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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7月7日，中国作协正式公布2014年度重点
作品扶持项目名单，共110个作品项目入选。
除“中国梦”主题专项32项、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专项11项外，在其他67项中，我省著名作
家高洪雷的长篇小说《大写西域》被列入报告
文学、纪实文学类15件重点扶持作品之一。

此前，高洪雷的两部历史题材长篇《另一
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出版后，在学术界、
文学界及广大读者中都引起很大反响。7月10
日，这位一直在山东煤田地质系统工作的“业
余作家”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大写西
域》着眼于历史文化大背景，描写西域历史，
展现古老而灿烂的西域文明。期待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能直观地感悟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自古多元一体，正是融合了多民族
智慧，才共同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创作《大写西域》并非“自虐”

记者(以下简称记)：什么原因让您产生创
作《大写西域》的想法？

高洪雷(以下简称高)：写作《另一半中国
史》、《另一种文明》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如
今社会上流传的被广泛认同的一些所谓“历
史”，其实与史实并不相符，甚至恰好是黑白
颠倒了个。我就决心写一部介绍西域历史的
书。

《汉书》中关于西域王国的记载有36个，
据我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考证实际有48个。

我想把这48个王国的兴衰写一遍。最大
的困难是史料非常少，有的王国，在目前已经
发现的史料中，仅有三四十个字的记载。所以
有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人听说要写
这么一本书，调侃我说这分明是一种“自虐”
行为。

虽然明知道有困难，我还是有写作这本
书的强烈冲动，因为那些历史一直在我脑子
里翻动，一些场景甚至都生动地呈现出来，我
对那段历史的很多思考也越来越清晰，自然

就想动笔记录下来。现在，中国提出构筑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有这么一本书，相
信对大家了解历史，了解西域文明，都会很有
帮助。

记：书名取用“大写”，这两个字有什么特
别的含义吗？

高：西域本身地域辽阔，而且历史古老，
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一提到西域，很多人脑子里恐怕只知道楼
兰、乌孙、和阗等比较有名的王国，但还有一些
小的王国或者存在时间短暂的王国，这些王国
虽小，存在时间虽短，但在历史上同样起过大作
用。我认为，在西域文明史上，每一个王国包括
著名的和非著名的，都是一株美丽的花朵，它们
共同创造和组成了灿烂的西域文明。

大写，一方面是要把所有的国家都写到，
另一方面还是为了彰显西域文明。尽管西域
的很多古城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它们
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既然是大写，就不是小写。在叙述历史的
过程中，我还会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把故事放
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关照，并结合现实，体
现对历史的反思。对于西域这些国家的兴衰，
我想让大家了解，兴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
以从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

记：这本书的写作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
高：在材料非常贫乏的基础上，我现在已

经完成60余万字的初稿，还想继续补充、完
善、打磨，准备明年正式推出。

不是杜撰故事“逗你玩”

记：写作的史料从哪里来？
高：一方面是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历史典

籍，比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也大量借助海外的史书及历史研究
成果，阅读《世界史》、《中亚史》、《波斯史》、

《阿拉伯史》、《印度史》、《泰国史》……。
为了增加现场感，我还四处探访，到过蒙

哥折戟沉沙的钓鱼城，细君垂泪的昭苏草原，
绿柳依依的姑苏城，金达莱盛开的长白山，我

去现场考察遗址遗迹，查阅当地史料。
记：你是怎样使用掌握的历史资料的？
高：把史实与叙述故事结合起来。纯粹做

历史考据工作，会让人觉得枯燥，了无生趣。
单纯为了把故事讲好，不免又会让人感觉有
点飘浮，不信任，他们会怀疑：你是不是杜撰
故事“逗我玩”？

我认为，对读者来说，编织个故事“逗你
玩”也是有必要的。历史小说首先也要让人把
历史读进去，需要讲故事，这样才能有效果，
否则读者一看面目可憎，看不了两行直接扔
到一边，这样的写作岂不是白费力气。当然，
即使是讲历史故事，也不能凭空杜撰，要讲究
言之有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大量采用“页下
注”的方式，引用了哪些资料，或者依据从哪
里得出，都通过“注”标识出来，让读者有据可
查。

