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剧《青春铸剑 221》中，面对无数动人的故

事，创作者没有拘泥于事件本身，也没有完全凭

空虚构一个故事，而是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原

型和事件进行艺术化、典型化处理，实现了历史

真实与艺术再现的统一。余曼婷身上汇集了众

多科研工作者妻子的身影，沈思源身上则融合

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英雄故事……人物塑造的

典型性为实现艺术再现奠定了基础。创作者在

冗杂的历史中找到了独特的戏剧表达方式，以

齐觉霖带领科研工作者齐心攻克技术难题为主

线，以大学生梁振道、科学家沈思源与其爱人的

分别与相逢架构戏剧。

在特殊时期，他们坚持自主论证运算难题，

攻坚炸药难关，组织渔牧自救。通过保密的 221

信箱，沈思源与妻子千里寄相思。李艳终于和

梁振道重逢，两人定下终身，基地的年轻人无

怨无悔地扎根于此。厂区意外发生爆炸事故，

沈思源不幸牺牲，与来探亲的妻子诀别，但他

临终托付给梁振道的数据解决了关键的技术危

机。221基地迎来草原大会战，“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会师金银滩，获得了全尺寸轰爆试验的

成功……在每一个场景里，危机情境快速生成，

主要人物面对生死的抉择和分离的痛苦，在逼

仄的戏剧情境下展现人物心理的细微，给人物

创造出极大的抒情空间，让人物情感尽情释放，

或深情无限，或义愤填膺，或柔情缱绻，一切妥

帖蕴藉，水到渠成。

在一部时长 2 小时 15 分钟的民族

歌剧中，包含多组故事线、两组感

情线和两组人物成长线，对全

剧主创和演员来说，是一次

极大的挑战。这部歌剧

尝试双男主和双女主的

设定，他们各自面临着

家庭和爱情，事业和生

活 的 选 择 。 这 种 类 型

的 人 物 构 架 ，目 前 还 较

为少见，由此也可以看出

主创团队对于艺术创新的

理解。

一次守正创新的艺术探索

文艺作品可以是刀剑，逼退邪恶；也可以是

清风，温润化人；更可以是碑记，铭记历史。文

艺作品的立意、主旨往往决定其艺术成就的高

低和艺术生命的长短。可以说，作品的立意是

作品的灵魂，好的立意赋予作品以生命力，让其

能够立得起、挺得直、经得久。《青春铸剑 221》无

疑是一部立意高远、主题鲜明的作品，以歌剧的

形式，较为全面深刻地诠释了一群可爱可敬的

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讲述他们以身报国、无

怨无悔的青春故事。

《青春铸剑 221》立意之高在于以人物形象

凸显主题主旨。剧中着重刻画了几位驻守在

221 基地的科技工作者形象，表现他们把个人理

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

国家强盛紧紧联系在一起，敢于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烘托出这些无名英雄“苦干惊天动地事、

甘做隐姓埋名人”的高尚情怀和赤子之心。梁

振道知道自己的身体因为长期接触化学辐射很

可能不能生育，因此他忍受内心的痛苦拒绝了

李艳的爱情，希望她有更好的生活。他说：“我

愿意扎根在青海，我要干这份事业一辈子，你不

要再跟着我了，你跟着我不会有完整的家庭，我

们也不可能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就是这个铁

疙瘩，就是造出这枚原子弹。”但李艳完全理解

他，因为“我爱着你，我也爱你的理想，我也同样

爱这片土地，爱我们的祖国”，这是一种深沉博

大的爱，悲剧的色彩中饱含着崇高的信仰，让人

不禁为之感动和落泪。

经 10 年风霜雨雪、艰苦奋斗，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在金银滩诞生，中国第一

颗氢弹也在这里研制成功，青海 221

基地于是成为中国核工业发展的

摇篮，被誉为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的地方。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

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标

志，它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强国之

梦。“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

攀”的“两弹一星”精神鼓舞了几代

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群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

