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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张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剧

作家，我看过他创作的许多小品和

话剧，比如《马路边》《棋局》《防盗门》

《我的爸爸》《剑》《作文课》《梁生宝买

种记》《追赶太阳的人》等等。他的作

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很强

的思想意蕴，作品的主旨都藏得比较

深，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和人物个性化

的言行体味出来，而不是通过人物的

口说出来，看过之后，总会引起人的

思考。作者历时五年创作的方言话剧

《面皮》，就保持了他一贯的创作风

格，这也是作者经过多年积淀，创作

出来的一部有情怀、有思想、有高度

的重要作品。

擀面皮，是宝鸡特有的传统风味

小吃，酸辣鲜香，清凉爽口，红而不

辣，柔而筋道，是宝鸡人舌尖上最美

好的记忆。话剧《面皮》以“擀面皮”为

题，叙写了宝鸡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历

史变迁，以小小的一碗面皮，反映了

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该剧不仅记写

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张

扬的是一种传统文化品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有四大无

形的品格：真诚善良、和谐包容 ；勤

劳智慧、自强不息 ；重情尚义、绵柔

坚韧；含蓄稳重、崇尚伦理。面皮，从

字面理解，有面皮儿、脸面的意思。作

者就是通过不起眼的传统风味小吃，

赋予了话剧《面皮》不同的意蕴，传达

出浓郁的人文情怀和乡土情结。从老

村长、王红强等几个主要人物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普通农民对传统文化

品格的坚守、对传统道德的宣扬，他

们没有因为贫困而自弃、没有因为艰

辛而退缩、没有因为致富而红眼、没

有因为富足而堕落，传统文化品格在

这群普通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话剧《面皮》中所塑造的老村长

这个人物形象，是值得我们反复说

道的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从文本

所罗列的人物表可以看出，老村长

并不是作者想要塑造的一号人物，

从故事的内容和主体来说，王红强

应该是这个剧的一号人物。而通过

现场演出，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的恰恰是老村长这个人物形象。

为什么呢？我想可能主要基于这么

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来自作者对

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老村长

是贯穿全剧的一条精神红线，在他

的身上闪耀着传统文化品格的光

芒。为什么说他典型？因为他不是

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村长形象，他既

不高大，又不强势，既不激进，又不

偏执，既不强人所难，更不会咄咄逼

人。他朴实善良，低调包容，含蓄稳

重，重情重义，说话做事，都是以温

和的、商量的口吻，没有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命令”的口气。在他的身

上没有一般村长那种以“领导”自

居，或者以“长者”自居的、高高在上

的感觉，他和村民有一种天生的亲

近感。所以，观众就非常喜欢这个村

长形象。二是来自演员对这个艺术

形象的准确把握和传神演绎。著名

演员吴京安老师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和把握都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他把

