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西可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文化视界 15

□ 刘玉堂

在所有戏曲中，若论普及率，《秦香
莲》应该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因其引人同
情而又大快人心也。就结构而言，它还是有
关男女故事的最基础的蓝本。之后的此类故
事，你都可以视之为它的沿变或翻版。从许
多有关离婚已成或蹬妻未遂的现当代小说
中，也常常能看到它的影子及影响。

《秦香莲》说的是，宋朝年间，陈世美
中了状元，又当了驸马，原配秦香莲携子女
进京寻夫，陈非但不认，反令家将韩琪追杀
她们母子以灭口。秦哭告实情，韩琪自刎于
三官堂。秦到包公处告状，包设计召来驸
马，与秦对质。陈自恃皇亲国戚，强词狡
辨，包欲铡之。太后、皇姑前来劝阻，包不
允，终铡陈世美。

小时第一次看此戏，让它给吓哭了。一是
韩琪追杀秦香莲，她们母子跪在台前哭诉的
时候，那韩琪凶神恶煞，又刀光闪闪，怪吓人
的；二是刀铡陈世美的时候。就见两个光着脊
梁的刽子手扛着一口真正的铡刀，先是在台
上走了一趟，到得舞台一侧，将铡刀放到一张
桌子上；尔后抬出陈世美，即将他的脑袋续进
去了，一刀铡下去，血水四溅……

我后来知道，那铡刀是他们跟村上借的
(那时的剧组不可能扛着一口铡刀走四方)，
刀口用锡纸包过，发着亮光；而陈世美的脑
袋则是用猪尿泡做的，里面装了红颜料，一

铡，自有血水溅出。待我稍大点再看此戏，
即不再有铡人的场面了。

几乎所有的剧种都演过此戏，比较有代
表性的是评剧《秦香莲》和京剧《铡美
案》，从名字上便可以看出，两剧的重点不
一样，京剧强调的是“案”，而评剧则是突
出了秦香莲的遭遇。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
评剧似乎更加合情理一些。比方说，评剧中
的王延龄让秦香莲找包公告状，怕包公不接
见她，给了秦香莲一把扇子，算是个介绍
信。秦香莲拦轿喊冤的时候举着那把扇子，
包公才有可能接见她。而《铡美案》里少了
这个细节。秦香莲拿着扇子下场时的那句唱
特别好听，叫“一把小扇拿在手，包相爷那
里去喊冤”，委婉悠扬，余音缭绕。

京剧《铡美案》与评剧《秦香莲》分别
是裘(盛戎)派和白(玉霜)派的代表作。两剧种
的重点不同，让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也
不同。看《铡美案》，我们记住的是“包龙
图打坐在开封府”那一段。《秦香莲》则以
那段琵琶词最为好听，唱词是：华堂上夫君
豪饮妻卖唱！……尊相爷陈驸马细听根源。
自幼儿配夫陈世美，……我们二人成亲整十
年。他进京赶考三年不回家转，撇下了老小
度日艰难；不幸家乡遭荒旱，粮米歉收少吃
无穿。头一年不分昼夜织布纺线，抚养着老
小少受饥寒。第二年哪，依然是粒米未见，
织布纺线都无有本钱；那东邻西舍全然都借
遍，卖了纺车又卖衣衫。儿女们终朝每日把
他的爹爹盼，二爹娘想儿想得眼泪哭干！第
三年寸草不出土干地裂，家家逃难往外搬；
我们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连一根野菜都无
处去剜。草堂上饿死了我的公爹婆母……我
剪青丝换芦席尸葬荒山。带领儿女把夫寻
找，一路上挨门讨饭我们受尽艰难。好容易

来在呀京城地，不料想夫中状元忘了家园。
他眼前只见新人笑，旧人啼哭不动他的心
田……如泣如诉，一唱三叹，让筱白玉霜那
个悲剧味的嗓子唱出来，简直就绝了。评剧
中的白派相当于京剧里面的程派，风格、特
色、味道什么的都差不多，京津唐一带及整
个东北地区，白派迷不亚于程派迷。

