逻辑漏洞
不管是职场线还是感情线，处

处都显示出了剧本的逻辑漏洞，主

演演技拉胯，人物形象单薄，演员

对角色的理解缺位。男主行为粗鲁

丝毫体现不出对女主的尊重，女主

的形象仍然停留在王宝钏式傻白

甜，所有角色都为了感情线服务，

歌颂了消防员和医护人员的职业

精神，但涉及多处缺乏常识的情

节，极有可能对观众产生误导，望

日后改进！

网友“松松宋”：
三观不正

女主有抑郁症还能做医生？男

主用灭火器跟女主调情简直是抹

黑了消防员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另

外女主的养父母家对她那么好，结

果养了一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哥

哥那么儒雅有修养，观众喜欢哥哥

就是爱慕虚荣？不喜欢男主就是对

消防员的不尊重？男主每次和别人

讲话都像一个躁狂，不尊重女性，

这让人怎么喜欢？另外原著作者涉

嫌抄袭，导演又强行给观众上价值

观。请问这种剧能给观众传递什么

价值观？是不要嫌贫爱富，甘心做

一个不懂感恩的恋爱脑吗？三观不

正。

网友“豆友O5nErelqos”：
建议先锻炼演技

男主演技不自然，经常皱眉拉

脸，情绪表达不到位。建议先锻炼

演技，而不是用于耍帅，靠脸吃饭；

孟宴臣隐忍细心，处处考虑女主的

感受，演技也好，反而是这部分剧

情更能打动我；剧情不符合逻辑，

价值观存在问题，男主人设、演技

与消防员身份违和，且有关消防部

分剧情误导大众，不要用于凸现男

女主爱情，建议剧组反思！总之，只

有剧情逻辑与演技入得了观众眼，

才能获得好评。

网友“王一然”：

希望剧组尊重消防
和医生这个职业

消防员玩灭火器撩妹，消防员

穿制服手插兜，男主送女主一个消

防锤好像是从消防站拿的吧？男女

主两个人一起吃饭只点一个菜，还

有女主到底是哪科的医生，给我的

感觉就是男主哪里受伤她都能治

……最后我想说，观众们都很尊重

消防员和医生，但剧组尊重了吗？

敝帚自珍
只因言为心声

李伟明

作家王跃文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二块

七与十几万》，说某地方领导调京之后，忽然想起

要出文集，便电令旧部搜集往日“著作”。旧部翻

箱倒柜，很快整理出书稿。看该文集目录，其中五

篇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题目是《在经济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其他文章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

