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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学泽

  3月22日，受大风天气影响，源自内蒙古
中西部地区的沙尘气团持续向东—东南方向移
动，中午开始广泛影响山东，空气质量逐渐恶
化。朋友圈中，德州、济南、淄博等地的好友
开始上传“沙尘照”。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沙尘天气预报图显
示，沙尘起自西北方向，吹向东南，范围不但
覆盖山西、陕西等省份所在的黄土高原，而且
包括内蒙古、京津冀、东北三省大部分区域，
山东全境覆盖，甚至离武汉、合肥、南京也不
远了。
  这次沙尘气团对黄土高原的“风成说”是
又一次有力的证明，同时，也对山东范围内的
黄土来源，特别是沂蒙山区的黄土来源提供了
新证据。
  早期黄土风成说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

•冯•李希霍芬提出。1860年和1868年，李希霍
芬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

在华北、西北调查中，提出黄土成因的“风成
说”。
  根据长期的科学研究，我国许多地质地理
学家认可了“风成说”，并极大地丰富了其内
涵。 20 世纪50 年代起，中国地球环境科学研
究领域的专家刘东生，致力于黄土成因的调
查，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
分析，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学说”，
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
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
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
这一完整过程。
  “新风成说”的主要证据是，黄土的颗粒
成分大致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变细，这种有规律
的变化说明，正是由于风力自西北向东南的逐
渐变弱，黄土物质的颗粒成分才会逐渐由粗变
细。刘东生的“新风成说”平息了170多年的
黄土成因之争，揭开了黄土形成之谜，是目前
最主流的黄土成因学说，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
可，他被誉为“黄土之父”。
  但“新风成说”只是揭示了黄土高原的成
因，对山东特别是沂蒙山区的黄土来源，学界
一直缺乏科学论证。
  山东的地形主要是由平原和山区组成，平
原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华北平原主要由黄

河、淮河、海河等冲积而成，故也称黄淮海平
原。山区主要是沂蒙山区，这里也广泛分布着
黄土。笔者小时候在沂蒙山区生活，村边土层
深厚，20世纪80年代村里还曾开办砖厂，从地
面下挖10多米，依然是厚厚的黄土层。黄土颗
粒普遍很细，每逢大雨，踩上去一脚泥。但沂
蒙山区的黄土分布并不均匀，有的山顶是石灰
岩和页岩，少见黄土。
  这些黄土是怎么来的？3月18日、19日，
笔者在沂蒙山区和一批专家参加考古活动，
正好遇到一个黄土来源的问题。山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长期从
事田野考古，对沂蒙山区的黄土来源有所思
考，他认为：沂蒙山区的黄土“风成说”比
较可靠。
  首先，黄河在西边受到泰山的阻挡，流不
进沂蒙山区，因此，沂蒙山区的黄土不可能是
黄河冲积而来。
  其次，沂蒙山区的黄土堆积也呈现从西北
向东南减弱的倾向。在沂蒙山北部的蒙阴、沂
源等地，黄土堆积比较厚，但到东南莒南一
带，就很难看到黄土了，很多地方，地面裸露
的是红色的红砂岩和页岩等沉积岩。从大的区
域空间来看，沂蒙山区的黄土颗粒普遍较细，
正是因为距来源地比较远。

