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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的新空间。在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推进到 2024 年的时候，山西落实《关于促进新
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在组织促进、创
作行进、出版推进上，全方位呈现了夯实生态文学繁荣
发展的崭新势头。

拿出实招 生态文学发展走向扎实推进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合成立了
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以团结省内外
作家，策划生态文学创作选题，组织生态文学创作采
风，开展生态文学研讨培训，推动生态文学作品转化，
拓宽生态文学传播途径，推进生态文学阅读普及，促进
生态文学创作发展。山西成为全国省级作家协会中率
先设立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省份。

山西生态文学创作、采风、研讨活动此起彼伏。
山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山 西 省 作 家 协 会 和《诗 刊》

社，在宁武举办了“山西芦芽山·《诗刊》”第三届自然
诗 会 暨 新 时 代 生 态 诗 歌 研 讨 会 ，来 自 全 国 的 著 名 作
家、诗人、学者近百人齐聚汾河源头，共推山西生态文
学诗歌创作。

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忻州市文联组织山西作家走进
汾河源头和引黄工程，开展了“践行伟大思想·书写黄
河故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采
风活动，以生态文学作品生动讲述山西汾河清水复流
和黄河变清的现实故事。

山西省散文学会组织生态文学志愿者服务队走进
祁县梨花节，开展“绿色读书·读绿色书”生态文学阅读
创作活动；组织山西散文作家走进灵石石膏山，开展

“情系石膏山”生态散文创作采风活动，以生态文学描
绘山西大好生态。

生态文学创作的活跃，赢得山西财政政策的鼓励。
山西省财政厅出台《山西省优秀原创文学作品扶

持激励办法》，从 2025 年起，扶持激励在国家级文学奖
项中有所斩获、创作发表成绩突出的作家，最高激励资
金可达 30 万元，以引导作家创作反映山西转型发展、
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高质量发展实践的作
品。山西率先成为由财政拿出资金引导激励生态文学
创作的省份。

撰写佳作 生态文学创作走向审美追求

聚焦中国绿色发展现场，生态报告文学在反映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上获得新的进展。哲夫创作出长篇报
告文学《图腾中国》并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品反映中
国新动能创新实践的现实故事，成为山西生态报告文
学创作的新成就。鲁顺民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
树》，入 选 生 态 环 境 部 和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联 合 发 布 的

“2023 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成为山西生态报告文
学创作的新标高。

聚焦人与自然和谐主题意蕴，生态纪实散文在审
美书写上实现新的探索。杜学文《大地的意象》以山
河之龙的博大意象抒写了自然造化、人间期待和心灵
寄托凝聚为一的文化蕴含。李骏虎《黄河文明与三晋
文化》在黄河文明的历史叙事与现实描述中，渗透了
自然生态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改善。黄风《入梦的芨芨
草》《三顾梅雨潭》《云在上，我在下》，以一棵草一潭水
的怀念引发自然生态眷恋，呈现过去、现实和未来的
自然审美。赵树义《在此，在彼》《余晖》《少数》《去山
上》，在创作探索中揭示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人的内
心 与 自 然 生 态 之 间 的 深 层 逻 辑 隐 秘 。 指 尖《绿 野 仙
踪》《石膏山深处》以哲思情感性笔触，表达对自然的
敬畏和对历史的怀念，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王
芳《黑与绿之舞》以黑与绿的此消彼长记述能源之地
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现代之变。蒋殊《站在一棵朴
树下大口呼吸》呈现一棵树在人类发展及自然生态意
义上具有的传统魅力与现代张力。张旭东《绵水的吟
唱》描述一条河流上人与河流、人与万物融和至美的
乡村图景。玄武书写人与物的自然伦理及作家自觉
行为的散文集《在草木与兽之间》，一出版即获“红棉”
文学奖。

撷取生态文学视角或渗入生态元素，小说
诗歌创作在表现生活上出现新的营造。杨
遥《青 花 瓷 与 野 鸡》、陈 克 海《牧 云 梁
上》、黄静泉《两个猎人的一个夜晚》，
在生态世界展开故事或在故事中渗
透生态元素，写出社会发展进程中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演 变 和 人 与 人 关
系演变的历史现实样态。《青花
瓷 与 野 鸡》被《小 说 选 刊》转
载 ，并 收 入 2024 年 小 说 年
选。侯良学诗集《生态觉醒》
以 清 醒 的 现 代 批 判 ，获 生 态
诗界好评。

打造品牌 生态文学出版走向重镇建设

生态文学的媒体宣传渐成氛围。《山西日报》《太原
日报》在“世界环境日”编发生态文学专稿，还有《山西
市场导报》《山西晚报》《太原晚报》《太行日报》《上党晚
报》等纸媒和网媒，推发生态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生态
文学氛围渐浓。

