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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精神，让人感动；总有一种力量，
指引我们奋勇前行。大型曲艺音乐剧《周永开》以
曲艺为主体，融入戏曲、话剧、歌剧、舞剧、诗剧、
活报剧等表现手段，完美舞台呈现了优秀共产党
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这位巴山之子的光
辉人生。该剧是一本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
弘扬周永开“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优良传统，
先后参加四川省第二届剧美天府、全省纪检系统
等优秀剧目展演，荣获四川省第三届文化艺术节
暨第五届四川文华奖剧目奖，观后让人热泪盈
眶，好评如潮。近日，笔者有幸应邀一观，感觉的
确不错，最深的感受是故事“本真”、人物“本心”、
形象“本朴”。

故事“本真”，有生命力。讲故事是曲艺的重
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曲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缘
由之一。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讲好故事也始终是戏
曲面临的重大课题。巴中属革命老区、边远山区，
这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是一方“纯洁真诚”之
地；周永开土生土长的巴中人，没有什么过人的
才华，更无惊天的伟业，就一“忠厚老实”之人。这
么一“平凡”之地、“平凡”之人，如何来讲好故事
来吸引观众？该剧“妙”在“本真”。

本真即本源、真相，本来面貌。该剧采用意识
流的手法，围绕“党是我一生的追随”的座右铭，

“一线串珠”地撷取老共产党员周永开参加革命、
投身现代化建设、反腐倡廉、清廉家风、离休后带

领群众致富等人生重要片断，采取顺叙、倒叙、插
叙、补叙相结合，通过“一人多事多点”布局14场
戏，用本真讲故事的方式，不夸大、不缩小，在返
璞归真的故事中，多角度展示周永开本来面貌。
正如宋·程大昌所言“用诗乐以察休戚得失者，事
情之本真在焉”。（《考古编·诗论十四》）

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前后连贯，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比如，在企业改
制时，周永开便要求侄子主动下岗，在他的心
里，党的干部就要带头，但如果将其与剧目开篇
正面描写其大姐为掩护周永开与敌人进行生死
斗争联系起来时，便更能展示主人公大公无私
的优秀品格，进一步塑造了人物的光辉形象。

人物“本心”，有感召力。本心就是我们的本
来面目，即“真我”，有本性、自性、佛性，真心、善
心、良心等内涵，是我们看不见却能决定我们命
运的根。最是情怀出本心，周永开将党作为一生
的追随，始终怀着一颗“一心为公、赤诚为民”的
本心。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巧妙将人物事件置
融入重大历史背景之一，在宏大叙事与细节描
写相结合中，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一生坚守、一切
为公的“本心”。

如何体现“本心”，关键看行动、在细节。细
节决定成败，戏曲中一个细节往往决定一出戏
的质量和水平。首先，该剧通过细节营造出真实
可信的戏剧场景，使人物变得有血有肉、鲜活可

及，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进而让观众接受故事
所宣扬的主题，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假大空”“脸
谱化”“概念化”“标签化”。其次，通过细节，展示
了主人公把“公”刻在人格里，用行动诠释着“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大我”境界，当爱人面临
提拔时，他主动找组织说“她没有文化，建议不
能提拔”；当企业改制时，他主动让侄子下岗回
乡务农，将机会让给别人……用一个个小细节
展示出他的“公”本心，“公”已成为他的一生追
求和境界，感人至深。

形象“本朴”，有吸引力。本朴乃朴素、敦厚之
意，出自《淮南子·要略》：“接径直施，以推本朴。”
如何更好地展现“朴实无华”的周永开这个人物
心理活动和内心矛盾冲突，使人物既站得高，又
接地气，在烟火气中展示“本朴”形象，该剧大量
采用旁白（独白）这一戏曲的重要表现手段。

周永开生于大巴山、长于大巴山、工作于大
巴山，是典型的巴山之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
这一生就是一个‘小’字——我生活的地方是个
小地方，我这个人物是个小人物，我做的事情也
是些小事情。我这辈子干得最大的事情，就是有
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得共产党，我啥子都干
不成。”他用一生践行着这一“大”一“小”。新中
国成立后，周永开任县委主要领导时，经常穿着
草鞋下乡，穿烂了十多双，群众称他为“草鞋书
记”，他还自趣只要不是“草包书记”就行。生活