记：现场探访起到了很多帮助吗？
高：现场探访一方面是为了考证史料的

真实性，另一方面是增加现场的感觉。真实地
处于那个环境，对史料的理解会更加立体和
形象，甚至能一下子解开思考了好久找不到
答案的疑团。

历史不能“以讹传讹”

记：你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后来从事的煤
田地质工作也与历史、少数民族工作毫无关
联，什么原因引发您对历史的兴趣，并开始创
作历史小说的？

高：我开始构思历史小说始于2001年，因
为我发现普通人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宗教
知识非常缺乏，以至常以讹传讹。

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多年前的一
天，一位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专家在演讲中
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汉满
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其中的‘回’
就是指‘回族’。”而在我的记忆中，孙中
山所指的“回”应该是指“维吾尔”。民族
研究工作者尚有如此常识性错误，更何况普

通人。
之后不久，我在参观内蒙古历史博物馆

时，居然找不到草原帝国“柔然”的任何文字。
于是我花了6年时间，主要还是业余时

间，大量查找阅读历史资料，通过勾勒的方
式，把55个少数民族都写一遍，叙述了中国历
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兴衰更替和发展演变———

柔然曾经非常强大，后分成两支，大部分
被突厥所灭，融入突厥；另一小部分逃亡欧
洲，更名阿瓦尔人，在今匈牙利建国，被日耳
曼人所灭，成为今俄罗斯人和阿塞拜疆的阿
瓦尔人。

再比如突厥族，分成东突厥、西突厥两
支。东突厥后被唐朝所灭，融入汉族。西突厥
又分成三支，包括沙陀突厥、奥斯曼帝国、阿
富汗伽色尼王朝。其中奥斯曼帝国演化成今
土耳其人；沙陀突厥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北
汉，被宋所灭，融入汉族；阿富汗伽色尼王朝
的一支，经过廓尔突厥王朝、帖木儿王朝、印
度斯坦，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灭，最后融入印
度。

赤狄经过长期演化，分别成为今维吾尔
族、裕固族、撒拉族、土库曼斯坦人。

我重点追述中国多民族自古一家、多元
一体的历史事实，描绘中华各民族并肩开拓
祖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史诗，增强民
族认同，弘扬民族团结的思想。

记：现在历史小说的写作出现很多风格
样式，您感觉自己的写法有没有独到之处？

高：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角度创新。我写
的都是前人没写过的。比如《另一半中国史》，
把55个少数民族都写了一遍，而且探讨其兴
衰原因，像这样写法的，从这个角度来表述
的，此前应该没有过。

省作协主席张炜看过这本书后评价说：
“这是一次别具视角的历史书写，是一部社会
人生的深刻启示录。”

《另一半中国史》出版后，为广大评论家
所关注，而且登上了光明书榜月度榜首。书店
里还很快出现了模仿的书，《别笑，这是另一
半中国史》。

别具视角的历史书写
高洪雷长篇小说《大写西域》被列入国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 刘玉堂

地方戏中流传得比较长久的剧目，一般
都是原创剧目，原创剧目中存留得比较久远
的又大都是传统剧目，现实题材的甚少，屈指
可数。为什么？我感觉原因有三，一是过分地
紧跟形势、图解政治或政策，待气候一变，时
过境迁，那些东西就被人们淡忘乃至彻底遗
忘了，比方当年以阶级斗争或忆苦思甜为题
材的东西。二是停留在表扬好人好事的层面，
没有从人性和审美的高度塑造人物，太重视

“寓教”，而忽略了“于乐”，也很容易被人忘
却，比方一些歌颂计划生育先进人物的剧目
等。三是离普通百姓生活较远，故事生硬，语
言太过时尚或生涩，引不起普通百姓情感共
鸣的。