这个人物的个性特点、处事风格、人

物形象都非常出色地表现了出来，

可以说，做到了形神兼备、完美呈

现。所以，老村长这个艺术形象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在王让过因偷卖擀面皮

被抓，要缴五十元罚款的时候，村民

们无不震惊，王让过更是哭天喊地。

五十元钱在那个年代，对一般村民来

说可是一个天大的数字。而此时还是

队长的老村长听到这个事情，一没数

落，二没抱怨，三没争辩，只是问会计

“账上还有钱么？”一听说有钱，赶紧

让先交了罚款，这种毫不抱怨的包容

性就得到体现。公社把王让过树为

“典型”批斗他，队长并不是“命令”王

让过站起来，而是说“让过，你配合一

下么”，又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在大

毛等人想积极表现，借批斗会欺负

王让过时，队长都是适时制止，体现

了他的心地善良。开完批斗会，他还

到家里去安慰王让过，一方面表现出

队长的无奈，另一方面表现出他的自

责。特别是给王让过洗脚的情节，就

足以表现出队长真诚、绵柔、善良、温

润如玉的人格魅力。

在对待王红强学做面皮这件事情

上，表现出队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的优良品德。有了这个“秘方”，队长完

全可以据为己有，挣钱发家，而他没有

这么做。“面皮”二字在王红强心中就

是个“祸害”，让他做面皮就等于是给

他平静的生活添堵。在这件事情上，队

长不是以说教的方式，也不是以村长

或以长者的身份强行让红强学做面

皮，而是夫妻二人演了一出“双簧”。这

一笔体现了队长重情尚义、真诚智慧

的处事风格。在红霞女婿大闹婚礼现

场、索要面皮“秘方”时，他却说“我又

不是你舅”，表现出他不强人所难、稳

重含蓄的一面。后面，小雨、小雪辞掉

北京上海的工作，回来要开网店卖面

皮，红强夫妻坚决不能接受，而老村长

并没有反对，却说“让娃试嚯一下”。此

时的村长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按说

他对“开网店”这类新生事物是不易接

受的，而恰恰是他支持的态度，让红强

两口放弃反对。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老

村长人灵活、不守旧、善思考、敢探索

的性格特点。剧中老村长有一句口头

禅，就是“试嚯一下，不试嚯咋知道能

行”。一句口头禅，充分表现出了他勤

劳智慧、绵柔坚韧、自强不息、探索进

取的精神魅力。

村长夫妻对待王红强一家，就像

亲人那样，无微不至。这种情义已经

超越了血缘关系，这也正是该剧所散

发出来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老村长并不是对王红强一家人好，剧

中也表现了他对其他村民的关心爱

护。比如对大毛，村长是恨铁不成钢，

但他并没有放弃品行不端、好吃懒做

的大毛，他循循善诱，劝谏帮助，希望

大毛能走向正道。

在老村长这种人格魅力的浸润

下，这种传统文化品格在村长媳妇、

红强、海棠、红霞女婿，乃至小雨、小

雪身上都得到了传承和延续。村长

媳妇的热心柔肠自不必多说，她受

村长的影响浸润会更多一些，单说

红强由最初的偏执、怕事到后面的

上进、自信，都是受老村长的影响，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

的。包括后面红强的“剁指教子”，就

是这种优良品德影响的必然结果。

小雨、小雪从小听话懂事，双双考上

大学，这与村长夫妻从小照顾影响

是分不开的。作品虽然没有过多正

面表现，但透过故事是可以想象的。

他们开网店、办产业园，号召全村人

制作擀面皮，带领全村人致富，这种

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就是传统文

化品格的赓续。

当然，该剧需要言说的地方还

有很多，比如结构的有序推进、细节

的巧妙设计、方言的精准运用、导演

的精彩呈现、演员的倾情表演都是

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的。总之，话剧

《面皮》是我们宝鸡多年来的一部好

作品，是散发着传统文化品格的一

曲浓郁乡歌。

（作者系宝鸡市艺术创作研究

室党支部书记、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接地气的电影最受欢迎
◎王卉

近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

影”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原因是

盘点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影片，一

部反映陕西农村校园的少儿电影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脱颖而出。超

过 8.0 的豆瓣评分，轻松超过同期

许多热门影片，虽然它以网络电影

的身份与观众见面，但就是这种接

地气的独特气质，为当代电影作出

了示范。

以观看电影的观众来看，少儿

影片最需老少皆宜，但目前市场充

斥着许多同质化的动画片，走进现

实、走进生活的现实题材还为数不

多。这部《美术老师的放羊班》就是

让人耳目一新的那一个。新片也可

以说是《树上有个好地方》的姊妹

篇。在“放羊班”中，小主人公巴王超

过此时已从上一部中的小学，升到

了如今的初三毕业班，但他依旧是

班里的捣蛋鬼，依旧让所有老师为

之头疼。幸运的是新来的美术老师

像之前的支教老师粉提那样，对他

偏爱有加，并因材施教，让他和他们

这个“放羊班”的学生也有自己的

梦。当观众看到如此接地气的故事，

怎能不想继续观看下去，看一看他

们是如何去追逐属于他们的光明未

来呢？

电影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

在陕西农村的一所普通中学，这又带

给我们许多亲近感。就像上一部《树

上有个好地方》中，老师书桌上的墨

水瓶、手电筒、玻璃罐里插着的带橡

皮头的铅笔、摞得整齐的小字本，还

有半袋秦俑营养甜奶粉，让人看得好

似这故事曾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倍

感亲切，而在“放羊班”里，颇具年代

感的旧课桌、长条凳一亮相，观众的

集体记忆瞬间就被点亮了，真实的场

景让观众一秒回到了校园，尤其是小

演员们质朴却有趣的陕西方言对话

金句频出，让人忍俊不禁。片中“每个

孩子都是天才，适合每个人的道路就

在自己脚下”等，关于成长、教育话题

的思考与真情坦露，引发各界关注与

深度共鸣，也是影片获得超高人气的

原因之一。

此前，《树上有个好地方》就曾

因接地气的“出场”方式，让主人公

巴王超过和他的伙伴们闪耀在第

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颁奖典

礼，捧获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在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角逐中，这