  其三，沂蒙山区的很多黄土堆积，比沂河
河面高十多米甚至几十米，因此，这些黄土不
是沂河冲积带来的。当然，沂蒙山区的黄土堆
积受到沂河等河流和雨水的冲刷影响，会从山
顶和地势较高的地方，冲积到地势相对低的地
方，这也是沂蒙山黄土分布不均匀的一个重要
原因，但不能解决来源问题。
  沂蒙山区的黄土有没有可能是本地山体风
化剥蚀后，经雨水冲刷形成的？山东省文物局
原局长、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
王永波表示，现在沂蒙山区的山头很多是石灰
岩质，像一些崮顶都是石灰岩，但在石灰岩上
面，过去还有一层页岩，这些页岩经过风化侵
蚀脱落之后，就形成了石灰岩“山头”，在山
腰和山坡，页岩还大量留存。
  有没有可能，沂蒙山的黄土是页岩风化之
后形成的？这种看法从常识判断是不可能的。
因为沂蒙山表层页岩的颜色，主要是以红色、
红黄相间、青黄的颜色为主，和平常黄土的颜
色并不相同，因此，“黄土本地产生”的可能
性不存在。
  从以上种种情形判断，沂蒙山区的黄土来
源，最大的可能就是“风成”，也就是和黄土
高原的生成机制并无二致，中央气象台的沙尘
天气预报也许正好生动诠释了这一现象。

“姚明也不敢来，怕抢不上票”

  贵州“村BA”火了。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盘
村现场，篮球场四周的观赛台上围满了观众。一些
在外围的观众为了看清比赛，还搬来高梯助阵。为
了抢到最佳观看位置，有村民提前10个小时来占
座。现场观众中，男女老少皆有，还有不少是从全
国各地专程开车或坐飞机过来的。可以说，这是一
场座无虚席、热情高涨的体育赛事。
  在网上，“2万观众冒雨观看村BA”“村BA
奖品太接地气了”等话题引起网友热烈讨论，总决
赛的网络直播更是吸引了全国网友在线观看。有网
友表示，“这才是贴近百姓生活的运动”“姚明也
不敢来，怕抢不上票”。

“儿子”很真诚，“爸爸”很温暖

  3 月26 日，陕西西安一孩子给父亲生前使用的
手机号码发短信，讲述自己的现状，并称非常想念
爸爸。新号主高先生收到短信后，以其父的名义暖
心回复，鼓励他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
  高先生说：“我刚开始以为他发错人了，看了
几遍后感觉他想给他父亲发，但父亲好像不在了，
他现在考研好像也不太顺利，可能需要有人鼓励，
我就以他父亲的名义回了信息。”对此，网友纷纷
点赞，并评论道：“‘儿子’很真诚，‘爸爸’很
温暖。”“愿每个人都被温柔以待。”

“总有一天我要喝上月球水”

  月球水资源一直受到人类的极大关注，因为这
对未来的月球探测任务以及其它空间任务至关重
要。近日，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在嫦娥五号带
回的月壤样本中发现了大量的含水撞击玻璃珠。进
一步研究表明，这些玻璃珠很可能来自月球上一个
庞大的储水库，估计蓄水量可达2700亿吨。相关研
究已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上。
  不少网友看到这项新发现后表示，“月球上有
了水资源，我们就可以到月球生活了。”也有人发
问，“这个含水量可以种仙人掌吗？”“喝起来味
道怎么样？”

“怎么把我零钱也清零了？”

  3月29日凌晨，有大量网友称微信、QQ等腾讯
旗下社交软件出现功能异常。微信包括语音呼叫、
账号登录、朋友圈以及支付在内的多个功能无法正
常使用，QQ文件传输、QQ空间、QQ邮箱也同样
出现问题。
  当天上午，腾讯微信团队发布微博：“工程师
淋汗以报：现在微信支付等相关功能已恢复。”有
网友在微博下留言：“淋汗可以，不是淋血就
好。”因为异常出现在清晨，也有很多人表示：
“能发现异常，看来你们是起床比较早的。”不少
人在这次异常期间丢失了聊天记录，也有人趁机将
自己的“穷”归咎于这次异常：“怎么把我零钱也
清零了？”

“熊猫圈顶流”

