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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
气是中国古代先民通过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
和观测，洞悉天文奥秘总结而出的历法体系之
一。它是中国先民从事农事生产的时间指南，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岁月流转，周而复始。2006年，二十四节

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
信息的二十四节气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二十四节气古而不
旧，历久弥新，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为展示二十四节气所散发出的文化内涵和
科学魅力，反映二十四节气在青海的地域特色，
呈现节气之美，本报“江河源”副刊、“社会”“文

化”等版特推出“节气之美”专栏，带领读者探寻
节气之奥秘，感知节气之魅力。

本期“江河源”副刊，就让我们跟随我省作
家李万华和大通农民画家朱锦明的描绘，一同
感受和领略青海“雨水”之美吧！

昨夜梦得一坡油菜花开，竟是“一

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

金”。在梦中，我以为大地的模样就是

这样：金黄，暗藏柔韧的劲道。但是梦

中有人说：风吹雨打，花落叶下。

这之前的某一日，我在老屋檐下

闲坐。这是乡下，阳光没有杂质，尚未

长出新叶的梨树在院子中央，枝杈如

同龟甲兽骨上的笔画。它旁边，一棵

沙枣树歪着身子，旧年的妃色果子小

如豆粒，果皮上布满黑点。想一想，如

果每一种果子都如此闹脾气，不肯掉

落，年长日久，果树会成为什么样。一

只猫咪跑过去，爬上大板夯筑的土墙，

又从墙头跃到树枝上，停驻。看上去，

它的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墙头露

出远山一角，清冷的风从屋外榆树的

枝子上滑下，近处耍社火的锣鼓节奏

铿锵。也有一两声鸦啼，仿佛冬季还

未离去。我们喝咸茶 ，偶尔说话。脑

中无舟楫的片刻散漫，清波亮出光斑。

其间记忆自在身边游走，觉察时它们已

经遥远，并不与我发生多少关联。而在

沉默时刻，我总能看见时间踮着脚，小

蟊贼一样扛着些破烂玩意走过。一扭

头，我甚至看见多年后的我们在阳光里

静坐。我们洁净、温润，泛着光泽，我们

完好无损，姿态娴雅，仿佛正在轻颦浅

笑。

现在想起，那一天仿佛来自一个

遥远过去，又仿佛取自未来。眼下转

瞬即逝，未来遥不可及，过去是什么，

一棵沙枣树，抑或只是一场回忆？

然而回忆未必可靠。电影《去年

在马里昂巴德》中，一场或许并不存在

的相遇被男主人公回忆得历历在目，

仿佛它刚刚发生，彼此的气息还没有

在花园的雕塑下散去，不过是被另一

个人忘记。如果遗忘表明过去并不存

在，那么回忆，是否果真能杜撰出一个

过去。

这一日夜间，我听见窗外檐漏，滴

答滴答，屋顶积雪正在消融。我有多久

不曾见得冰雪融化的样子？旧日那些

冰凌挂在屋檐，雪水晶莹，春风沿着河

道走过的情景，我并未生疏。一些情景

日日重复，回想起来却如同空设，一些

情景一旦露面，便被魔术长久定格。小

时候接触物事存有局限，不能一一看

尽，然而相待之心细腻专注。成年后，

时刻穿行，其间柳暗花明，抑或山重水

复，我们却已习惯顺水流逝。

其 实 我 并 不 知 这 是 哪 一 日 的 积

雪，我从乡下老屋回到小镇，它们已经

存在，在楼层背阴的角落、树根、砖瓦

的缝隙。它们在那里沉积，并且渐渐

瓷实，它们的表面因此变成薄薄冰层，

反 射 光 芒 ，仿 佛 一 些 特 立 独 行 的 人 ，

“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

其谋，”并不依附。

《礼记》说：始雨水，桃始华。这节

候的特征，本以中原为主。在青藏高

原，这一切都将姗姗来迟。

□李万华

雨 水

近些年来，零星看了几部话剧、歌剧、舞剧、

音乐剧、芭蕾舞剧等，与中国传统戏曲相比，这

些都可称为“舶来品”，虽不为大众瞩目，却在年

轻人中有一批忠实拥趸。而我国传统的戏剧形

式，包括昆曲、京剧和越剧、评剧、豫剧、黄梅戏

等各种地方戏，却总感觉日渐式微，成为大爷大

妈们的专爱。

其实中国的戏曲也同样是契合着表演艺术

虚化写意的浪漫基因，一根桨就是船行江海浪

滔滔，几杆旗演绎千军万马凛凛光，“顷刻间千
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河山”。中国戏曲很大程度