生态文学的期刊支持实现起步。《五台山》在山西
文学期刊中率先开辟“新自然文学”专栏，打造生态文
学地方品牌；《火花》专辟“汾水流芳”栏目，发掘“山药
蛋派”与生态文学传承；《山西文学》发表的《与蒲县的
云纠缠》，入选《中国 2024 生态文学年选》，架起生态文
学创作的期刊支点。

生态文学图书出版走向品牌建设。北岳文艺出版
社出版《大湖消息》获“鲁迅文学奖”后，新出版《城市春
晖》《云下山河》，并将生态文学作为独立选题板块，力
争打造生态文学出版重镇。三晋出版社连续推出生态
文学作品，新出版了山西生态文学采风作品集《蒲县的
绿》，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绿。

当然，作为曾经的能源基地、而今的新能源基地，
山西生态文学视野在聚焦现代山西绿色能源建设、绿
色转型发展上，依然存在空缺。这也许恰恰就是山西
生态文学创作应该突破的地方，也应是山西生态文学
发展葳蕤生长的地方。

不久前的跨年夜，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大剧场内上
演了一出精彩的原创大型新编历史晋剧《大唐明月》。
这是该剧历经 4个月紧张排演之后的首场演出。

演出当晚，剧场内座无虚席，甚至剧场后排和两侧
过道内还出现了站着看戏的热情戏迷。两个多小时的
精彩演出，台下观众看得专注投入，为剧中人物的命运
所牵系，自发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掀起了一阵阵
声浪。在演出结束后的主创人员见面会上，观众们更
是离席向前排靠拢，一睹演员们的风采。台上台下，充
满了热烈欢腾的气氛。

作为一出新剧，它的吸引力来自何方？
除了有山西省晋剧院这样的省级院团强大班底的

专业保证，更有孙红丽、刘鹏飞、王学东、陈红等众多表
演名家的实力保证。在演出现场，观众们对我省“90

后”青年编剧王嘉的这部剧本处女作的质量也是相当
认可。当然，也需特别提及晋剧丁派传人孙红丽这位
资深名角的强大票房号召力。以上因素共同成就了这
样一部先声夺人、大放异彩的舞台艺术佳作。

两位历史名人上演一段感人佳话

晋剧《大唐明月》采取了双男主的叙事结构，聚焦
的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的两大名人——李白与郭子
仪。他们一文一武，一须生一花脸，生动演绎出了英雄
惜英雄、患难见人品、一生知己情的真挚友谊。

故事开篇便是风流倜傥的翰林学士李白游历太原
的场景，接着，被一队官军押解着的郭子仪走上舞台。
李白并不认识郭子仪，但见他孔武有力、仪表堂堂，是
一员不可多得的武将，于是便亲自赴元帅哥舒翰帐前
求情，说服他免去了郭子仪的死罪。为此，李白毫不犹
豫以个人名义上奏朝廷，保举郭子仪去前线打先锋，以
戴罪立功。自此，二人成了金兰之交。

谁知世事难料，待几年后李、郭二人再见时，李白
却因永王案牵连成了阶下囚，而那阶上所立的正是因
功勋卓著已升任了兵马大元帅的郭子仪。李白属永王
余党，当是死罪，为此皇帝还下了圣旨催斩。可李白是

郭子仪当年的救命恩人，他怎忍心下这个令！剧情至
此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夜凉难寐的郭子仪因夫人深明
大义的一番劝解，下定决心，即使自己舍去全部名利，
也要力保李白不死。

剧情的第二个高潮是李白因郭子仪施出可贵的援
手，由死刑改为流放，在流放途中，忽闻朝廷大赦天下，
喜极之际，李白吟诵出了那首千古名诗《早发白帝城》。

殊为难得的是，八场戏中的后两场还各有一个高
潮。第七场时，晚年李白在羁旅之中望月感怀，高声吟
咏，并于醉眼迷离间落水亡故，这一情节让全剧的悲剧
意味陡增。而在第八场时，白发皓首的汾阳王郭子仪
在一轮圆月下思念李白，也是在蒙眬的酒后，郭子仪与
李白超越了生死阻隔，完成了诗意重逢。两人慷慨激
昂的精彩合唱，为全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让全剧

“驱黑除恶霁华光”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多个环节协同成就一部艺术精品

从整体上看，这部剧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塑造
出了两位历史名人生动鲜活的形象，抒发了对爱国忠
诚的名士名将的赞美之情，浓缩式地呈现了一段令人
称道的大唐佳话，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