这里有个选材问题，也有个角度问题。近
年在诸多现实题材的地方戏原创剧目中，莱
芜梆子《儿行千里》，我感觉角度不错，要比一
般的反贪或反腐剧目略胜一筹。

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戏曲中，反贪或反
腐的题材并不鲜见，耳熟能详的有包公戏、海
瑞戏、刘墉戏、《宋世杰》、《孙安动本》等等。甚
至一些生活味很浓的地方小戏，也都有反贪
反腐的情节，如《王定保借当》、《逼婚记》等。
写法上基本都是正面攻击，清官斗贪官，或民
告官；迂回着写的则少见。《儿行千里》也可以
归类到这类题材上去，但故事的主线不是如
何与贪官斗，而是贪官的母亲用传统道德对
其进行教育、感化，并以实际行动为儿子赎
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有关救赎或母
爱的作品。

故事说的是，高官郑耀忠携妻女回山村
老家为80岁老母祝寿。简朴的寿宴上送礼者

蜂拥而至，精美包装的洋酒、野山参，礼盒里
夹着的巨额现金，引起了母亲的警惕与忧虑。
以“惊梦”、“惊魂”、“惊恐”为名串起的3场戏，
是母亲的重重惊怕，背后也是儿子无法挽回
的步步沉沦。权钱交易、利欲熏心的郑耀忠最
终锒铛入狱。善良的老母亲因“还一分赃款减
儿一分罪”，跪求乡亲，四处筹钱以还赃款，狱
中探视又劝儿子主动坦白，终将儿子从生死
线上拉回。

按传统戏的分类法，该戏应为老旦戏，着
重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正直的母亲形象。
一开场，忠子娘为迎接儿子回来，让女儿女婿
烧炕糊墙的一段对唱，很能反映一个农村老
太太的本色：坯炕头，泥墙根，莫让忠儿沾灰
尘。抹一把稠糨糊粘着娘亲的爱，贴一张薄报
纸情满土墙裙，人都说母子紧拴线一根，越走
远越牵紧娘的魂，生儿育女心操尽，硬了翅膀
就飞出了家门。人人都说当官好，谁知更牵老
娘的心。

忠字娘当年当过儿童团长、妇救会长和
识字班长，这样的经历，对儿子政治上格外关
心是合情理的，事事都注意不让儿子沾灰尘。
当看到有人给儿子送钱时，她吓晕了，噩梦醒
来，便冒着风雪去给儿子送钱。当她追问儿子
那份人情怎么还时，儿子支支吾吾，她让儿子
把头抬起来，之后训斥道：不是为娘会相面，
你从小做了坏事就是这般模样，面红耳赤，面
露愧疚，为娘料定你为官不清！遂令其跪下，
言道：倘若跨马走了险，悬崖勒马往回牵。倘
若执迷不听劝，迟早滚落马鞍銮。到那时祖宗
的规矩谁敢乱，郑家林不埋那贪赃枉法的糊
涂官。倘若我儿尘不染，两袖清风美名传。凭
讲良心当官宦，清清白白心坦然。

接下来的“这一叠”，应是全剧的核心唱

段：捧住钱，手别颤，多多少少儿莫嫌。这一
叠， 辣椒卖了一串串；这一叠，花椒卖了一
篮篮；这一叠，大蒜卖了一辫辫；这一叠，豆角
摘了一园园；这一叠，赶集上店卖鸡蛋；这一
叠，卖的柿饼可口甜；这一叠，喂头肥猪赶出
圈；这一叠，月夜采桑养春蚕；这一叠，你逢年
过节孝敬娘丹心一片片，攒起来用红线缠了
又缠拴了俺又拴，这一叠，沾满了你爹的血和
汗，他牙缝里省，手头上攒，留给儿子这份心
田。别忘了你爹爹情深意远，可怜娘良苦用心
风烛残年。一叠叠一元元亲情无限，儿啊儿，
莫为金钱乱用权。缺钱花了和娘要，咱千千
万、万万千，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千万别要人
家的钱。