十年浩劫中，像所有的古装戏一样，
《秦香莲》也禁演了，粉碎“四人帮”后，
该剧重新上演。是年，我至京出差，在我的
一个战友家吃饭，那战友的母亲即是个《秦
香莲》迷。那时普通百姓家还买不起电视，
她便拿着半导体一遍遍地听，一边听一边唉
声叹气，有时还擦眼抹泪。她告诉我，秦香
莲第一次去见陈世美的时候，陈世美心里也
想认，可就不敢，你听这一段：听说是二爹
娘双双丧命，心儿内欲痛哭不敢高声。秦香
莲为我把孝来尽，说的我心羞愧无有话
云……他要认下多好呢你说说！我即随着那
老太太说，陈世美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断用新
的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他前边的错误！就
像停电一样，一天停一次你不高兴，我一天
停上它三次，看你把我怎么样。

多年之后，看柏杨评陈世美该不该认秦
香莲的问题，他这么说，生活中的秦香莲，肯
定没有戏里面的秦香莲漂亮，而大凡演秦香
莲的都是名角，是女一号，要形象有形象，要
嗓子有嗓子，要钱还有钱；生活中的秦香莲若
像戏里面的秦香莲那么美，那么有钱，傻瓜也
会认。——— 这有点抬杠和戏说的味道了。

还是这个柏杨，又说，刀铡陈世美，我
想没有一个人反对。当包公下令开铡的时
候，戏台上刀光闪闪，一铡下去，还有血流
出。台下掌声如雷，女观众固然高兴，男观
众也觉得非如此不足以尽其罪。但反对不反

对是一回事，照着做不照着做又是一回事，
便是把陈世美先生本人弄去观看该剧，他也
会认为铡得好铡得妙。(以下是我的话)可他
看完了戏，谴责完了陈世美，还不是该停妻
再娶的停妻再娶，该包二奶的包二奶？尔后
还会自我感觉比陈世美高明些，咱只不过包
了个二奶，至少没杀妻灭子良心丧吧？啊。

《秦香莲》之所以深入人心，久唱不
衰，还因为它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有一个
圆满的结局。我翻山东地方戏几个版本的《秦
香莲》，最早的版本是陈世美被铡之后，皇姑
收养了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冬哥与春妹，王延
龄则认了秦香莲作义女。这样的结局又太过
团圆了，不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刀铡陈世美
作结尾更有力量。惩恶扬善、大快人心也是一
种圆满的结局。你若不满足还想让它再团圆
一点，那观众担心的事情会更多，比方说，皇
姑收养了那一对儿女，她若虐待他们怎么办？
王延龄的子女们，见凭空又多了一个女人出
来分他的遗产，要拿作她呢？没完儿。将那个
铡人的血淋淋的场面删掉也不错。这故事的
本身就够动人心魄的了，你没必要再借助感
官刺激来增加它的感染力。

也是因为秦香莲的故事太深入人心，难
免会让陈氏后裔及有考证癖的人对号入座及
唱反调。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即有人搞了
一出为陈世美正名的戏，说历史上的陈世美
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曾做过县令，只是得罪
了人，才有人编出这出戏来糟践他云云；可
惜没什么影响，很快即销声匿迹了。可见艺
术的真实要比生活的真实更容易深入人心。
用生活真实跟艺术真实较劲，一般都会费力
不讨好。要么艺术低下，观众不买账；要么
狗尾续貂，旋生旋灭，回过头来你还得看正
宗的《秦香莲》。

闲话《秦香莲》
◆如泣如诉，一唱三叹，简直就绝了 ◆故事深入人心，因为它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