从剧本结构上看，这部剧的剧情紧凑，高潮迭起，
剪裁有度，无一句废话，无一处拖沓，同时又在该抒情
时充分抒情，该激越处足够激越，做到了重点突出、张
弛有度。有几段精彩的独唱片段及对唱、轮唱片段，都
具有成为经典的潜力。而且，在剧本设计中，编剧充分
考虑到了各行当的均衡配置，这些都为该剧的成功奠
定了重要基础。

从唱词与配曲上看，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时唱
时念，时紧时慢，长短参差，动静皆宜。剧情推进过程
中，每当人物情感积蓄到位时，必有一段酣畅淋漓的唱
段来实现情感的抒发。而将李白的多篇名作原文引入
唱词的大胆创新，也为这部戏增加了又一个看点，充分
实现了当代文学审美与传统戏曲程式的结合，可谓古
风盎然，开阔大气，浑然天成，妥帖讲究。

从演员的现场表演看，首先，充分展现出了晋剧梆
子腔粗犷与圆润兼具的特色，念白晋韵十足，吐字爽
利，熨帖入耳，唱腔源出经典，婉转高昂，响遏行云。其
次，精准传达出了剧中人物的个性特色，李白的洒脱天
性、郭子仪的重情重义、郭妻的深明大义、唐肃宗的多
疑冷血、两位解差的活泼诙谐，都令人印象深刻，可谓
个个情绪饱满，感染力十足。最后，台上的几位主角及
主要的配角都有独属于各自的表演场景和高光唱段，
孙红丽扮演的须生李白、刘鹏飞扮演的花脸郭子仪、陈
红扮演的青衣郭妻，都通过大段唱词展现出了不俗的
演唱功力。除了唱与念，演员们的做与打也经过了精
心编排，比如走马、行船、髯口功等，有效地提升了舞台
表演的观赏性，也准确地传达出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一部新剧打造一张闪亮文化名片

众所周知，晋剧当中有一出名剧叫《打金枝》。编
剧王嘉介绍，他创作这部《大唐明月》的起念，和《打金
枝》中皇后的一句唱词“多亏了李太白，保举了郭子仪”
分不开。这种戏剧界常用的衍生式创作手法，令新剧
自带流量光环。而这样的传承与发展，既是一种机缘，
也是一种必然。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传统
剧种，晋剧有着灿烂的历史，名家、名剧、名段众多，这
都是吸引一代又一代戏迷关注目光的宝贵财富，而这
些财富又不断滋养着新一代晋剧创作者们成长，他们
一边传承，一边借鉴，一边总结，一边创作，通过努力让
新创剧目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够高，也够稳，
并实现了这种文化财富的增值。

这部横空出世的晋剧《大唐明月》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忠信仁义”等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家喻户
晓的古代名人形象在舞台上得以更加具象化地呈现。
而通过这样的精彩演绎，的确让这些人物焕发出了超越
时空、历久弥新的人格魅力。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作为
串连起这古今两部晋剧的历史名人郭子仪，也得以在郭
氏发源地太原进一步美名传扬。因此，这部戏剧的上
演，必将为古都太原新添闪亮的文化名片。

诗和时代、和道之间的联系是很天然的，好的诗必然载道，必然言
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言志和载道需要艺术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我表
达了”就行了，而是要艺术地表达和转换，必须在转换的过程中保存着
诗的元素、规律，这样才是动人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在里头，但是诗
人必须努力去做，不然的话艺术就等同于政治，那是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谈道、谈时代、谈政治好像都是没有
面子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诗能够离开时代吗？我们的表达能够离开
道吗？不载道，我们载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达。政治是大事
情，事关国计民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诗人表达它不是诗人的羞耻，他
必须这样，而且越是大诗人越是不能脱离这些。只有小的诗人，在那儿
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顾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
是非常广阔的，是千变万化的。诗人越来越往内心走，走得越来越小越
窄化，小得别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别人都读不懂，成为梦呓。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好诗必然载道言志
谢 冕

唐代以前志怪小说中的
蛇 多 是 大 蛇 ，大 到 超 出 想
象。比如《玄中记》里写昆仑
西北有大山，环山一周，约三
万里，山中有巨蛇居住，蛇身
绕山三周，长九万里，巨蛇以
饮食沧海为生。到了明清小
说中，已经看不到这种浑浑
无涯的文字，但却多了些烟
火气息，《聊斋志异》就是最
典型的例子。《聊斋志异》中
涉及蛇的故事不少，其中令
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蛇人》
《豢蛇》和《花姑子》三则。