戏中让儿子“两跪两抬头”，反映了忠字
娘心绪的变化，一抬一跪是训斥，二抬二跪便
是巴掌了！之后又对儿子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劝其坦白交代。这时的唱词感天动地，表
现了忠子娘矛盾激荡、痛苦万分的内心世界。
羞愧万分的郑耀忠终于被母亲感化，答应原
原本本地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该剧“咱要好好活”的结尾曲不错：咱要
好好活，知足就常乐，金钱名利多少是多，太
多了干什么！咱要好好活，命是咱娘的。万一
出个差和错，咱娘怎么过！咱要好好活，命是
孩子的，莫履薄冰咱桥上过，别让儿女泪成
河。咱要好好活、好好活……

我看该戏，有两点不满足，一是过于直白、
直露、直奔主题。特别是那个开始曲：娘身上掉
下一块肉，搓根麻线拴心头，咱若往那正道上
走，儿行千里母担忧，咱若往那邪道上走，牵得
咱娘心血流。感觉像是挽救失踪青年的一个作
品。一个高官的母亲，就那么没有自信，从头至
尾，始终担心儿子出事儿？二是剧作者在描述农

村生活的时候比较自然，而对高官及官场生活
的描摹则显得表面和概念化。

因此，该剧就还有进一步商榷、完善和升
华的空间。诸如，要不要将郑耀忠设计成一个
高官？剧中的郑耀忠看不出高官的特征啊！他
原本是一个质朴的山里娃，又是在那样的家
庭环境下长大，有孝心，此后对官场也有一定
的认识和警觉，比方他回家给母亲祝寿，还是
愿意睡炕头：热炕头，宽心睡，远离了功利场
是是非非。说一说知心话口甜心醉，拉一拉家
常呱喜上双眉。慈母情催人泪，游子还乡不思
归。以及他此后的愧悔：哭无声，无声哭，忠儿
早已入歧途，金钱美女掘坟墓，早埋了当年的
丹心铮铮铁骨，娘啊娘惊梦儿醒黄泉路，雪夜
来买还魂符，妹妹呀，知道哥哥遇迷雾，双手
捧来了红蜡烛。知迷而返退一步，大彻大悟大
丈夫。那么，他是怎么蜕变的？其性格及情感
依据是什么？那个马莉莉，从其贪财和敛财的
手段上看，也基本不是个高官夫人的形象。另
外，忠子娘雪夜送“那一叠叠”零钱，是噩梦醒
来就送好？还是确认儿子出事儿之后以此帮
儿子偿还赃款好？都值得商榷。

看完此剧，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电影《朗读
者》。剧中女主人公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
的看守，在一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中，或是出
于自责、或是对法律的无知，汉娜对指控供认
不讳，并因为不愿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不识
字的事实，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重责。以郑
耀忠山里人倔强的个性，他若认下不属于自
己的重责，而办案人员实事求是削减其罪的
时候，他可能还会主动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都是符合他的性格及情感逻辑的。———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一点臆想，权作对该剧进一步完
善和升华的一点参考。

我看《儿行千里》

□李英 报道
郓城县陈坡中英文希望学校开设了戏曲、剪纸、纸刻

画、二胡等传统艺术课，聘请当地6位老艺人担任教师，
让学生系统地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为警示同胞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淄博市张店区盲人

艺术家“黑天烁”(本名耿加勇)近日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
题的泥塑陶艺作品，表达了对日军侵略暴行的强烈控诉。

国家典籍博物馆15日开馆试运行，开馆
后首展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

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典籍
博物馆是依托于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以展
示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国家级
博物馆，也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新
拓展，使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功能充分融合。9
月9日，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并面向个
人读者开放。