  3月29日，北京动物园微博以熊猫萌兰的“口
吻”发文，提醒游客文明参观：“有的朋友为了看
我，发生了口角和冲突，还有的朋友用小喇叭介绍
我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大，这种情况就不大好了！大
家听我一句劝，我和我的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到北京
动物园，但也请大家有序参观，安静游览。”
  有网友表示，萌兰确实是“熊猫圈顶流”：
“去看萌兰，里三层外三层，有点儿像粉丝见面
会，确实很难看到，还好人家萌兰爬上了高处，让
大家都能看到它，那天秩序还不错，希望每一天
‘萌粉’们都能文明参观。”也有人表示：“爱它
就更要保护好它。现场的同胞们，静静地看着它就
够了。”

“春天到了，小鸟换了新发型”

  近日，山西省孝义市孝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
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琵鹭。春季到
来，白琵鹭头顶长出了繁殖羽，“新发型”在风中
飘逸舒展。
  白琵鹭的羽毛也分为夏羽和冬羽两种，夏羽周
身为白色，后颈部有长的橙黄色丝状冠羽。冬羽和
夏羽相似，但后枕部没有冠羽，前颈部也没有橙黄
色的颈环。网友表示：“白琵鹭发量令人羡慕！”
“十里春风是小鸟的造型师。”

“没点诗词歌赋都不敢留言”

  这两天，热搜#中国哪个小县城名字最好听#
在微博上火了。无数网友在话题下面纷纷留言，写
下自己心目中最动听的名字和最美的地方。可能不
一定是县城，也可能描述不够准确，但反映出网友
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和对祖国的热爱。
  网友分享：“朝歌，现在叫淇县。前者‘朝歌
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后者《诗经》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安徽来安，来者皆
安。”“好听的名字连古诗里都会提及，比如：蓝
田日暖玉生烟、姑苏城外寒山寺……好多诗情画意
名字，不禁感慨先人取名的智慧！”也有网友认为
县城名字好不好听，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我老家
名字就是最好听的，因为是我的家乡。”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沂蒙山区的黄土从哪里来的

“西北风”劲吹的启示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张铭皓

吼一声秦腔，

“不煎不熬不成角儿”

  “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如何写他不
熟悉的生活。”陕籍作家陈彦从陕南的
大山中走出，带着对故土的难舍把他熟
悉的戏剧舞台写进了小说《主角》。
2019 年，《主角》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2022 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和编剧
曹路生九易其稿，将70万字小说改编成
3 万字剧本，把《主角》搬上了话剧
舞台。
  何谓主角？戏里说，“不苦不累不
成角儿”“不伤不悲不成角儿”“不患
不难不成角儿”“不煎不熬不成角儿”
“不屈不辱不成角儿”“不容不忍也不
成角儿”。《主角》的主人公忆秦娥从
放羊的娃娃到一代秦腔金皇后，她人生
起点不能再低了，大山里的放羊娃跟着
舅舅进了县剧团，因为在伙房烧火时练
功，被四位秦腔师傅慧眼识珠。忆秦娥
似乎生来就是要成为主角的，然而生活
注定不让她顺遂。成为主角给她带来的
不是掌声与祝福，而是来自同伴的流言
和诽谤，只身一人的她在孤独的泥沼里
越陷越深。登上艺术的顶峰，却沦陷于
爱情的低谷。初恋被她的“光环”埋
葬，为了自证清白与花花公子刘红兵成
婚，却遭到背叛；离婚后与画家石怀玉
交往，却因此断送了儿子的生命。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
烤的那个人，而我愿意做那个把自己架
到火上烤的人。”这是忆秦娥的扮演者
刘李优优在建组时告诉自己的话，为了
饰演忆秦娥，没有舞蹈和戏曲基础的
她提前两年进行戏曲训练，从压腿踩
胯开始，感受角色，坐着时将腿盘成
卧鱼状，巡演路上随身带着一根烧火
棍，利用休息时间独自练习……“前期
一切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在演员心里种
下一颗种子，随着排练的时间慢慢推
移，在人物之间的磨合中，种子慢慢生
长，人物也逐渐丰满”，剧中刘红兵的
扮演者安猛讲出了话剧演出的魅力所
在。“演第一场和演第一百场，台词是
一样的，但感受不一样，我觉得一开始
的种子也很重要，然后慢慢地开花结果
也很重要。”
  表演之外，编剧曹路生巧妙地把剧
本结构用秦腔经典剧目的择选作为主要
场次的划分，《杨排风》《白蛇传》
《游西湖》等剧目伴随着忆秦娥情感命
运的波澜起伏，描摹着忆秦娥艺术生命
的航行轨迹。秦腔的生命力来源于黄土
地，在黄天厚土走了一遭又流淌回秦人
的血液中，成为他们身体中必不可少的
元素。它的加入和融合让整个作品丰富
饱满，荡气回肠。

