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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四届全国戏曲（南方片）

会演剧目于日前公布，来自全国南方片

16 个省（市、区）的 17 部“优秀保留剧目”

和 12 台“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入围。其

中，贵州文演集团下属贵州京剧院新编

历史京剧《黔人李端棻》入选“优秀保留

剧目”，贵州省黔剧院青衣演员魏英如主

演的黔剧《搬窑》入选“优秀青年演员折

子戏”。两部剧将于 5 月至 6 月在会演举

办地武汉市上演。

新编历史京剧《黔人李端棻》以新颖

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贵州乡贤、戊戌变法

领袖李端棻忧国忧民、为推动改革矢志

不渝的感人形象。剧中再现了李端棻慧

眼识拔考生梁启超；向光绪帝上书设立

京师大学堂；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等一批有识之士，推行变法维新；戊戌

政变后被充军新疆，最终被赦后回归故

里兴学的人生经历。该剧曾获贵州省第

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入选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参评剧目。

黔剧经典折子戏《搬窑》的故事取材

于传统剧目《王宝钏》，贵州省黔剧院根

据贵州弹词全本《回龙阁》中的一折，整

理改编为一出充分发挥黔剧音乐唱腔典

雅抒情特点的青衣重头唱工戏，剧中“王

宝钏”的扮演者为黔剧新秀魏英如。魏

英如毕业于贵州省黔剧院和中国戏曲学

院附中联合创办的黔剧班，先后在新编

黔剧《秦娘美》、新版《奢香夫人》等剧中

扮演“秦娘美”、“奢香”等重要角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4 月 27 日 晚 ，室 内 音 乐 会

《人 间 四 月 天》在 贵 阳 北 京 路 大 剧 院

上演。该演出为贵州省歌舞剧院 2025

“ 每 月 聆 听 ”音 乐 会 系 列 演 出 活 动 第

四 场 活 动 ，此 前《新 岁 气 象》《春 生 万

物》《朝 华 映 春》三 场 主 题 演 出 已 先 后

上演。

演出精选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勃

拉姆斯四位古典巨匠的经典之作，呈现

春日里的生机与诗意。其中，贝多芬《F

大调第五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被誉为

“春日交响的室内乐缩影”，F 大调明快如

初绽蓓蕾，钢琴与小提琴的对话勾勒出

万物生长的韵律；莫扎特《A 大调单簧管

五重奏》的四个乐章宛若四幅光影流转

的水彩小品，天鹅绒般的木管音色漫溢

暮春温情；巴赫《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是巴洛克对位法巅峰之作，提琴的竞奏

如同春日溪流与鸟鸣的精密和鸣；勃拉

姆斯作曲、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弦乐队编

曲的《情歌圆舞曲》，将 18 首圆舞曲依次

上演，展现了爱情的甜蜜、忧伤、期待等

多种情感。

据了解，贵州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推

出 2025“每月聆听”音乐会系列演出活

动，计划每月月底在贵阳北京路大剧院

举行。此举旨在普及西方古典音乐，奏

响大美中国、多彩贵州的华彩乐章，丰富

爽爽贵阳“爱乐之城”的城市 IP。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本报讯 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黔镜

拾韵”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省文化馆举行，

展出的 154 件作品，呈现了贵州城乡在历

史传承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时空对话。

此次展览由贵州省文化馆主办，贵

州省艺术摄影学会、贵州省城镇化发展

中心协办。展览以贵州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及街区为创作主题和线索。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全省摄影家及摄

影爱好者实地走访，用镜头捕捉定格沧

桑厚重的历史遗迹与蓬勃生机的现代

城镇。

展览采用摄影图片与立体装置相结

合的展陈方式，立体展现了青岩古镇、

云山屯堡、芭沙苗寨、黎平翘街等全省

九个地州市、二十多个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及街区的独特风貌，生动展

示了贵州在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实践

成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时隔二十多年，再来桂林。不

过，此行却非游山玩水，是应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参加山水阅

读节 2025·系列活动之一“城市的

文艺入口：桂林&安顺阅读双城记”