异，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之类。

这位领导出书，为什么竟然要让数千里之外

的旧部为他寻找“著作”？看看那些题目就知道

了，因为这些文稿都不是他亲自写的，他只是使

用者，用完就扔了，只有想起可以出书赚名获利

时，才又记起它们。

对很多人来说，文稿只是一种敲门砖式的工

具而已，需要的时候就急急跳，好像对它有多重

视；把“门”敲开之后则随手抛弃，根本没想过要

腾出一小块地方留存它。说穿了，就是因为并非

己出，对它们毫无感情，打心眼里没把它们当回

事。

不看重与自己相关的文稿，一种情况如上述

那位领导。文稿对他们来说，纯粹是“工作需要”。

还有一种情况，文章虽然是自己亲自动手写的，

但其内容只是应付式的，与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

为毫无关系，所以用过了就算了，自己也觉得没

有收存的必要，自然也就不留了。这些文字，有的

属于任务性的，必须交差，比如学习体会、总结材

料之类。有的则是写作者为了一时利益，投其所

好，假话连篇，哄别人高兴高兴，写完之后自己也

不记得说了什么。总之，这时的为文者，只是一个

无聊的“文字搬运工”而已，压根儿没把文字当作

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更别提把文字当作承载思

想的工具。这样拼凑出来的东西，谁也不当回事，

留与不留确实没什么区别。

俗话说“敝帚自珍”。按一般人的心理，自己

的东西，再不好，也会珍惜，毕竟它可能来之不

易，其中难免带着一份感情。对于文字，我觉得尤

其如此。“言为心声”，如果是自己用心写出来的

东西，就算写得很不咋地，我也做不到像上面所

说的那些人一样，毫不在乎，不屑一顾。再怎么

说，也是辛苦熬出的心血，是自己内心的映照，岂

能说扔就扔？

几十年来，我对文字就是这个态度。我写的

东西较杂，有的属于工作，有的属于生活。工作上

的文字，虽然有些完全是任务性质，其本身甚至

可能形式大于内容，用过了就用过了，留下来未

必有多少意义，但只要在报刊上发表过，我还是

习惯留一份作纪念。比如以前当记者，写过不少

会议报道、工作通讯，这些文字时过境迁，确实是

“易碎品”，发表当天就作废了，以后再也无人提

起。但作为与这些文字相关的人，我坚持将每一

份报纸都收藏起来。这种工作类的稿件，有 1200

多件，占了我书房不少空间。虽然基本谈不上什

么价值，但我把它们当作老朋友看待，并不嫌弃。

至少它们是某段岁月的见证。

与工作无关的文字，我更是倍加珍惜，那真

是自己的一份心血。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

形成的文字，都可谓是自己内心的真实表达。即

使当初写得肤浅稚嫩，只要在报刊上发表了，我

都要认真地把它收存下来，底稿更是原原本本地

留着，甚至还想办法让它们汇编成集出版成书。

这些文字，水平虽然不高，但它证明着自己某个

阶段的真实想法。人总是在走向成熟，曾经幼稚

也很正常，没必要因为后来成熟了就否定过去，

甚至抹去以往的痕迹。鲁迅先生在《集外集》序言

说道：“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

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

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我也是这种

想法，只要是自己真心想说的话，留着就有意义，

为什么要改来改去，甚至故意遗弃呢？

敝帚自珍，只因言为心声。这同时也可以提

醒自己：文字有灵魂，落笔要慎重。不管是职业写

作还是业余写作，都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认真

对待自己写下的东西，就要言行合一，表里如一，

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讲原则、守底线。如果

利用自己的文字驾驭能力去讨巧，去投机，去钻

营，去欺骗，那么，这些文字作为证据留下来，终

究要让你的声名付出代价，总有一天会让自己为

此愧疚不已。

《莲花落》是一种说唱兼有的传统曲艺艺

术，其始于宋成于明而盛于清的江西新干，也

称瞎子戏，是盲人乞丐行讨而唱的民间曲艺。

因盲人拜佛从善，而莲花又是佛教的象

征，盲人演唱时大都两人一伍，一唱一帮，各

手执一常青树枝，上缀许多红色纸花，为“莲

花”状，枝丫间用线串明钱，用于摇动，“嗦，

嗦”作响，助打节拍，故名《莲花落》，也称落离

莲或摇钱树。久而久之，人们只晓得瞎子戏

而忘了曲种原名《莲花落》。为忌讳瞎子，斯

文一点的人就改称为光子戏。因此，《莲花

落》又有“光子戏”之名。

炎陵东南片人多为客籍语系，由广东梅

县和江西赣州一带迁来。经炎陵资深音乐人

尹 秉 华 考 证 ，《莲 花 落》传 入 炎 陵 的 时 间 在

1930 年前后。是时，粤赣一些地方的乞食者

经常结伴或一家人在乞食过程中往来于炎

陵，活动范围多在与江西毗连的沔渡、十都等

地。

与井冈山接壤的沔渡墟庙湾里的一座寺

庙是乞食者的集结点，这里经常传出板鼓之

声，夏秋之夜或逢墟之日，更有乞食者挨户念

唱《莲花落》。因客家人喜好娱乐文化，当地

人便从乞食者中学会了弹唱曲调和技艺并承

传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当地艺人罗英

万等人的挖掘整理，形成了颇具炎陵客家特

色的《莲花落》曲目。

1952 年，沔渡墟成立业余剧团，罗英万等

人推陈出新，接承了“莲花落”这一地方艺术

曲种，新编了客家人演唱的《莲花落》之《比比

歌》并搬上舞台。尔后，曾两次编演《莲花落》

节目参加郴州地区业余文艺汇演。1960 年，

沔渡墟业余剧团解散，《莲花落》进入低落期。

为挖掘整理民间艺术，1976 年湘潭地区

举行民间曲艺调演，炎陵县文化馆在收集民

歌的基础上，改编了《莲花落》音乐，创作了

《比比歌》之《井冈新歌》（尹秉华曲，肖成荫

词，张志龙、张志雄等表演）参加演出。2006

年，由尹秉华编著、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炎陵飞歌》，收集整理了部分炎陵客家“莲花