□ 张丽军

“这么凶/这么快/这就是现代。”藏族
作家阿来在长篇小说《空山》中借助于流浪
诗人，唱出了新时代特有的精神况味。毫无
疑问，网络、手机、QQ、博客、微信，已
经并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时代：一
个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是历史记录
者、人人都是网络写手的全民参与、众神狂
欢、天下围观的新时代正在到来。相对应的
是，传统的期刊、报纸、电视、电台、书店
正受到极大的侵蚀，乃至无人问津。这正是
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新旧更替、日新月异、
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遗憾的是，新世纪
的文学艺术创造和文艺评论，在一些地方和
一些人群中，依然奉行的是传统纸媒时代的
文化思维方式，以致无法与新媒体时代进行
有效的对接，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历史的、
审美的新批评。

新媒体的变迁极大地影响，乃至改变了
新世纪中国文坛的文化产品生产和作家、艺
术家的存在生态。2011年，我申请到了中国
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中国 7 0后作家群研
究”。在我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坛的文艺生
态是“三分天下”，即中国50、60后作家的
传统写作；异军突起的80后作家；以及中间
被遮蔽和压抑的70后作家群；从文艺内容和
生产方式看，存在着纯文学、大众文学和网
络文学三部分，其中网络文学，已经占据了

半壁江山，乃至三分之二的文学市场。在新
时代文化传播方式和受众群体变迁的新文化
语境下，文艺创作与评论远远落伍于时代，
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群体。
这才是新媒体时代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最大危
机所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去除焦虑，重振
文艺批评与创作？我认为要从以下五个方面
入手。

1、破除“网络文艺”的迷执与焦虑

“新媒体时代”所出现的巨量的“网络
文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巨量“网络文
艺”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的“文艺作品”，
这是需要疑问的。事实上，在“新媒体时
代”，这些巨量的“网络写作”，大部分充
其量只是“前艺术写作”，与纸媒时代大量没
有印刷、没有在期刊杂志发表的“抽屉写作”、
“潜在写作”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一种潜在
状态的、文学爱好者性质的准文学写作。我
们在充分重视、跟踪研究的情况下，亦需要
打破“网络文艺”的迷执与焦虑。

2、正视网络文艺的“艺术特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的写作工具和传
播载体经历了多次变迁，从最早的陶文、甲
骨文、金文、篆字、楷书到今天的硬笔字，
但是对文学艺术的“艺术特性”“艺术要
求”“艺术标准”是不变的。“新媒体时

代”的“网络文艺”，我们需要的依然是
“文艺”的审美艺术属性；而不可因为“网
络”而忽视，或对艺术性存在着过低、过滥
的低门槛要求。因此，对于网络文艺，我们
依然有着艺术的要求：语言的纯洁、思想的
深度、精神的探索、艺术的追求等。

3、书写“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要写出属于这一
个新时代的“疼与痛”，这一个时代人的精神
生命体验。在新世纪文坛的生态结构中，中国
70后作家，是一群被遮蔽的作家群体。可谓生
不逢时，前有50、60后灿烂光环，后有80后的横
空出世。但是70后这一代人却有着改革开放
30年的独特生命经历和深刻生命体验，这是
这一代人无可复制的精神心理结构和思想财
富，这是急剧变迁的新时代，是伟大的社会变
革的时代，也应该是出伟大作品的时代。80后
一代人同样拥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代人
都有属于这一代人的疼与痛，写出他们，即是
这个时代的代言人，这个时代的文学。

4、打造“新媒体时代”的艺术家

和批评家队伍

“新媒体时代”的文艺生产与传播方式
的变化。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需要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更需要“狂轰滥
炸”式的新媒体的立体传播。江苏的鲁敏、

河南的乔叶、山西的葛水平等女作家迅速走
红，与“新媒体炒作”有着密切关系。更不
用提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等80后作家了。
从文艺评论来看，70后批评家的成长尤为艰
难。目前中国文联“中青年评论家研修
班”、中国作协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的
“客座研究员”制度，以及各个省市，如山
东作协“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等各项新制
度，推进了新一代批评家队伍的建设。目前
依然存在力度不够，时间较短，缺少长期
化、机制化、战略化的深度培养、精品打造
的战略性构思和制度措施。