《蛇 人》讲 的 是 蛇 的 灵
性。故事写一个以弄蛇为生
的杂耍艺人，驯化了两条青
蛇，一名大青，一名二青。几
年后，大青死了，弄蛇人夜宿
古寺，次日醒来，发现二青已
悄然离去。数日后，二青返
回，又为他召来一条小青蛇，
取名小青。二青与小青配合
弄蛇人表演，极为默契。后
来二青身躯渐粗大，越来越
沉重，弄蛇人每天以竹筐背
负着它四处表演，十分辛苦，
遂将其放生。临别时二青与
小 青 依 依 不 舍 ，缠 绕 作 别 。
又过数年，弄蛇人经过某处
山林，被一条粗如碗口的青
蛇追逐，奔跑间，恍惚悟到这
条蛇就是二青，于是与二青
相认，二青显得格外亲热，此
时小青也已长大，弄蛇人打开竹筐，放小青与二青同去，
并警戒其但取山中野物为食，勿伤行人，以免触犯天条。

《豢蛇》讲的是蛇的恐怖。里面包含两则小故事：
其一，泗水山中有座禅院，周围没有村落，传说院内

有大蛇，行人皆不敢靠近。一少年入山打猎，越走越远，
不及回返，于是投宿禅院。禅院里住的不是僧人，而是一
位道士。道士拿出粥来招待少年，正吃粥时，就见一条大
蛇进入室内，双目如电，瞪视少年。道士用手掌拍击大蛇
的额头，令它离去。大蛇蜿蜒进了东室，由于身躯庞大，
几乎占满了室内空间。随后又不断有蛇出入，少年十分
惊惧，勉强熬过一宿，次日清晨即向道士辞行，辞出时只
见墙上阶下，遍布蛇踪。

其二，有客人旅经河南，借宿蛇佛寺。僧人飨以晚
餐，其中有肉汤一味，十分鲜美，汤内漂着圆形肉段，仿佛
鸡脖。客人问：“杀多少鸡，才能得到这么多鸡脖？”僧人
说：”这是蛇段。”客人大惊，忍不住出门呕吐。晚间休息，
客人躺在榻上，忽觉胸前蠕蠕，一摸才发现是蛇，高声惊
呼，僧人说不必大惊小怪，举火照明，只见房间里到处是
蛇。次日，僧人引客至佛殿，佛座下有巨井，向井内张望，
其中有一条大蛇粗如巨瓮，在井边探头探脑，下面更有蛇
子蛇孙成千上万。

这两则故事利用的都是人对蛇的畏惧心理。有趣的
是，古人写蛇异或蛇患，常与寺庙有关。比如《宋史》记载
胡颖在广东做经略安抚使时，潮州某寺有大蛇，信徒奉为
蛇神，祭祀极隆重，胡颖得知后，毁寺杀蛇，罪及僧人。明
末史学家沈榜《宛署杂记》里写明弘治十年（1497），太监
戴义请旨赐金重建潭柘寺，寺内出现了蛇异。

《花姑子》讲的是蛇的邪恶。这个故事并非以蛇为主，
花姑子是香獐成精，遍体香气，为报恩才与书生安幼舆产
生感情。后来安幼舆去山中寻访花姑子迷了路，误入一座
大宅，宅内有白蛇精伪装成花姑子，导致安幼舆中毒身
死。后经花姑子设法，众人寻至蛇窝，杀死白蛇精，才将他
救活。但花姑子也因此折损道行，黯然离去，只留给安幼
舆一个男孩。安幼舆将这个男孩抚养长大，终生未娶。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关于蛇的简短故事，或讲蛇
化巨龙，或讲蛇为螳螂、大鸟所击杀，或讲某人有蛇癖，喜
欢生吞活蛇。这些故事大都是搜集异闻，形式上更近于
笔记。总体说来，《聊斋志异》里的蛇形象较为冰冷，这或
许与蛇本身的体态、习性有关。在古人眼里，蛇总是神秘
的动物，上古时期的神灵，如盘古、女娲、伏羲、共工等，常
被描述成人首蛇身的形象。蛇被认为可以无限地生长，
每次蜕皮就长大一圈；蛇也象征着变化，在其蜿蜒的体态
内，似乎隐藏了造化的神秘。

《
聊
斋
志
异
》
中
的
蛇

何
亦
聪

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当代审美与传统戏曲巧妙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融合
——晋剧晋剧《《大唐明月大唐明月》》的艺术特色的艺术特色

高 璟

《聊斋志异·蛇人》插图（资料图）

生态文明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新绿设的文学新绿
——20242024年山西生态文学发展述评年山西生态文学发展述评

李李景景平平

2025年 1月 14日 星期二

一家之言
晋
剧
《
大
唐
明
月
》
剧
照

安
志
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