系列文化活动暨“山民叙——戴明

贤艺事展”，蒙主办方不弃，有六分

钟发言机会，时间受限，仓促收尾，

有点不吐不快的遗憾，索性写成文

字，聊作弥补。

当初选择桂林作为旅游目的

地，恰好印证了研讨会的主题——

“文艺作为入口，探寻阅读城市的

路径”。

对桂林的初印象，可追溯至小

学语文《桂林山水》那篇课文，那句

“桂林山水甲天下”从此挥之不去，

成为不能不来的诱惑。

如记忆不误，中小学课本里，

也有安顺黄果树瀑布的图片。一

个城市也好，一个景点也罢，要想

吸引更多的流量，大概没有比这更

好的宣传平台了。

二零零九年，曾在中国美术馆

看“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六

十年”大展。跟朋友说，基本上是

看了个中小学历史、语文课本插图

展。不完全是玩笑，背后的逻辑其

实暗合研讨会的主题，文艺的力量

不可小觑，我们对很多城市的认

知，往往来自文艺作品的描写，比

如，苏东坡之于杭州，鲁迅之于绍

兴，李劼人之于成都，汪曾祺之于

高邮，等等。

某种意义上，文艺也是文艺爱

好者的城市“接头暗号”。二零一

九年夏天，有机会去高邮参加汪曾

祺先生百年诞辰活动，在汪曾祺纪

念馆正门街对面下得车来，就是一

家卖当地卤味的小店，定睛看时，

什么兰花豆、花生米、卤豆腐干、牛

肉、蒲包肉和猪头肉之类，正是汪

先生小说《异禀》里写到的场景。

一时调皮，随口问老板：“你们家有

厕所吗？”

对方 不 知 所 云 ，甚 至 有 点 困

惑 。 我 自 知 不 妥 ，快 步 走 开 ，倒

是 同 行 嘉 宾 都 若 有 会 心 ，相 视

一 笑 。

无他，“汪迷”们心有灵犀耳。

因为，《异禀》的主人公王二，

是个摆熏烧摊子也就是卖卤味的

生意人，手艺不错，勤快谦和，生

意越做越兴旺。某天，街坊邻里

闲聊，谈起人生有命，凡是有所作

为的，都有异相或者有特殊的禀

赋。大家问王二，你这些年财源

茂盛，也肯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

地方。

敦促之下，王二很诚恳地欠一

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

解分清。也就是说，我解手时，总

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闲聊散场，有一位药店的学徒

陈相公不见了。汪曾祺写道，“陈

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

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

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

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文艺 的 力 量 ，就 在 这 些 微 妙

之处。桂林的山水，安顺的瀑布，

都是城市的“文艺入口”和“接头

暗号”。

当然，要进入安顺这座城市，

更值得推荐的“文艺入口”，窃以为

是阅读戴明贤先生的著作。去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了戴先

生新著《石城》。所谓“石城”，其实

正是安顺的文艺化表达。

有意 思 的 是 ，戴 先 生 出 生 于

安顺，却幼小离家，在贵阳生活的

时间远要长得多，但其创作，却动

辄就回到故乡。安顺与贵阳，论

物理距离，尚不足一百公里。论

风 俗 人 情 ，也 不 算 是 差 异 巨 大 。

他却偏偏念兹在兹，一写再写，其

故安在哉？

搞不好，可以在人类学家、社

会学家那里找到一点答案。

上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初 ，费 孝 通

先生在东京参加“东亚社会研究”

学术讨论会，发表《人的研究在中

国》，谈 及 一 九 三 八 年 完 成 的 博

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一度在

人类学界颇受诟病，认为他的研

究方法不足取。因为，在当时的

主 流 观 点 看 来 ，人 类 学 要 探 究

的，是与自己文明不同的社会和

人群，而《江村经济》一书的研究

对象，却是费先生家乡江苏的开

弦弓村。

然而，费先生之所以要做出这

样的选择，并非出于逆反。他晚年

自述，“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

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

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

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

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德所说

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

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

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

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

改行了”。

而要研究和了解自己生长于

兹的社会，费先生认为：“我想最好

的办法还是多看到一些和自己社

会不同的社会。”