5、推进“新媒体时代”学术

评价机制的重构

如何实现文学评论队伍向“新媒体时
代”的转变和有效对接，实现文学评论从传
统纸媒到新兴媒体载体的本质性转变？仅仅
做出一些呼吁和倡导，是不够的。这需要学
术评价考核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建立起网络
文艺评论规范、网络文艺评论专业网站、网
络学术期刊，如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研
究”网络版和一些国外的网络电子出版物，
从而确立网络学术期刊的权威和影响力，扭
转纸质学术期刊确定乾坤的格局。目前山东
省刘勰文艺评论奖设置网络博文的文艺评论
奖、广东省作协成立网络文学研究院，创办
“网络文学评论”都是很好的尝试。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媒体时代如何振兴文艺创作与评论
对于网络文艺，依然要求语言的纯洁、思想的深度、艺术的追求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75岁的何晓铮老人在教小孙女捏面塑。何晓铮的面塑已经捏了56个年头，每件作品都栩栩如生令人惊叹。何晓铮现任山东面塑艺术

学会会长，面塑已成为他割舍不掉的最爱：“每一个面塑捏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它能反映你的内心，把心里的感情用面面塑说出来。”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毛主席说习老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和彭
总一样，一辈子心中忘不了‘群众’这个根，大家看墙上的照
片，习老躬身听民言，卷起裤腿到田间视察，拿起锄头和群
众同劳动……”

4月4日上午9点，当茌平县文化局的21名干部职工来到
李汉君的农家小院时，他正在东厢房的“习仲勋纪念馆”为
两位慕名来参观的人做着解说。

在总占地300多平方米的纪念馆里，按照李汉君的既定
套路，第一步是参观占了两间北屋的“彭德怀纪念馆”，然后
是隔壁的“红色书屋”，最后是他刚建成的“习仲勋纪念馆”。
现在，他最忙的一天接待4个团队，“已经是极限了，红色

‘汇’展吸引了很多人参观。”
今年51岁的李汉君，是茌平县信发街道李相武村农民。

高中时，历史老师的一场“彭德怀何罪之有”的讨论会改变
了他的人生。18岁高中毕业后，他开始收集彭德怀资料，后
又扩充了与彭总工作、生活相关的习仲勋、左权等人。“原来
想读史做研究，但总感觉自己‘笔杆子不硬’，研究成果没出
来，收集的摊子却越铺越大。”

32年来，李汉君耗尽百万家财，陆陆续续收集、购买和
收藏有关书刊12800多册，纪念彭德怀、习仲勋的研究文章
22770余篇，历史图片2000余幅，物品100余件，其中不乏像彭
德怀、习仲勋1952年联名签发的“革命军人书”等珍品。

每一份资料，都凝聚着李汉君的心血。拿那份《反对官
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单行本来说，它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北
局副书记的习仲勋在1950年庆祝西藏解放一周年纪念大会
上作的报告。据此，习仲勋被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察觉
并自觉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中央领导。

李汉君向往此书很久，得来却偶然。6年前，他在济南市
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看到了这本书，售价100元，李汉君翻
遍全身拿出80元买下后，浑身上下只剩三毛五分钱，一路搭
车转了三站才辗转回到家。

在收藏过程中，李汉君有讲不完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为
了维持生计，他种过地，打过工，开过饭店，目前的经济来源
主要靠妻子的工资。对此，妻子、孩子都不理解，说他太不靠
谱。他曾经为丢失一箱图书而报警，穿上西服硬闯吴家花园
的中央保密局，以湘潭国家彭德怀纪念馆为家，非常得意大
家叫他“茌平老李”……

为此，李汉君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收获分享出去。2011
年，以自家小院为“根据地”的“茌平彭德怀纪念馆”建成。在
去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他又利用现有资料建成了

“习仲勋光辉业绩纪念馆”。“习仲勋和彭德怀是老战友。两
个人有深厚的情谊，下一步还要做杨尚昆、左权等革命家的
展览。”