“西北风”的底气：

戏剧创作回归文学传统

  不久前，著名作家贾平凹出席首届
济南书市开幕式并致辞。去年，他刚刚

出版了长篇小说《秦岭记》，“生在
秦岭，我写的东西没有办法绕开秦
岭。”不难看出，陕西作家的笔下大
多离不开生长的土地，那是历史的厚
土，也是文学的厚土，柳青、路遥、
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一大批作家
扎根生活，在文坛形成了一支独树一
帜、难以效仿的文学陕军，这是西北
风劲吹的底气所在。
  《主角》等作品的舞台化，被视为
戏剧创作回归文学传统的范本。未来五
年，陕西人艺计划再推出两部文学名著
改编新作，分别是作家李佩甫的《生命
册》和陈彦的《装台》。其中，剧版
《装台》已于2020 年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在陕西本土文学影视化过程中，
《白鹿原》就有多个版本的电视剧集和
电影，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90年就
被拍成电视剧，而后在2015年由王雷、
佟丽娅、袁弘、李小萌等主演的新版
《平凡的世界》同样口碑不俗。
  除去经典文学的剧本加持，陕西的
地域文化符号也是影视作品中的常客。
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行走于
大西北，拍摄了一系列反映西部民风民
俗的电影。《黄土地》《秋菊打官司》
在人民日常生活状态的描绘间呈现出了
大量的西部民俗事象。《武林外传》中
的佟湘玉可能是不少观众印象里陕西人
的典型代表，“额错咧，额真滴错
咧”，一口地道关中话的加持让角色形
象更加迷人。近年热播的电视剧《那年
花开月正圆》《长安十二时辰》中都有
不少陕西美食的特写，同样是地方小
吃，周莹爱吃软糯香甜的甄糕，张小敬
喜欢热腾腾的水盆羊肉，人物性格从地
方吃食上可窥一二。
  陕西地域色彩为何能在影视圈留下
浓墨重彩？西北风频频吹拂的原因不外
乎地杰人灵。“峻岭登临最上层，飞埃
漠漠草稜稜”秦岭架起她的骨骼，黄河
流淌她的血液，秦、汉、唐三朝就为陕
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革命圣
地延安为革命以及军旅题材的作品创作
提供了生长的摇篮。黄天厚土孕育出陕
西人的灵气儿和能干事的拼劲儿，“老
陕”的故事还得老陕来讲，陕籍影视从
业者怀着对故乡深沉的情怀和爱怜，从
生活里寻找灵感，人物的生命表达饱满
而富有层次，“瓜”得淳朴可爱，
“怂”得老实憨厚，“楞”得率真热
烈，“骂人他最狠，心眼他最实”，黄
土的性格就是他们的性格，大山的性格
就是他们的性格。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副教授刘佳认为，土地的广袤与恢
宏，秦腔的高亢与浑厚，白羊肚毛巾的
朴实与简练，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呈现陕
西人的质朴豪迈，人的精神、品质，人
的真实、淳朴，才是最触动人心、最打
动观众的关键点，是陕西影视传播的软
形象和地域文化的灵魂。
  坐拥“文学陕军”“长安画派”，
陕西期待再打出“西部影视”的品牌，
让陕西影视文化的高原再起高峰。要把
陕西故事讲活，首先就要注重讲法，比
如大家都爱听的陕西方言，在传播上同
样有取舍，《主角》在巡演时会根据受