《青春铸剑 221》的创作者巧妙地把情节、情

感转化为戏剧结构，用戏剧结构的力量打动观

众。该剧中的咏叹调反复出现，表达余曼婷和

沈思源、李艳和梁振道的思念之情，缠绵婉转，

这种在音乐上的循环结构方式更好地凸显了整

部剧豪迈悲壮又蕴含儿女柔情的感情色彩。剧

中唱段充分融入了青海本土文化元素，比如在

金银滩的场景中加入了藏族的原生态民歌音乐

元素，在剧末融入花儿音乐元素。通过极具青

海特色的民族音乐，使整部剧的音乐表现洋溢

着青春热血，更激发了豪情壮志。一个个或感

天动地或凄美婉转的故事，通过一首首咏叹调、

宣叙调、重唱、合唱和独唱的音乐抒情，观众从

中感受到了青海的山之美、水之灵、人之美、歌

之美，也体味到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渴望、对祖

国的忠诚。

这部歌剧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还来自于

演员较为出色的表演。齐觉霖的扮演者仝濛

说：“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从部队转业过来

的，我自己也在部队工作过，所以在表演中有

一种感同身受的亲近感。”梁振道的扮演者薛

皓垠说：“接到这个角色我个人非常激动，这次

剧中的角色比以往特殊，我用了很多精力，希

望把这个角色演绎好。”正是对角色的悉心揣

摩、体会，才成就了舞台上拿捏精准、表现到位

的光辉形象。

在 沈 思 源 牺 牲 后 ，悲 剧 的 力 量 越 来 越 强

烈，让人不禁联想到，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为

国防事业奉献青春和牺牲生命的前辈中，有千

千万万个沈思源和数不清的无名英雄，他们为

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甘愿付出生命。接近尾声

时，剧中角色以一种现实与超现实结合的方式

实现了“大团圆”，十位白发苍苍的 221 基地工

作人员身披荣誉绶带，胸前别着鲜红的花朵，

和演员们一起出现，这种象征性的大团圆放大

了悲壮的力量，直抵人心，令人猝不及防，难以

自抑。

当然，《青春铸剑 221》仍有诸多不足，但瑕

不掩瑜，青海能够排出这样一部歌剧，让人感到

无比欣喜。

一部打动人心的民族歌剧一部打动人心的民族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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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是悟道的过程，悟，是自身的、内

心的，不与外人相干。悟，一个竖心旁加吾

字，意思是要想有我、必须有心，有我无心

不行。那么如何有我，只能修身。书法无

疑 是 修 身 理 性 ，提 升 生 命 境 界 的 最 好 方

式。《大学》中的“心正”“意诚”“格物致知”

就是这个意思。宗白华先生曾在《中国书

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说：“中国书法，是节

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层的对生命形象

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书法本身

所具有的表意性特征是书法艺术审美内涵

的至关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在表意抒情这

一具体要求下，每一位书家所展现给观者

的则是各不相同的风格与情态。探寻一位

书法大家书风演变的轨迹或是创作状态，

可以启发我们在这一艺术领域里进行深度

与广度的思考。今天笔者不妨让大家领略

一下青海已故书法大家莫如志先生的风

范。

莫 如 志 (1908 年 - 1995

年)，字能容，号牧牛翁，青海

省湟中县人，他是享有盛誉

的青海书坛三老之一。1983

年开始，他的书画作品多次

获奖、收藏、刊登，1989 年获

全国、全省老有所为精英奖，

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曾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