现在，李汉君自制的名片上印着20个字：“自费建设、免
费参观、义务讲解、位置优越、欢迎光临”。来参观的人都会
问李汉君为什么做这个，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觉得伟人
的思想品质好，值得怀念。越收集越研读越停不下来，两位
老革命家一心为民、无私无畏的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人说，李汉君的纪念馆“有国家馆的影子没有国家馆
的样子”。对此，他笑之以对，“展柜都是自己做的，我跑到人
家国家馆里量尺寸看样子，照葫芦画瓢。”馆长李汉君是个

“全才”，他不仅要出门拜访、收集资料、分类记录，还要设计
展室、做展柜、作讲解、打扫卫生……

“让大家来参观，是我建馆的初衷。”李汉君说，自党的
群众路线活动开展以来，来参观的干部职工多了不少，希望
这里能成为身边的“红色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彭、
习两位革命先辈的事迹。

“我的中国梦是‘建馆颂伟人，展绩励后人’，建成比国
家馆还有教育意义的纪念馆，群众伸手就能够到。”李汉君
说，自纪念馆建成以来，已经接待4000多人次，最多时一天
来50多人，“在我的计划中有5部分展示，目前还没达到我的
设想。”

自费建设彭德怀纪念馆、

习仲勋纪念馆

茌平老李：

３２年自办红色“汇”展

□记者 卢鹏 报道
4月7日，滨州市阳信县万亩梨园，来自该县“云芝

舞”老年健身队的七名队员精神抖擞地跳起了健身舞蹈，
为赏花的游客增添了快乐，也展示了老年人快乐向上的生
活方式。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诠解》再

版上市以来持续热销，应部分读者学习、研读、交流的要
求，如今又推出《论语诠解》大字版，大字号、大开本，
版式疏朗，便于阅读。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中华经典诠解》(第一辑)也
已与《论语诠解》同步上市，其中包括《论语诠解》、
《孟子诠解》、《大学中庸诠解》等基础国学书目。

《论语诠解》再版上市以来连续加印九次、八万余册，在
北京、济南等全国重点城市书店及网店的销售排行名列前
茅。短短三个多月内，《论语诠解》取得了较高的人气，得到
了读者的关注和信任，还通过我省海外“尼山书屋”项目走
出国门，与海外读者见面，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山东友谊出版社适应部分读者阅读需求，推出
《论语诠解》大字版，在保持《论语诠解》内容不变的基
础上，正文字体采用富有亲和感的楷体字，大字号、大开
本，版式疏朗，便于阅读。正文用纸为优质纯质纸，精
装，配函套，整体风格精致大方。

《论语诠解》推出大字版

□王市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章丘市残疾青年诗人

刘冰被吸收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圆了梦寐
以求的作家梦。他的第一本诗集也在省作协创
作室等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即将正式出版。

刘冰自幼患有核黄疸后遗症，身体不受自
己控制，但他坚持读书学习，并以顽强的毅力
学会了上网，用仅能控制一点的左脚来操作鼠
标，打字，撰写文章，创作诗歌。省作协副主
席李掖平评价说，刘冰的诗歌充满了对生活的
热爱和感恩，洋溢着生命的光芒。

在了解刘冰的困难情况和对文学的追求
后，省作协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研究，决定
帮助刘冰圆其文学梦。近日，省作协组织进行
了2014年度会员发展工作，经全体评委一致同
意，并经省作协驻会主席团成员办公会议审
议，批准刘冰为省作协会员。

省作协创作室还与山东友谊出版社联合，
帮助支持刘冰出版个人诗集。

残疾青年诗人

刘冰加入省作协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2日下午，由北京博雅

广华和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联合主办的《聪
明人的笨功夫》新书分享会和签售将在济南市
泉城路新华书店举行。此书上市至今连续三周
稳居当当励志新书榜第1名。新书作者将跟读
者分享镜头背后的学霸成长之路，以及出书的
感悟心得。

《聪明人的笨功夫》

将来济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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