群“陕西娃娃”依旧大放光彩。如今，

随着演员一起长大的《美术老师的

放羊班》，延续着内容与品质的高要

求，延续着朴素的人生理念，将真善

美播撒在更多观众的心中。由此，我

们也有了更多期待，期待更多接地

气的好电影上映，用它的光芒照亮

更多人的人生。

海棠树下书香浓
◎谭亚利 

那个温暖午后，天气晴和，阳光明
媚。院里的树木开始抽出新芽，墙角的梨
花正在吐蕊，远远望去，好像洁白的雪花
挂在枝头，那种洁净直沁心脾，还有半粉
半白的海棠花正娇艳欲滴，让人一下就
进入了花的海洋。我正在出神看着这些
花儿，突然听见有孩子欢乐的嬉戏声。几
分钟后又突然安静，随之而来的是琅琅
书声。“海棠花开了，黄鹂鸟站在枝头开
始歌唱……”我循着书声轻轻走了过去，
只见院中高大的梨树下，青石大碾盘上
围坐着五六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她们
拿着打开的课本，正津津有味地读一篇
课文《黄鹂与山雀》。为首的圆脸大眼睛
的女孩大声领读，其他孩子跟读，时而高
亢激昂，时而轻快舒缓。她们用手指着
字，优美的文字在她们指尖流淌，灵动的
画面在读书声中栩栩如生。流利清脆的
读书声把我带进了美丽的黄鹂鸟与梨
树、山雀的对话中，我听得入了迷。

她们分角色朗读前，领头的那个
女孩问大家 ：用什么语气读描写景色
的文字？一阵七嘴八舌的讨论，有人
说 ：轻轻地读，让人感觉景色很美。“黄
鹂鸟与山雀的对话怎样读？”有人回
答 ：黄鹂鸟叫声清脆，用清亮愉悦的声
调读。山雀是捕虫高手，声音可以粗重
些，体现它老成有智慧……她们又开始
了朗读。这一次，课文被她们读得轻松
愉快，那么有趣，满是童真童趣，又满含
诗情画意，真是一种享受。

她们又开始齐读，果然是人多力
量大，我感受到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

这样的读书活动在午后的阳光中是那
样的令人心旷神怡。当她们再一次朗
读停歇的间隙，我打断了她们。因为那
个领头的女孩我叫她小姨，她热爱读
书、喜欢学习，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
用读书与思考在开启农村孩子的智
慧，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十分不易。孩
子割完草干完活之后，每天就聚在碾
盘下读书写字，我也积极地加入进去，
喜欢上了读书。

海棠花绽放的笑脸与孩子们的笑
脸，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秀丽。周
围的树木正在长出新绿，田野里麦苗在
拔节，空气暖洋洋的，笑声和读书声久
久回响，美轮美奂，这是我心中最难忘
的乡村一景。 

此后，每当再见海棠吐芯，我都会
想起一群孩子读书学习的美好场景，不
由得想与书亲近。感谢那个明朗午后的
读书会。那读书声从农家小院里飘出，
是孩子们渴望上进、渴望学习知识的声
音，更是文化传递生生不息的声音。它
细腻、淡定、优雅、从容，似行云流水，又
如美酒醇香、浓烈、历久弥新。随着似水
年华汇成汩汩清泉，流淌不停，心田中
留下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的依恋。读书的慰藉永远定格
在海棠树下书香浓的午后。 

文 心 雕 龙

书外
书里

文艺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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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话剧 《面皮》 中村长的艺术形象
◎张秋里

一曲散发着

陈宏伟摄

传统文化品格的乡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