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袭长衫、一把纸扇、一块尺
板，再加上语言流畅，就能吸引上
千观众一动不动地听他说两三个
小时。

从小到大，一年到头，寒暑无
阻，唱着莲花落走遍浙江田野的角
角落落。

他是翁仁康。他从乡村来，他
到乡村去，每年把两百多场演出舞
台搭在稻田上，树林里，风声中。

“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
出来的一名普通文艺工作者，我只
有 在 为 他 们 唱 莲 花 落 中 获 得 生
命。”翁仁康告诉记者。

翁仁康自小家境贫寒，20岁那
年，他组织演出队走村串乡，萧山、绍

兴、上虞、慈溪，到处留下了他的足
迹。他长得矮小，是演出队出了名的

“僵弯佬”。可是，“僵弯佬”在百姓眼
里却很高大——舞台上，只要他开口
唱起莲花落，百姓的心里就乐开了花。

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带
给翁仁康丰厚的创作素材；也正是
这些难得的乡村故事，让翁仁康把
莲花落唱得生动感人。

几十个段子，十天半月他不会
重复。故事编得好，下面坐得住
——翁仁康记得，他的第一场莲花
落个人专场，是在萧山新围公社新中
大队。那天，整个会堂挤满了观众，
特别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听着
她们的身边事，笑得合不拢嘴，散场

后拉着翁仁康久久不肯松手。
“生活是我唱莲花落的根本，

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翁仁康从
生活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再把百姓
生活、百姓故事，用百姓语言，唱给
老百姓听，让传统的民间莲花落在
乡间扎根、开花、结果。

文艺工作者只有沉下去，才能
收获百姓的心。在“钱江浪花艺术
团”总经理陆湘汉的办公室有两件
宝，一件是挂在墙上的浙江省地
图，地图上插满了小红旗，几乎已
经把浙江省的 1171 个建制乡镇插
遍；还有一件则是“钱江浪花艺术
团”下基层文化活动记录表，每一
份表格都盖有基层乡镇的公章，并

有这些乡镇对艺术团演出的反馈
意见。

陆湘汉至今都记得丽水的一
次演出。公路塌方一小块，演出大
篷车无法前行。村民们纷纷开出
自家的拖拉机，用扁担、用绳子挑
起演出的灯光、音响、设备，演员服
装，农民激动了，演员们更激动了
——“这是一场用肩膀抬来的演
出”，像这一类的事情真的很多很
多。

9 年来，“钱江浪花”走遍了浙
江 11 个地市的 90 个县市区，1000
多个乡镇和街道，演出超过 2000
场。这些小红旗和公章是行走的
记录和见证。

一群人的故事

李月红

犹记得，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文艺的
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
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72年后的
今天，习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并且强调“社会主义文艺，
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
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这一年，我省文艺工作者纷纷走
出“象牙塔”和“亭子间”，投身到浙江火
热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去，投身到最普
通、最普遍的生活群体中间去。他们
与人民群众手拉手、面对面、心贴心，他
们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中发现闪光
的智慧、汲取创作的元素，为人民书写
出大量接地气的好作品。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鲁迅
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
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
的灯火。”文艺从来就是从百姓中汲取
营养，到生活中倾吐收获。

2014年1月31日这一天，农历马年
正月初一。翁仁康匆匆带上他的曲艺小
分队“志愿者新春演出队”，启程来到杭
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骆家庄社区。这一
场，是翁仁康2014马年的第一场演出。

2014年12月23日这一天，马年冬
至后的第一天。“钱江浪花”的30多名
演职人员，脱下军大衣再次站在舞台
上。刚才还瑟瑟发抖的他们，一站在灯
光中间，神情专注起来。这一场，是钱
江浪花艺术团2014年的第217场演出。

这些匆匆奔走在广袤田野上的脚
步作证：文学即人学。浙江文艺工作
者当牢记：肩负责任，怀揣现实主义精
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到生活中去吧，让
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
在前方——那里，繁星满天。

大美生活
绚烂多姿

这一年

，我省作家

、艺术家深入基层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扎根沃土

心向繁花

文艺从哪里来？“如果我不
去偏远海岛体验生活，难以想象
我念出来的台词是个什么样。”

“梅花奖”得主、越剧表演名家王
滨梅如是说。

文艺要去向哪里？“为人民
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一旦
脱离百姓，一定会两脚腾空。”
省戏曲家协会主席、曲艺表演艺
术家翁仁康如是说。

文艺在眺望哪里？“把每
一份责任交付江河/让母亲河
再现昨日的荣光/一滴水的忠
诚/一 江 水 的 分 量/在 源 头 飘
落/海湾翻江⋯⋯”诗人胡坚
如是答。

听，来自江南原野上的艺
术放歌。

“帆儿守着风暴，沙儿守着潮
汐，大海守着岁月，亲人我守着
你。”排练场光束渐次暗下来，海
风响起⋯⋯

室内的风声伴着大海的涛声，
交织成一阵急切的呼喊声：“娘姨，
快快快！”吴棣梅扶着虹田村临产
妇女张秀芳匆匆上船。一路上，娘
姨紧紧搂着张秀芳的肩膀，生怕她
因为阵痛变得不安⋯⋯”