困难时期，周永开带领全县人民修水库，和社员
们一同在工地拉石头、挖土方，休息时，还拿出
了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仅有的“硬菜”——干胡
豆发给社员们“打幺台”。下乡途中，见地上有一
堆牛粪，二话不说就用手把牛粪捧到了水田里
……生动朴实的形象让观众为之动容。任纪委
书记查办罐头厂案子这出戏时，罐头厂长从中
央到地方获奖无数，还是劳动模范，头顶光环无
数，但这样一个人却丧失党性原则，违法乱纪，
主人公顶住压力进行查办。独白中一句：“我担
心反革命没有办得到的事情，让这些腐败分子
办得到了。”既展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煎熬，
又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该剧还有一大亮点特色，坚持跨界融合的
理念，以四川曲艺为主体，通过四川清音、四川
扬琴、四川竹琴、四川莲花闹、四川金钱板、四川
谐剧等彰显巴蜀特色文化，有效借鉴和融入，完
成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统一的完美舞台
呈现。同时，该剧采用大量的方言俗语，让人听
得懂、有趣味。“你晓得啵？”“做啥子、做啥子，你
们做啥子？”……这些方言俗语让人感觉分外亲
切，增色不少。

总之，该剧之所以成功，重在“三本”，真人、
真事、真性情，让周永开这个人物不虚、不私、不
妄，无矫饰、无扭捏、无作态，达到了“感人心者
莫过于真”效果，是一部红色文艺精品。

“金沙江水流淌春蚕之乡，川滇的古通道璀
璨绽放。宁静致远康养福地吉祥，幸福的歌唱人
间天堂……”

我是被这深情的歌声带到宁南的。它跟随
我从成都出发，像一只蝴蝶穿过五月的阳光和
风，穿过飞驰而过的村庄和河流，穿过桥梁隧道
和山冈，再一次栖息在那片神奇的大凉山上，也
就是歌里唱的人间天堂宁南县，我从宁南县南
郊元宝山麓一个叫凯地里拉的地方开启了一段
幸福宁南的寻访之旅。

凯地里拉，意即令人向往的地方。我在诗意
的名字里，已然幻化出无穷的想象。农历小满之
后，满眼的葱绿更加丰满。尽管烈日炎炎，凤凰
树依然花红叶绿，池塘的睡莲张开绯红的笑脸
又在夜色降临前悄悄合上，数不胜数的各种热
带植物铺成凯地里拉温泉山庄的背景，一个个
蓝色透明的汤池则变成葱绿园林的点缀和眼
睛。握手寒暄间，宁南人不经意便递上了四张金
字名片，“中国蚕乡在宁南、康养福地在宁南、大
国重器在宁南、阳光香城在宁南”……原来在这
个边陲小县城里，竟藏着这么多的“秘密武器”？
透过他们波澜不惊的笑容，仿佛这一切是那么
平静自然，如同满山遍野摇曳多姿的桑树林，就
长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间。

身体与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身体才刚
上路，心灵的绽放已经从一场味蕾的全接触开
始欲罢不能了。正是这场叶之宴、桑之舞，如同
南丝路上照进来的一束光，瞬间将宁南人千年
种桑养蚕的历史徐徐翻开，一页页一幕幕都如
此动人心弦。一杯慢慢化开的桑叶茶，清香扑
鼻，一道道精美的菜肴迷惑了双眼，那一片片绿

色的桑叶，变成汁，变成饼，变成汤，变成饺，变
成糕，变成蚕蛹的温床，变成鱼肉的船桨，变成
青绿的山蛮，变成金黄的脆响，变成餐桌上的健
康美味，变成身体里温暖的补给和放心的营养。
桑叶、桑根、桑椹、蚕蛹，每一道菜品皆与桑或蚕
有关，所有舌尖上的跳动皆与宁南人的勤劳和
智慧关联。在宁南人的生活哲学里，这是一片叶
子对人类的深情和无私无畏的奉献。