上和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精髓一脉相承，俱是民

族传统美学思想积淀的产物，极富艺术想象力

和创造力。

走过千年，一路吟唱着燕赵侠士的慷慨悲

歌、江南小儿女的缠绵俚曲，从娱神舞蹈、祀典

傩戏，到唐目连戏，再到宋金杂剧、明清传奇，戏

曲走过一个又一个繁荣的发展高峰。戏曲创作

从立意、构思、语言、音律到表演、程式无一不是

凝结一代代从业者心血之集大成者。千年沉淀

的精华就像是一杯浓酽甘醇的绿茶，需要人慢

慢去品、静静去品，而令人唏嘘的是，这竟也使

得戏曲走向低谷，渐渐不容于日益浮躁的快节

奏生活。

不过让人还有些许欣慰的是，随着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渐渐开始思考着回归快节

奏下的慢生活。小众文化的兴起，也正是源于

此。

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应该也有着自己灿烂的

未来，因为她是一门真正的综合性艺术，是舞

蹈、音乐、唱腔、布景、服饰等多种艺术化为行、

聚于神的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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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之美，美在音乐、舞蹈和行腔。

有一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广为流

传，堪称经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曲子正

是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音乐、唱腔

的基础上改编和创作的。作品通过“草桥结拜”

“同窗三载”“十八相送”“楼台会”“哭灵化蝶”等

越剧剧情场景的再现，融合交响乐与我国民间

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幻化

出凄婉缠绵、如泣如诉、坚贞不屈的极富诗意的

爱情主题。甚至曲中过渡以及表现人物冲突等

地方的处理都直接运用越剧唱腔的韵和律，让

乐曲更具故事性。

而提到梅派传统经典剧目《天女散花》的长

绸舞，无不令观者惊呼赞叹。两根长达丈余的

绸带，在演员手中不停地曲卷

翻飞，腾挪辗转，配合身法碎

步，表现出御风而行、飘逸飞

舞、行云流水、优雅唯美的神

女形象。据说这是梅兰芳大

师青年时代参观敦煌莫高窟

受壁画启发，用飞天形象和京

剧唱腔身段相结合创排而成

的，成了京剧久演不衰的品牌

曲目。长袖善舞原来也是有

字面上意思的。不止《天女散

花》的长绸舞，京剧舞台，演员

且唱且舞，水袖功、扇子功、刀

枪把子功，俱是美的展示、美

的升华。

至于戏曲行腔，或刚劲激

昂，或缠绵柔和，或粗犷悲壮，

或质朴流畅。各剧种的艺术

工 作 者 ，在 继 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根据自身条件，博采众长，对唱腔处理和演

唱技巧进行创新，最终形成独特的表现风格，这

就是流派。

在戏曲发展高峰期，各剧种流派纷呈、名家

荟萃。京剧中知名度较高的四大名旦、四大须

生等就是其中佼佼者，越剧公认的也有十三大

流派。

不同的流派，最富个性的就是行腔的细节

处理。例如京剧中的程派，其幽咽婉转、若断若

续的唱腔风格被广大京剧爱好者追捧，唱腔起

伏曲折，节奏多变。但带给观众的听觉感受却

不生硬，而是柔、融、润，擅于塑造娴静端重、外

柔内刚的女性形象。再如越剧中的徐派，唱腔

特点是嗓音嘹亮，高昂激越，最适合表现年轻男

性富有激情、俊逸潇洒、神采夺人的性格特征。

在《红楼梦·哭灵》一折中，一句“林妹妹，我来迟
了！”的叫板，便让贾宝玉悲愤、伤痛的情感喷薄

而出，整段唱腔高亢婉转、声泪俱下，将对往昔

的回忆，对黛玉的痛悼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泪

奔。

22
戏曲之美，还美在人物塑造。

一直以来，传统戏曲被很多人诟病最多的点

莫过于程式化。走要有走的架势、坐要有坐的规

制，出场要亮相、饮酒要掩袖，一招一式，手放何

处、脚抬多高，甚至怎么哭、怎么笑都有讲究。然

而，这一切又完全没有影响到鲜活人物个性的塑

造。看似悖论，实则相成。因为一切程式也皆来

自于生活，虽有所夸张，却也合乎情理。

汪曾祺先生曾说道：“《打渔杀家》是一出比
较温的戏。但是其中有刻画得很细致的地方，
为别的戏所不及。”戏中，萧恩决定铤而走险，过

江杀尽吕子秋的一家。离家的时候和女儿桂英

有一段对话很感人。

听说有的老演员在念到“门都不要了，要家
具则甚哪！——不省事的冤家呀！”能把人的眼
泪念下来。我小时听梅兰芳的唱片，梅先生念
到“孩儿舍不得爹爹！”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子下
来了。