道。莫如志儿时读私塾，后

入西宁道尹黎丹办的无我学

堂学习，六年的时间，莫如志

在 书 法 上 打 下 了 很 好 的 基

础 ，随后遍临诸帖 ，开阔视

野，这也为他以后书法风格

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莫如

志一边务农种田，一边临池

不辍研究书法。当时青海书

坛已兴起了向“二王”回归的

以继承传统为主的复古主义

潮流，李海观等人固然是力

倡回归之风的领袖人物，但

有一个人同样不能忽视，那

就是莫如志。莫如志书法传

统特征鲜明、古雅遒拙、独具

个性。他除了醉心于《金刚

经》体外，书法涉猎的面也非

常 广 泛 。 他 潜 心 研 究 魏 碑

《张猛龙碑》《爨宝子碑》《龙

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等碑

帖，直至先秦金文、石鼓、汉

魏六朝的竹简、摩崖碑碣，会

心于前人书家妙笔，且揣摩

反 复 咀 嚼 ，达 到 了 相 当 火

候。草书方面他深得于右任

真髓，点画灵动，神采飞扬，

星光闪烁，有大家气象。运

笔或蕴藉含蓄，翁郁朦胧，元

气淋漓 ，冥渺难寻 ，幽深莫

测，尤其在表现晋人的韵感

方 面 不 输 当 时 全 国 一 流 大

家。莫如志书法笔法苍茫古

朴，真力弥漫，横斜向取势，

强调书法意象之美，讲究因

象而得意，因意而成象。意

与象混而成书，浅识书者，得

其象，不解其意；深识书者，

得其意而意其象。我以为莫

如志的草书真正开启了于草

的动力内核，于右任之后很

少有人真正企及于草的真谛而且有所发

展。莫如志的草书用笔藏巧于拙而不拘于

墨，于清爽峻朗中得生辣之趣。旋律是那

么的自然，了无挂碍。各种笔势与古今草

书家拉开了距离，莫如志是真正体悟到书

法的境界和旋律的书家。

下面笔者就莫如志书法艺术成就做具

体分析，他的楷书学习颜真卿的《东方朔画

赞》《颜家庙碑》，隶书学习《曹全碑》《石门

颂》《石门铭》等，草书学习孙过庭《书谱》、

王羲之《十七帖》，篆书学习钟鼎文外，还学

习了我国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

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甲骨文。1942 年，于

右任先生曾到青海，莫如志有幸得其指点，

亲眼所见于右任先生写“天地正气歌”和其

他作品的用笔方法、结构、取势、整篇章法

等。自此以后便倾心于草书，主攻于草。

莫如志尤其痴迷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千

字文》《正气歌》 诸帖。最后他以泰山《金

刚经》体在青海书法界独树一帜、声名鹊

起，更擅于右任标准草书体且皆自出新意，

呈现出朴素、平淡、自在、天真的艺术特点，

堪称一绝。令人遗憾的是，莫如志书法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少为世人所知，因为

他不去迎合庸众世俗的审美，挺然于一切

潮流宗派之外，有着回绝尘世的超脱意识，

以圆融平和的心态看待世间的一切，陶然

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令人钦佩。

从他留下的大量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

来看，他的书法没有刻意雕饰，用笔圆融，

藏起藏收，全然不见棱角，艺术表达形式十

分含蓄。莫如志先生的书法总体来说，风

格为朴拙圆满，浑然天成，有着充满意蕴的

书卷气息，每个字蕴藉有味，具有含蓄美，

追求平淡、恬静、冲逸之致的特点。但是很

多书家及藏家都认为莫如志最精通的书体

是泰山金刚体，莫如志自己也认为泰山《金

刚经》体是他的代表书风和巅峰之作。如

果从他书法完整的体系来考量，我个人以

为他的草书更堪称一代大家。泰山《金刚

经》体吸收篆书笔法后形成的疏朗俊美的

字体，圆笔回峰，浓墨重笔，沉稳凝重，意态

奇逸，在点画的曲与直、含与露、敛与放等

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也形成了自己刚柔相

济、藏露结合、奇险宽博、遒劲雄强、圆融灵

动、气势磅礴的风格。细品每个字似游龙

摆动，开张捭阖间，气势豪迈夺人。这种字

体确实很有新意，也堪称绝。莫如志的泰

山《金刚经》体由于特殊的用笔和结字，造

成用笔过于抖动、逼迫、程式、收束，他的用

线与擅用顿挫笔法的碑书大家于右任、赵

之谦不同，中间起伏太过于程式，比如说写

一根线，他的用笔不仅注力于起收两端，起

笔顿，收笔顿，中间有时候也笔顿，很多地

方缩线变点，线似乎追求屋漏痕的感觉，乍

一看与八大山人、弘一法师的用笔节奏有

些类似，实质则是完全不同。这样的用笔

是很有特点，但由于笔法运

用的有些过于偏执、抖动和

程 式 ，也 就 使 其 线 条 显 得

“肉”感、“墨”气过重，有“呆

板”“平均”之弊。值得欣喜

的是他的笔势很圆润厚重，

比一般碑学书法家要内敛

静气许多。

莫 如 志 平 日 习 字 有 一

特点，即善于对由风雨年月

侵 蚀 的 斑 驳 字 迹 予 以 还

原。这应该与莫如志曾被

北齐《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舒博健壮、浑穆宽阔的气势

所震撼有关。这一方面体

现了他认真求实的书学态

度和对既往书迹完整性的

理解能力；另一方面，或许

是 在 有 意 矫 正 碑 刻 的 积

习。如果我们看过魏碑或

者汉代书法拓片再来欣赏

莫如志的泰山《金刚经》体

书法当别有一番滋味，他的

这种字体很接近古人摩崖