桑生万物，产济天下。在宁南几乎 10万以
上的农户都在栽桑养蚕。“春蚕到死丝方尽”，宁
南人将桑这种植物从叶到枝到根发挥到极致，
将全身是宝的蚕从丝到茧到蚕沙利用到极致，
宁南的这张蚕桑之乡的名片沿着金沙江文明漂
洋过海，顺达天下。这份幸福首先是属于宁南人
的，念兹及兹，心生欢喜。在凉山州彝族的语言
里就没有桑树这个词，他们直接管桑树叫粮食，
桑不仅是蚕的粮食，也是人的粮食，从物质到精
神。宁南人的幸福就藏在这一片片大如蒲扇厚
如铜钱、郁郁葱葱的桑叶里，藏在一年五季、一
个个椭圆的茧、一根根银色的丝线里。

宁静致远，南国天府，是谓宁南。或许是上
天对宁南的偏爱，一边傍依金沙江水系，还有黑
水河和13条山溪日夜不停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从古至今，人类的聚居无不首选依山傍水的地
方，而宁南历史上作为一条连接川、滇的古通
道，早在五、六千前即留下人类栖息的足迹。

生生不息的烟火宁南，从刀耕火种的原始
农耕时代跋涉而来，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它让
我第一次如此近地听到从土地里发出的生长的
声音，他们构成了宁南美妙乡村图景里对新式
农民的各种称呼，除了桑农，还有粮农、菜农、果

农、烟农、花农，甚至鸟农、石农……他们是农仿
佛又不全是。他们依托着土地，在乡村振兴中振
兴着乡村；他们又不完全依赖土地，眼睛里还装
着外面的世界。

风吹过，江水微澜。沿着金沙江走进华弹镇
的大棚蔬菜基地，顺着黑水河行过松新镇碧窝
村碧海连天的蚕桑长廊，迎着太阳穿过宁远镇
桃花村成片的蟠桃林、李子园，爬上石梨镇高海
拔地区大地雕刻般的层层水稻田，在声声鸟鸣
里穿越到竹寿镇联合村的摄鸟天堂，行走的记
忆里，天蓝水阔，碧波荡漾。采桑姑娘们飘飞的
裙袂，缫丝女工们舞蹈般熟练的动作，凉粉西施
魔术般自制的美味卷粉、凉虾，每天都被一张张
满是汗水的笑脸所打动。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
刚刚离开枝丫的、饱满又新鲜的番茄送进嘴里
时，汁水飞溅中，一股清甜的滋味瞬时消除了头
顶的暑气，也在心里弥漫开来。

问农，问的是幸福的密码。想起宋代大文豪
欧阳修的一首诗：“周郊彻楚垧，旧相拥新旌。路
识青山在，人今白首行。问农穿稻野，候节见梅
英。腰组人稀识，偏应邸吏惊。”而今当我走在问
农的路上，自然无人识我是谁，既没有旧相也没
有新旌，既非官吏亦非文豪，他们无须准备更不
用表演，而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一刻不得停，有的
都是一波接一波的新奇和震荡，一如每天扑面
而来的热浪，一如鲁南山顶的狂风。

而当我坐在幸福镇里那株一千六百多岁，
人称幸福树的黄桷树下喝着来自幸福茶岭的幸
福茶，敲开宁南幸福核桃里的果之秘密，在氤氲
散开的茶香里和村里的老人陶文万唠闲嗑时，
从“大佛场”到“幸福乡”，“佛”即“福”，再没有比

此时更明白所有跟幸福有关的名字里包含的深
情了。

沿着黑水河徜徉在百里蚕桑长廊，站在世
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电站的大坝上研读当代

“水经注”，顺着金沙江追寻独特的金沙彩石丰富
的纹理和彩石文化，亦或闻着饼香走进非遗手工
传承人何香小小的饼屋，当我再一次靠近他们
时，我在叶宴、问农、丝语、读石、观水中像是一下
顿悟了，似乎触摸到了幸福宁南的根。幸福在哪
里？幸福就藏在辛勤的汗水和劳动创造里，也藏
在精心的耕耘和闪光的智慧中，更藏在有温度的
一溜而过的平常日子里。当见过了那些动辄数百
上千年的古树彩石，它们历经风霜雪雨，日光照
射以及江水冲刷，它们一如真正的长者，早已将
宁南这本生活的大书在沧桑岁月里翻了又翻，读
了又读，日子该如何过，什么是甜蜜的幸福，一一
写在了密密的皱纹和深深的年轮里。