落”词曲。

流传于炎陵县沔渡镇、十都等客家人聚

居地的《莲花落》，内容多为劝世之文，以扬善

惩恶、吉祥纳福为主；用客家方言说唱，委婉

动人，通俗易懂，生动风趣，具有寓教于乐，淳

化民风之功能，在炎陵民间文化中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

“从前劳动血汗地主吞，如今再冇人来剥

削人……人人鼓足干劲搞生产，个个争取做

个先进人。实现社会主义更美好，那是幸福

生活乐煞人。”这是 1960 年炎陵县沔渡公社晓

阳大队《莲花落》之《比比歌》，揭露和批评了

旧社会普通民众受压迫受剥削、生活饥寒交

迫，宣扬和赞美了社会主义好，社会发展变化

快。

《莲花落》是一种地方性、语言性较强的

艺术，为炎陵县特色曲种，新编《莲花落》在保

持原有的曲种音调、衬词等特色基础上，旋律

和节奏上更富有变化，行腔、念白更为规整，

便于掌握和记唱，高潮部分更加突出。

现今表演《莲花落》时，一般由两人或多

人手持快板敲打四小节或八小节作过门后，

紧接念白，然后又接着念唱衬词。可反复多

次，也可不作反复，但衬词一定要按谱行腔。

由于这种表演形式简洁明快，贴近生活，因此

倍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并得以传承。

《莲花落》传承的基本路径是，流动民间

盲人乞丐引入→定点传唱→地方民间艺人学

唱→文艺工作者整理创新→演员舞台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传承人物主要有沔渡出生的

罗英万、尹秉华、张志龙等。罗英万，炎陵县

文化馆退休干部。1952 年沔渡墟成立业余剧

团，新编了客家人演唱的《莲花落》，一时在本

地兴起，形成了客家民间曲调，有很多客家山

歌、新编曲目均使用该曲调，如《十劝郎》、《十

劝姐》等。尹秉华，曾任炎陵县文化馆馆长，

音乐、戏剧作品创作丰厚，收集整理了大量客

家山歌。尹在罗英万的创作之中进行了新

编，整理出了《莲花落》曲调。张志龙，炎陵县

沔渡镇晓阳村人。在罗、尹两位前辈的传授、

辅导下，学习《莲花落》曲调的演唱，还改编新

编内容并传唱至今。

《莲花落》是炎陵县颇具地方特色和客家

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曾经是民间及群众文

化不可缺少的演唱曲调。时至今日，《莲花

落》虽为小众艺术形式，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学

术研究价值，她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

传承历史，在传统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抢

救、发掘、传承和保护这一

文化瑰宝，对研究炎陵民

俗 、民 风 有 着 很 高 的 价

值。同时，《莲花落》内容

多为劝世文，以扬善贬恶、

吉祥纳福为主，唱腔通俗

易懂，生动风趣，深受观众

欢 迎 。 这 对 构 建 和 谐 社

会，促进精神文明

建设，丰富民众文

化 生 活 有 着 重 要

的促进作用。

热点

创作谈

曲艺评论

书评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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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问
题
到
底
出
在
哪
？

“央视网文娱”评价《我的人间烟火》：拿着旧地图是

找不到新大陆的，创作者们该跟上观众的审美。

《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本应该是聚焦一线基层消

防战士和医护人员，通过对这两个职业线的细节刻画，

突出消防员与医护人员的艰辛与坚守，宣传正确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该剧播出后我们看到的男女主角双

相救赎跑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和“恋爱脑”，在这个提倡

清醒独立的时代，观众对剧里“爱情高于一切”的单调过

时的观念提出质疑。

在“教使用灭火器”的镜头里，女主这眼神，认真学

了吗？宋焰送许沁灭火器，然后两个人居然用灭火器制

造浪漫。作为消防员，宋焰不知道这样做有危险吗，借着

职业光环，明知故犯。

如果这部剧吃着消防员和医护人员红利就应该有

点这两个领域的常识。如果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去做就安

安静静地承认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无脑偶像爱情剧，不要

通过低俗的剧情误导迷惑观众、不要来蹭职业剧。

演员可以多听听观众的建议，磨炼演技，创造出让

人民群众更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部剧中，杨洋的油腻、

包袱重再次被放大，网友喊话要他提高演技，他似乎并

不在意这些意见和声音。

网友说：《我的人间烟火》一集没看，但是槽点一个

不落。

俩人坐地铁，宋焰用手按住车门护着许沁。稍有常

识者都应该知道地铁门不能手扶和倚靠，这个地铁广播

也是经常提醒的。宋焰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身子还反复

倾斜，是站不稳吗？

许沁宋焰接吻时开水龙头被吐槽，这个没必要的情

节安排，浪漫在哪里？这不是浪费水资源吗？

不得不说这部剧从上到下全是槽点的，好像整个剧

组从上到下全是法盲。

目前这部剧在豆瓣评分 3.8，有二十一万多的人参与

打分。弄成现在万人吐槽，到底是编剧能力不行？还是原

著三观不正？

本文原载“陕西影视频道”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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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对《我的人间烟火》的评论

悲喜交织的
父亲情怀

——读梁晓声《父亲》
陈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