桂英幼年丧母，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萧恩
又当爸，又当妈，风里雨里，把桂英拉扯大，他非
常疼爱这个独生女儿。由于爸爸的疼爱，桂英
才格外的娇痴——不懂事。桂英不懂事，更衬
托出失势的英雄萧恩毁家报仇的满腔悲愤。通
过父女之爱表现这个报仇故事的深刻、内在的
悲剧性，是《打渔杀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选自汪曾祺《打渔杀家》
所以，汪先生讲，“有人说京剧缺少生活气

息，殊不尽然。”
还有一部越剧《碧玉簪》里面人物的塑造也

叫人记忆深刻。翰林之子王玉林因误会对新婚

妻子礼部尚书之女李秀英百般折磨，真相大白

后，懊悔不已，考取状元，回来向妻子赔礼道歉，

这才演绎了一出经典好戏《送凤冠》。

戏中，李秀英不肯原谅王玉林，王玉林只好

去求岳父、岳母、父亲、母亲分别相劝，在每个人

面前都有求情、劝慰、拒绝等情节，整段戏极富

生活气息，用简洁的唱词和细致的表演刻画出

每个人因为身份不同而表现出的迥异个性，颇

让人回味。

李父义正严词：“秀英儿啊，你莫记前仇莫
记怨，且听为父言相劝。玉林高中已回心，你理
该承受皇恩接凤冠。”这是为官者皇权思想根植

的外在体现；李母温言软语：“难为他今日认错
回心转，儿啊，你快收凤冠把霞帔穿。”凸显母亲

希望女儿尊享荣华的拳拳之心；王父面上呵斥，

私下指点：“小畜生！在家不听娘教训，贤德媳
妇受屈冤，为父不管家中事，要劝求你娘去劝。”
既避免了旧时公爹面对儿媳的尴尬，又维护了

父亲的体面和爱子之情。

这 一 折 的 高 潮 则 在 于 王 母 对 李 秀 英 的 劝

说，是这部分的戏眼所在。

叫声媳妇我格肉，心肝肉啊呀宝贝肉，阿林
是我手心肉，媳妇大娘侬是我格手背肉。手心
手背都是肉，老太婆舍勿得捺两块肉。阿林从
前待亏侬，难为伊今朝赔罪来认错，侬看伊，跪
到西啊跪到东，膝盖头跪得是红火火。媳妇侬
三番勿理伊，伊是状元不做要去和尚做。格种
叫做现世报，侬贤良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从婆
婆接凤冠，诰命夫人由侬做。

——《碧玉簪》送凤冠选段
整段唱活泼戏谑，将心性善良、风趣诙谐，

既埋怨儿子又不得不妥协，既心疼维护儿媳，又

期盼小夫妻和睦的好婆婆形象表现得淋漓尽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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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之美，也美在词采风流。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

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有涉及词曲

的描写：

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
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

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
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
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
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
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
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
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
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

——选自曹雪芹《红楼梦》
词藻警人，余香满口。曹

雪芹借黛玉之口表达了对戏

曲词采的欣赏和感受。所以

他 说 ，“原来戏上也有好文
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
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

以 元 杂 剧 为 蓝 本 ，越 剧

《西 厢 记》的 唱 词 也 颇 具 原

韵。《琴心》一折，“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
是裙拖得环佩叮咚，莫不是风吹铁马檐前动，莫
不是那梵王宫殿夜鸣钟。”这是在花园焚香的崔

莺莺听到墙外有响动，猜测是什么声音？“我这
里，潜身听，声在墙东，却原来西厢的人儿理丝
桐。”听出来了，是暂住西厢的张生在抚琴。“他
不做铁骑刀枪把壮声冗，他不效缑山鹤唳空，他
不逞高怀把风月弄，他却似儿女低语在小窗
中。”张生琴音呢喃，是哀怨，是倾诉。“他思已穷
恨未穷，都只为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
已通，分明是伯劳飞燕各西东。感怀一曲断肠
夜，知音千古此心同，尽在不言中。”分明是琴心