碑刻中的字形，而且还书写

岀了一种朴拙感。我们看

到他写的《泰山金刚经》体

书法笔画有些夸张，造型比

较奇特，但莫如志也很注重

古人的书法气韵，也直接表

达出了自己对书法的审美，

给人的感受是富有个性和

阳刚之美的书法风格。可

是这样的书法和于右任、赵

之谦的碑书相比起来还是

有很大一段距离。但莫如

志精于书法的意，也精于书

法的象。有段时间，莫如志

时 常 临 毛 泽 东 的 书 法 、诗

词。因此，莫如志的书法也

吸收了毛主席的欹侧式用

笔方法。我们说结字一般

分 为 两 种 ：一 是 左 低 右 高

型，一是左高右低型，这两

种结构也带动了线条走向

了多维方向，再加上字体的

左右倾斜，动感、旋律都被

带出来了。莫如志左低右

高型结字与泛常结构不同，

字形的左低右高是一方面，

高妙处在于整个字中的所

有横线条也呈现出左低右

高之势，给欣赏者造成一种

心理上的失重感、奇逸跌宕态，正是这种字

形与线使莫如志的草书笔势比很多书家多

了一个自由发挥的维度，整幅字气脉产生

了摆动、回旋的特征，而且每行字都断连自

然，妙趣横生，字字珠玑，仪态闲雅静穆，神

态天真烂漫美不胜收。欣赏这样的作品会

感受到东方独有的意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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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再穷，手里也要有一根打狗棒！”
“五、四、三、两、一，起爆！”
在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国内一流制作团队联手打造，省演艺集团倾情演

绎的歌剧《青春铸剑221》成功首演。
巍巍昆仑，悠悠草原。青海湖北岸的金银滩天高地阔，生机盎然，这里曾是新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之

一，如今平静得就像没有波澜的海平面。只有拂过耳边的山岚清风，向世人讲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
生在这里的惊天动地的故事。民族歌剧《青春铸剑221》就这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

““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诠释精神的深刻诠释
——民族歌剧《青春铸剑221》短评

□王晓东 沙文婷

本文图片均
为歌剧《青春铸剑
221》剧照，由青海
省演艺集团提供。

莫如志书法作品。

癸卯之春第一场瑞雪降临时，由于在街边等

人，便顺茬窜进一个古玩店里避雪。和古玩店老

板攀谈了几句，打量着那些做旧的各类文玩，也提

不起什么兴趣来。眼睛扫了一圈古玩店拥挤狭窄

的空间，发现有几包旧砖茶码在角落里，我让店老

板拿过来看一看。旧砖茶上满是灰尘，上面还有

两页折起来的发黄的旧纸，店老板取砖茶时随手

放到了一边。

看罢老砖茶，我让店老板把那两页旧纸拿过

来瞧瞧。翻开旧纸一看，是一封毛笔写就的书

信。因为是行草书繁体字，辨认了一会儿，才确认

起首语是“荫西先生赐鉴”，大体浏览了一下内文，

看到落款署名是“钟锡九”。我暗自窃喜，因为我

知道钟锡九、张荫西都是青海已故的文化名人，是

著名书法家、诗人，如果今天能“捡漏”得到这封两

位名家的交往信函，也算是有幸有缘。我随即和

店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以我认为比较低廉的价钱，

收上了这两页信札。

回到家，我反复阅读了信札，越读越有味道，

越读越让人喜欢。话不多说，录内文如下，以飨读

者。

荫西先生赐鉴：
大著油印本一卷已拜读，此选仅收稿百六首，

尚不及原诗之半，以后当可继续补入。如“不识花
间客，惊呼汗出来”“篱边犬吠柴门开，小女欢呼大
姐来”等首，我都认为很好，此次何以未收？锡年
老多忘事，然一见到好句却能过目不忘，这也算是
怪事一桩。三月间收到你老一信，地址写为“贵
中”，我想你年逾古稀，决不会担任教职，也没有代
转之人，所以未及回信。现已知贵中有令爱工作，
故写此函，并附拙诗两首请正。祝撰安！

钟锡九上
八〇.七.廿一

钟锡九是青海书法界的“三老”之一，其书法

造诣长久以来为人称道，兹不必表。单就此信书

法来看，尺椟之间，信手拈来，笔墨厚实，潇洒流

落，值得方家反复把玩、体会。

从内容来看，这封信重点说的是张荫西先生

的油印本诗选中，漏选了很多好诗好句，如“不识

花间客，惊呼汗出来”“篱边犬吠柴门开，小女欢呼

大姐来”等，希望以后继续补入。的确，这样的好

诗句朴实无华，情景交融，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动

态有形，忍不住令人莞尔，感觉其妙处可直追唐

句，怪不得会让钟老先生过目不忘！

作为河湟大地上的两位旧时文人，钟张二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都已年逾古稀。据我省

作家王文泸先生回忆，钟张二老是青海具有代表

性的文人和古体诗诗人，他们书信相交较早，但

两人真正见面大约是 1983 年。当时是钟锡九先

生坐班车去贵德张荫西先生家中拜访，之后的几

天里，俩人推杯换盏，促膝相谈，推心置腹，互为

师友，成就了青海老一代文化名人交往的一段佳

话。

这么来说，我偶得的这封信札，写寄的时候钟

张二老还未曾谋面呢。

□张国云

一封信札得真趣

钟锡九写给张荫西的信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