夜幕降临时，我悄悄穿过蓝色的梦幻温泉，
回到凯地里拉童话般的小木屋，一个人整理思
绪，眼前忍不住浮现出太多的画面。那些天生丽
质的美景、那些流动的时间以及被镜头秒过的
刹那，将宁南的层次一次次拉满。

我们在春天里相约，在夏天里相见。愿一切
遇见的都刚刚好。让我再一次把菊花茶里的金
黄，冬桑水里的清凉以及桑椹酒里的果香，还有
手工荞饼里的温情，宁南非遗豆腐干绵软的味
道，连同夏天的橘子味天空一起送给梵高，送给
热爱生活的人，然后一起朝着宁南的方向，回味
那些盖碗茶配千层包的清晨，那些鸟鸣声声划
过的弧影，那些风吹叶浪的午后，那些走过的山
行过的路和遇见的人……

走过早市（外一首）

□ 何一东（成都）

蜜蜂在飞舞
嗡嗡叫
蚂蚁在聚集
忙碌着搬运食物
高空的鹰
目光锐利
俯视地面的猎物
水灵灵的蔬菜
被赶出家园
亲人们生离死别
痛苦呻吟

几只从山里捉来的土鸡
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
城市和陌生的面孔
而同样审视它们的目光
心里却充满窃喜
思忖着是凉拌还是红烧

一只黑山羊
被拴在一棵枯树桩
时不时“咩咩”地叫着
它的旁边是一大口羊肉汤锅
热气腾腾，撩人食欲
老板一边用尖刀割着血淋淋的肉
一边高声吆喝

我默默看着它
它怯怯地看着我
好温柔好善良好可爱
就如我曾经爱过的姑娘
分手时
那一步三回头的忧伤

卖花姑娘

我准备回家了
胃里已塞满各种菜肴
朋友们都酒足饭饱
脸上泛着红光
夜色撩人
城市越来越漂亮
仿佛，一切都那么美好

桥头，有一个鲜花摊
摊主是一位雅致的姑娘
寒风吹拂着她的长发
我看见她眼睛闪过的落寞

“大哥，买一束花吧！”
我又看见她眼中闪烁的期待
买花？送给谁呢？
见我迟疑，她微笑：

“你可以送给嫂子呀。”

寒风凛冽，我打了一个寒颤
望着姑娘孤单的身影
我掏出手机，买了一束百合花
然后递给她：“小妹，自食其力光荣，送给你吧！”
姑娘愣了一下，接过花
抿嘴笑了：“谢谢！”

我知道，此时此刻
多数人已回家享受美好时光
而一些地方一些人
正披星戴月，用双手创造
属于自己平凡而坚韧的生活

幸福在哪里
□ 盛红（成都）

西岭深处的坚守
□ 刘一骄（成都）

本真 本心 本朴
——观大型曲艺音乐剧《周永开》有感

□ 苗勇（成都）

徐炜/书

西岭雪山位于成都西面远郊，是人们赏玩白
雪的好去处。人们呼朋唤友，热闹非凡，乘坐缆车
直至山腰，在偌大的滑雪场中与众人一起获得心
灵的净化。这里游人如云，然而在雪山美景中纵
情恣意的他们，往往不知道深林之中另有玄机。

半山的方寸雪地里只见碎玉茫茫，极目远
眺，在朦胧的层峦叠嶂间安然浮动的，是连绵
的碧海烟云。树林空寂清幽，翠木环合，杳无人
迹；日炎散入，但见翡光飘移。竹深林盛之处，
熊猫醉卧其中；怪石奇潭之地，野牛低吟长歌。
在与世隔绝的海拔 2500 米以上，还是雪豹、
豺、狼以及不知名的熊的净土。