相通，恨的是蓬山无路。这一段唱词之美，令人

惊艳，如风中柳丝，飘逸婉转，真真的千般情致、

余音绕梁、齿间留香。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

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

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

娥下九重，清冷落在广寒宫，啊广寒宫。”这是京

剧《贵妃醉酒》的唱词，一派雍容大气，崇光溢

彩，华丽旖旎。

还有越剧《红楼梦》：“笙箫管笛耳边绕，一

声声犹如断肠刀。他那里是花烛面前相对笑，

我这里是长眠孤馆谁来吊？”句句血泪，凄凉哀

怨，痛彻肺腑。

有意思的是关于词曲“雅”“俗”之辨。清人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词采贵显浅。

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

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曲雅而贱粗

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

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

——选自李渔《闲情偶寄》

李渔直言，如果曲词太含蓄难懂，不能被多

数观众理解，那么就不适合上台演出。“然听

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

否？”认为《牡丹亭》这类词曲“初阅不见其佳，

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真

正在大街小巷演唱表演的应该是通俗文学，其

词采需平实甚至可以粗俗。

偏偏历来被归于“俗”的戏曲，在今天成为

不接地气，欣赏门槛有点高的“小众艺术”，属实

让人有些无奈，值得戏曲工作者认真思考，怎样

才能做到与时俱进。20 世纪四十年代的新越剧

改革，将昆曲、京剧、话剧等艺术表现形式融入

传统越剧中，让这个剧种焕发勃勃生机，或许能

为我们提供些许启发。

44
戏曲之美，更美在情感流露。

无论是何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人、以情动人

一定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戏曲舞台上家国情怀、

侠肝义胆、坚贞不渝、悲欢离合等情感永远是故

事表达的主线，是中国人几千年审美观的集中反

映。

“卫兄把话讲差了，男儿有志当自豪。忠肝
义胆天日照，平生不怕这杀人刀啊！”“荣华富贵
全不要，我受清贫也清高，要想苏武归顺了，红
日西起海枯槁。”这是京剧《苏武牧羊》的唱段，

讲的是苏武持节出使匈奴被扣，匈奴单于多次

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苏武宁死不从，被放于

北海牧羊，历尽艰辛十九载。故事彰显的是威

武不屈、心系故国的家国情怀。

越剧《柳毅传书》则为我们刻画了一位急危

难、仗义传书的普通读书人形象。落地秀才柳

毅路见不平，为遭受夫家虐待的龙女三娘千里

传送家书。三娘得救后，感念柳毅之义，愿结丝

萝。柳毅为避施恩图报之嫌，拒婚而归。

一场龙宫送别，三娘借景喻物几番试探柳

毅是否有情。柳毅既有爱慕之心，又坚守施恩

图报非君子的底线，心中矛盾复杂。

三 娘：（唱）问君子半晌沉吟何所思?
柳 毅：（唱）我留连芳草已神驰。
三 娘：（唱）君子既爱长相思，何不亲手采

一枝?
柳 毅：（唱）俯身欲采相思草，
【柳毅俯身欲采，忽又蓦然而止。】
柳 毅：不，不可啊！
（唱）因情忘义实可耻，守义负情人笑痴。
大义私情难兼顾，忍将慧剑斩情丝。

——越剧《柳毅传书》选段
拒婚后柳毅心生愧疚，踌躇不安。“你含情

脉脉意绻绻，我岂是装聋作哑故痴呆。”既非是

“顽同木石不生爱”都只为“大义当前不可违”。

一段唱，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可信可亲。有挣扎

才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君子喻于义，“义”之一字

是中国人立身之本，也正因为此，柳毅的行为才

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另一部京剧经典剧目《锁麟囊》讲述的是善

良的富家小姐薛湘灵，在出嫁时将装满珠宝的

锁麟囊赠予贫寒女子赵守贞。“怜贫济困是人
道，哪有个袖手旁观在壁上瞧？”。后薛湘灵遭

水灾落难，流落至富户卢家当保姆，发现卢家主

母正是当年的贫寒女子赵守贞。

一个娇憨任性的大小姐，在尝到了世情冷

暖，福祸无常后，有了清晰通透的人生感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
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
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
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
海回身、早悟兰因。

——京剧《锁麟囊》选段
最后一折，赵守贞得知实情，待薛湘灵为上

宾，并结为姐妹。“回首繁华如梦渺”，薛湘灵的经

历蕴涵着一种“善果心花可自豪”的价值取向。“收
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或许这才是历尽

千帆后的人生真谛。

总之，一台戏，说尽

了人生百态爱恨情仇，

展示出中华艺苑浩翰汪

洋。只不过，传统戏曲

艺术再一次繁荣之路还

很长很 长 ……

□张月环

戏曲之美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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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戏瘾 宋翠茹 摄

2 月 19 日前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
节气——雨水。元人吴澄的著作《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
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
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节气的涵义是降雨
开始，雨量渐增。雨水，表示两层意思，一是天
气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多，二是在降水形式上，
雪渐少了，雨渐多了。

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
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雨水正处在数九的“七
九”中，河水破冰，大雁北归。

祖国地域辽阔，有的地区春天来得早，有的
地区春天来得晚。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高海拔导致青海的春
天较其他省份来得较晚。雪本是冬季的重要标
志，进入雨水节气，青海不少地区可能仍会下
雪，尚未走出冬天的范畴，物候的表征也并不太
明显。雨水节气，青海逐渐进入备耕阶段，老百
姓开始了选种、春耕、施肥等春耕、春播准备工
作，以期实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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