这 种“ 从‘ 自 己 ’中 分 化 出 观

察者和被观察者两方面”的方式，

钱 锺 书 先 生 在《管 锥 编》中 也 提

及，即所谓“分身以自省，推己以

忖他”。

德国汉学家莫妮克把钱先生

的这个方法总结为“倩女离魂法：

我看人看我”，其实不难理解，钱夫

人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也

讲到过类似方法，她说，自己被批

斗时，“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

时虽然没有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

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

观看自己的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

着七长八短一队戴着高帽子的‘牛

鬼蛇神’”。

这个分身而出的“元神”，便活

脱脱是从“自己”中分化出来的观

察者。

戴明贤先生也很类似于这样

的一个观察者。在《石城》一书里，

有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角度，即那个

“镜中人”的存在，这就是“跳在半

空中”的“元神”了。

我 甚 至 怀 疑 ，戴 先 生 要 是 一

直 待 在 安 顺 ，也 许 就 不 会 有《石

城》，以及二十年前那本《一个人

的安顺》。

家父有个很有意思的见解，讲

到我浙江老家的亲戚们，他说，我

们这一支远在贵阳，偶尔见面，避

免了很多可能的是非，过滤掉了不

愉快的日常琐碎，于是家乡种种，

都是记忆里的美好。

另外一点启发，来自英国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的自述，他说，一

个写作者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的

全部经验，余下的岁月则是在观

察。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他的

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

有的“庞大的公共世界”，来解说自

己的私人世界。

诚哉斯言。

古今中外，不乏类似的伟大作

家。他们以某个城市作为自己写

作的“私人世界”，更以文字长久地

回馈于故乡，前面提到的鲁迅、汪

曾祺，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自己有个归纳，即把这一类

写 作 称 为“ 小 镇 故 事 ”。 小 说 史

上，早有先例，有好些非常著名的

作品，比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美国作家

舍伍德·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温涅

斯堡》，以及二零零一年曾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 V.S. 奈保尔

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写的

是关于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

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上普通居民

的故事。

还 有 例 子 可 举 ，美 国 作 家 安

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

十一个短篇，均以怀俄明州为背

景，其中就有著名的《断背山》。

类 似 结 构 的 小 说 着 实 不 少 。

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几本《俗世奇

人》也在其列，用作者的话说：“这

些奇人妙事，闻若未闻，倘若废置，

岂不可惜？近日忽生一念，何不笔

录下来，供后世赏玩之中，得知往

昔此地之众生相耶？”

我熟悉的贵州作家王剑平兄

所写《坝基》那几篇系列小说，以及

廖国松老师的《旧时人物》，嘉兴青

年作家王占黑的《街道江湖》，均可

归于一路。

不过，戴先生的小说《石城》，

还暗含着另外一层的“双城记”意

味。姑且这样说吧，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曾重刊过戴先生的回忆散

文集，即《一个人的安顺》，跟这本

《石城》可谓相映成趣。

在 我 看 来 ，后 者 虽 是 虚 构 作

品，但读时却随处遇见熟悉的人和

事，我甚至无聊到在眉首页边，记

录下各种本事，不是有考证之癖，

而是深切地知道，这些经过小说加

工的人和事，其实似是而非，别有

寄寓。

戴先生自陈，《一个人的安顺》

是实相，而《石城》是虚相，是在写

安顺，也不尽然是安顺。

石城和安顺，也构成了虚实相

生的一组“双城记”。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石 城》有 点

像华裔美籍作家哈金的《小镇奇

人异事》，作者说，故事发生的歇

马亭，原型是辽宁省金县的一个

小镇亮甲店，自己在那里生长了

十二年，来美国后，常常想起，“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我 写《小 镇 奇 人 异

事》是为了把一些曾经在那里存

在过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纸上。不

管是严酷的，还是温暖的。这是

一本真实的书，没有任何事件是

虚构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所做

的不过是重新编整结合人物和细

节，将其安排进‘歇马亭’和它附

近的村子里。”

《石城》又 何 尝 不 然 ，这 也 就

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杂取种种，合

成一个”。

哈金有段话说得好：“所有的

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有些人

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每

个 单 篇 都 起 着 支 撑 别 的 故 事 的

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

的 道 德 史 。 但《小 镇 奇 人 异 事》

写的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

时代。”

须强 调 的 是 ，框 定 在 一 处 小

地方展开写作，格局未见得就一

定 也“ 小 ”，实 则“ 一 粒 米 中 见 世

界”，背后有更普遍的东西存在。

前面说过了，很多大作家，都有自

己的“小城市”、“小乡镇”乃至是

“小村庄”。

小说家的厉害，正在于构建虚

实交错的世界，激发更普遍的共情

和共鸣，《石城》不是只写给安顺人

读的小说。《石城》的价值，亦绝不

囿于这座西南“石城”而已。

现实存在的城市，是当下，是

烟火人间，可吃可逛，可触可感；文

字构筑的城市，是过往，是镜花水

月，可追可怀，可叹可怨。出入虚

实“双城”之间，大概能获得更饱满

的城市体验。

第四届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剧目公布

贵州两部戏曲入选

丰富爽爽贵阳“爱乐之城”城市IP

音乐会《人间四月天》精彩上演

“黔镜拾韵”摄影作品展在筑展出

文 / 化 / 观 / 察

虚虚实实话“双城”
特约撰稿人 周之江

时讯

“黔镜拾韵”摄影作品展一角。 贵州省文化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