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这是一个人的坚守。40年来，

台州市玉环县海山乡卫生院医生
吴棣梅扎根海岛从医，成为海岛
6900名居民的生命守护神，还几乎
接生了当地所有初生婴儿，被这里
的居民亲切地称作“娘姨”。

当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决定
将吴棣梅“甘于清苦，执着奉献”的
经历搬上舞台，浙江越剧团毅然接
受了这一充满挑战的创作任务。

“楷模人物！缺少轰轰烈烈的
事迹！没有戏剧冲突！怎么塑造？”

想起当初的艰难，王滨梅仍记
忆犹新。去年4月第一次去海山乡
体验生活，第一次见到吴棣梅时，

“就觉得她特别平实，反复说自己
做的事情很普通，没有什么值得宣
扬。”这样朴素的故事，让传统戏曲
最擅长的程式化表演难于展现。

王滨梅唯一的好奇是，吴棣梅
明明是一位医生，为什么岛上的人
都叫她“娘姨”，男女老少都这么叫
——娘姨，是母亲的姐妹。通过体

验、了解，与岛上群众对话，王滨梅
开始明白了吴棣梅对于当地群众
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不去偏远海岛体验生
活，不见到吴大姐，听不到乡亲们
的声声呼唤，难以想象我念出来的
台词是个什么样。”王滨梅说。

“如果说我娘给了我生命，那
么娘姨就给了许多海岛人第二次
生命。”王滨梅和她的同事们从百
姓视角去写亲娘，去展现一位平凡
而普通的吴棣梅，那就自然从容得
多了。因为要打动观众，首先得打
动自己。他们干脆在偏僻的海岛
上，与百姓同吃同住同看病，为写
好剧本积累丰富素材。

“演得太好了，中间好几场都

有让人潸然泪下的感觉，作为一名
医者，更有着无尽的感触无以言
说！”“她用她的行动，给女儿、给岛
上的年轻一代传递了一种力量，没
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却在点滴之间
改变了我们”⋯⋯

前不久，《我的娘姨我的娘》拿
到了最高奖励——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在评论家们看来，这出戏
来自生活，保留了生活的温暖和质
感。而这也正是浙江越剧团团长
陶铁斧倍感欣慰和鼓励的：浙江越
剧团建团 65 年以来，始终坚持现
实题材剧目的创作，始终坚持演人
民的戏、演给人民看，做到为人民
书写，为时代放歌。

一个人的坚守

4 月初，我省文学界组队唱响
“钱塘江抒怀”，以文学样式，描绘浙
江好山水、弘扬浙江好风尚、讲述浙
江好故事，记录当代浙江人“五水共
治”的创新精神。

18天，沿着一条江的流向，从开
化县钱塘江源头出发，衢江、兰溪
江、新安江、富春江、分水江、钱塘
江 ，到 海 宁 市 入 海 口 ，总 行 程 近
3000公里。

算下来，平均每个作家每天徒
步、登山近 10 公里；沿线考察 20 多

个新农村、10 多个文化礼堂；与基
层干部、作家、企业负责人、农民代
表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恳谈
会、交流会、访谈会近20场次⋯⋯

从一条江的源头走到入海口，
作家们目睹了一条江壮丽的一生，
也感受到从乡村到城市发展转型过

程中的骄傲与教训。于是，一路走
一路写，作家们捡拾遗落在钱江两
岸的水珠，写下对母亲河的欣喜和
期待。18 天，他们共创作了文学作
品 370 多篇（首），其中有 60 余篇散
文和诗歌。

作为诗人的胡坚在《把每一份责
任交付江河》中写道：让母亲河再现
昨日的荣光，一滴水的忠诚，一江水
的分量，在源头飘落，海湾翻江。还
有王益军的《寻找母亲的气息》、嵇亦
工的《绿色——永远属于我们人类自
己》、张德强的《临摹水的脚步》⋯⋯

“作家肩上和心坎上的责任感，
就是用一个一个跳跃的有生命的方
块字，去呼唤钱塘江，珍惜钱塘江，
感恩钱塘江，温暖钱塘江，敬畏钱塘
江。”在杨新元、赵建雄、马叙、柯平、
陈章寿、沈晔冰看来，这是一条流动

的江，是一条充满暗喻和启示的江。
一路思索，一路心情沉重：钱江

源头，每一滴水都是最清纯、最甘
甜、最充满活力的。当她流过了浙
江大地，将会变成怎样的模样？这
种思索，是作家的责任，更是一份担
当。大禹治水，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唐代它山堰，留下了变水患为水利
的佳话；白居易、苏东坡疏浚西湖，
留下了一份世界遗产⋯⋯浙江的八
大水系和 8 万条河，与我们的历史，
与我们的人文情怀，与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作
家们吃住在农家，采风在田野，行走
在基层，“白天用脚，晚上用脑，半夜
做梦还能得佳句”，用实际行动书写
了一篇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的
大作品。

一条江的溯源

送戏到田间地头。送戏到田间地头。

作家、诗人钱塘江抒怀。

我们这样走过

《我的娘姨我的娘》剧照。《我的娘姨我的娘》剧照。

曲艺家走进瑞安。

钱江浪花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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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月红

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人民的精神家园。

回望即将结束的
2014年，我们的精神家
园硕果累累。这一年，
浙江文化热点频现、魅
力绽放；这一年，浙江文
化活力迸发、光彩夺
目。岁 末 年 终 ，让 我
们一起细品这一年的
文化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