开馆试运行期间，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将
陆续推出旨在宏观展示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
的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展示中国少数民族
文明的少数民族语文古籍展、全面展现国家
图书馆外文善本收藏精品的西文善本展，以
及凝结近代著名作家、学者、科学家智慧的名
家手稿展。此外，“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
展”将充分运用数字化、互动游戏等多种方
式展出。

(据新华社)

国家典籍博物馆

开馆试运行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文化厅对山东省舞台剧本征集

活动中入选的30个优秀剧本进行推介。
今年2月20日至4月20日，省文化厅面向全国公开征集

舞台剧本。共收到应征作品313部。经过专家认真评审，
共有话剧《生命如歌》等20部大型戏剧剧本、《花好月难
圆》等10部小型戏剧剧本入选。

其中大型戏剧入选剧本一等奖的共有四部，分别包括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文化局黄廷洪创作的话剧《生命如
歌》，云南省玉溪市艺术创作研究所陈晓静、山东省滨州
市艺术创作研究所王新生联合创作的戏曲《天堂》，青岛
市艺术研究院李苑创作的话剧《岛》，广西省桂林市艺术
研究所唐建华创作的戏曲《皇上英明》。

据介绍，经作者本人同意，省文化厅对入选剧本拥有
3个月的优先使用权，优先使用截止日期为10月10日。全
省艺术院团包括各市和山东演艺集团、省直艺术单位等，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剧本进行选用。为保护入选剧本版
权，选用单位由指定联系人下载剧本之后及时删除，保证
剧本内容不外传。选中剧本的艺术院团务必于10月10日之
前与作者签署合作协议。

我省对外推介

30个优秀舞台剧本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省艺术服务中心开展的“阳

光助艺，文化惠民”公益文化艺术培训活动，日前正式开
班。共招收城市弱势群体家庭子女96人，其中，声乐班31
人，美术班30人，硬笔书法班25人，舞蹈班10人。

这项培训活动主要面向社会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环卫工人家庭子女。与往年相比，今
年的培训活动更加注重教学方法与课程的趣味性、艺术性
和管理的人性化，全力创新群众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方法。
例如，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重点增加了教学方法的趣
味性，强调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中真正实现“寓教于
乐”。同时借助活泼愉快的学习氛围，引导孩子们更加通
俗易懂地领略教学内容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且，更加注
重管理的人性化。

据介绍，“阳光助艺，文化惠民”公益文化艺术培训
把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
方式的立足点，从资金投入到师资力量配备，都做到了量
力而行，尽力而为，有效地促进城市文化资源向基层群众
倾斜流动，有利于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缩小社会差距，扶贫
助困，关爱弱势群体，关注教育与文化公平。

“阳光助艺，文化惠民”

公益文化艺术培训开班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晁谷国画精品展将于7月26日至28日在

山东省文化馆展出，100余幅精品将与观众见面。
这些作品包括花鸟画系列、彩荷系列、生肖系列、野

谷子系列、人物系列，展现了作者多方面的艺术创作才
华。晁谷表现各种题材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他的
表达也因此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意境。

在评价晁谷的作品时，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说：“无论
是谷穗松鼠、还是禽鸟荷花，皆清新明丽，生动而自然，
尤其是对一些动物的描绘更是活泼可爱，灵动传神。画面
中始终洋溢着一股爽朗欢悦的气息。晁谷又能在笔墨传情
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谷穗、荷花、松鼠为主要表现对
象，且精于表现他所钟爱的这些题材，表明了画家对自我
艺术特色与当代画坛整体发展趋势的洞悉与把握，其经验
可资借鉴。”

晁谷国画将在省文化馆展出

□新华社发
7月15日，第四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

省绵阳市开幕。本届诗歌节以“中国梦想，
华夏诗情”为主题，包括诗歌论坛、诗歌专
场演出、诗歌主题文化活动、校园诗歌活
动、采风交流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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