众文化差异在全方言的基础上进行微
调，比如删去一些原生的谚语表达，一
切以戏剧效果呈现为转移，让陕西人听
着亲切，外地人听着新鲜也听得懂。地
道的方言正是作品的加分项，不仅两位
主演对此十分确定，也是文艺创作者的
共识。

“大秦岭，大泰山，

都有理由写得好一些”

  山东与陕西两省同为中华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贾平凹来济时曾说，山东与
陕西之所以是文化大省、强省，与我们
脚下的大地有关系，与泰山和秦岭有关
系。“无论生在大秦岭，还是生在大泰
山，只要从事写作，都有理由写得好一
些，因为你的资源丰富。”
  近年来，在山东影视文化工作者对
鲁剧“守正创新”的精神追求下，一批
富有浓厚的山东味道的电视剧集登上荧
幕。去年春天登上了央视综合频道的
《三泉溪暖》，就将龙山黑陶、铁艺非
遗产业、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吕
剧等富含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与剧情相
结合，山东人文特质与时代风貌也在剧
中得以展示。其取景地朱家峪还曾拍摄
过《闯关东》《南下》《老农民》《青
岛往事》等多部山东气质满满的高口碑
作品。在紧跟时代步伐的创作主题下，
《温暖的味道》以打造当代精品乡村题
材影视剧为探索方向，讲山东人的事，
也帮山东人做事。拍摄地后石沟村，起
初缺少人气，在剧集热播后，剧中许多
颇具生活气息的特色布景变成游客的打
卡地，这是一次“影视产业+美丽乡
村”的成功尝试，文化旅游业的提振，
是文艺作品与城市形象互动后最直接的
社会效益。
  如果说陕剧中的陕西人形象是“不
变中的万变”，那么鲁剧中的山东人可
能是“万变中的不变”。媒体呈现的山
东人，在本分仗义等共通的北方性格下
又是令人惊喜的：坐拥脱口秀王国半壁
江山，时不时因为倒装句上个热搜，贾
玲都在春晚小品里说起山东方言“吃蛤
蜊，哈啤酒”，基因里的幽默无处
藏匿。
  山东守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的是
登上荧幕的底气，同时在资源的挖掘和
转化上，特别是在舞台剧的创作上，还
有极大的空间可以转化、开拓，比如除
了孔孟、二安，齐鲁大地上诸多名士的
故事也亟待更生动的讲述，像柳子戏、
琴书、快书等传统艺术形式也期待更多
样更精巧的糅合呈现，而现有的展示山
东特色的经典、名作怎样进行二创形成
精品也成为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
题。时代感不仅是对过往史实的回溯，
还有对新时代的热切期盼，对新兴文化
的选择性吸纳，和对经典与传统的适当
改编，话剧《主角》将文学、戏曲、方
言灌注于大众舞台，即一次叫好又叫座
的锤炼。沿着这样的思路，或能将山东
优秀传统文化、山东人的特质有机融进
具有时代感、创新性的文艺作品中，全
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气象。

  日前，话剧
《主角》带着黄
土 地 上 的 一 股
“陕风”强势登
陆山东省会大剧
院，开票以来便
备受关注。它延
续了话剧《白鹿
原》和《平凡的
世界》对于文学
传 统 的 回 归 和
“秦人秦事”的
坚守，三部话剧
擦亮了陕西人艺
“茅奖三部曲”
的文化招牌。
  放眼当下文
化界，话剧舞台
之外，陕北味的
文艺作品在大小
荧 幕 上 皆 吃 得
开，为何“额”
一 出 口 就 是 讨
喜，陕北地域文
化 究 竟 魅 力 几
许？能给我省文
艺创作带来怎样
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