有一群人，游弋于出世与入世的边缘，为
西岭雪山的深处断绝凡尘，身系青山，亦如青
山般岿然不动。每到特定时期，他们的身影在
高山峡谷的层林里穿梭。

他们就是西岭雪山的巡护员，6人小分队。
领头的名叫张学良。他是队长，军人出身，参加
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巡护员中的佼佼者，人送
外号“草上飞”。2005年，张学良开始担任西岭巡
护员，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预防森林火灾和山
体滑坡，阻止药材偷挖者。从第一次进山算起，
他已和这座大山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从小生长
于此，儿时就常随身为巡护员的大舅深入西岭
雪山，如今年过半百，与故山的感情只增不减。

谈起后来为什么自己也做起了巡护员，张
学良说，看护青山于他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一
种趣味。

健壮如斯、迅捷如斯。在张学良的带领下，

6位西岭镇内的百姓肩负起了巡山的重任。西
岭雪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中分布有自然保
护区。6人的日常责任是预防山火与滑坡，驱逐
违规入山的人。每到特定时期，他们还会深入
大山，更换红外相机的电池和存储卡，取回珍
贵的视频资料。他们每年8次深入海拔2500米
以上的高山，进行一场持续 15天的征程，范围
覆盖450余平方公里。

原始森林中杳无人踪，他们是唯一几个来
自人间的造访者。山中无路，他们便自己开辟
出一条条草木丛生的小径。6人背着撑满的大
包，拿着一根长木棍，在层林间敏捷地行进。与
常人相比，他们的速度可谓日行千里。白天，他
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赶往一个接一个目的
地。夜晚，他们撑起帐篷，生火取暖，同时防止
不速之客误闯其中。危险常伴其身，有时野牛
的冲击逼得他们爬上杜鹃树才能缓一口气。每
翻一座山，他们都要放一声响炮，尽量驱除潜
在的威胁。“进山有进山的规矩。”56岁的张学
良说起这话时，脸上敬畏之色油然而生。

张学良直言，在自己做巡护员的十多年里，
最难的事就是2020年在高山上安装监测装置。
那时正是11月初，张学良一行三人向3500多米
的山脊进发了。此行要安装的监测装置，由太阳
能板、风力发电器、相机、电池四个主要部分组
成。要想装好一个设备，单是电池就需要 8块，
每块电池重达41公斤，体积巨大，无法拆分，一
人一次只能运送一块。好不容易把部件运送就
位，时间已临近初冬。张学良率领同伴们一边向

上走，一边收集干柴。在3000多米的高山上，气
候之严寒让他们的眉毛都结起了冰。

走到山脊下的一个低洼处，背风，张学良决
定在这里搭建宿营的帐篷。他扫开一片空地，折
下一堆干树枝，点燃篝火。此时已万事俱备，张
学良让同行两人在营地留守，孤身一人直上
3500米的高山，进行最重要的组装工作。那雪下
得正紧，雪片漫天飞舞，堆在脸上久久不能融
化。他参加过组装指导，设备安装流程早已烂熟
于心。然而高山上条件十分艰苦，他披挂上阵，
手脚已然活动不便，严酷的天气与积雪更使他
寸步难行。严寒难耐时，张学良每拧好两个螺
钉，就赶忙下行到营地烤火。装好一个设备需要
花费两天，他一点一点地完成了任务。

在西岭雪山，没有人能亲眼见到雪豹、豺、
狼，但山脊上一道道全息的目光让这些珍稀动物
无处遁形。看到自己辛苦安装的设备监测到了各
种宝贵的野生动物，张学良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
豪。若说刚开始做巡护员是兴趣，现在他发现了
更加深刻的意义。此后，他还带领队员进入山中
开展第四次熊猫调查，记录粪便、食物残留等等
熊猫活动的踪迹，取回山林中录像设备的存储
卡。在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站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西岭雪山的野生大熊猫数确定为26只。为保护
珍稀动物出一份力，成为巡护员的新责任。

西岭雪山是与世无争的世外天地。以退伍
军人张学良为首的巡护员们，坚守在西岭深
处，青山得以存其层峦叠翠、高山流水，世人得
以赏其皑皑白雪、珍贵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