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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2015—2018），

是当代作家陈彦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主角》中，一个
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着广阔的社会现实，
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汇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尽显
大时代的鸢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作者继承古典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立主干
而擅铺陈，于大喜大悲、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
活、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

题记：世事浮沉，名利争缠；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单士兵

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每个人都是主
角，不到谢幕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
的生命有多么精彩，或是有多么黯淡。
人生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活着的时
候，是难以定论的。所以，生命的过程，
也只能是场悬疑剧。

因为，人生剧本不是全由自己来
写，导演有时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他者。
到了更大舞台，很多人只能做配角，甚
至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戏剧家莎士
比亚在《皆大欢喜》中这样说：“全世界
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
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有
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
好几个角色。”

场上场下，人里人外。向内求索，向
外生长。向内，就是要练好自身本领；向
外，就是要到更大的舞台上做主角。

当然，在不同的场域，有人争做主
角，也有人退避归隐，人生选择很多时
候并不适合做是非判断。不过，舞台越
大，虽然可以演绎出更大的精彩，但也
注定要经受更难的挑战。正如小说《主
角》的作者陈彦这样感慨：“谁让你要当
主角呢，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
去烤的那个人，你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
牺牲、奉献与包容，有时甚至需要有宽
容一切的生命境界，惟其如此，你的舞
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

作家陈彦，如今不仅是中国戏剧界
的主角，也是小说界的主角。这些年，
从剧作家到小说家，陈彦的转身是从容
的，也是华丽的。

“文学陕军”的实力众所周知。迄
今为止，拿过茅奖的陕西籍作家有 5
位，在数量上仅少于河南。不过，陕西
茅奖作家的艺术高度，相较于很多地
方，又有种高峰区别于高原的意味。特
别是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这“三驾马车”，在
漫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文学界具有某种

“踏山河”的气象，他们都是中国文坛的主
角。特别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价值和影
响或许会是中国文坛难以超越的“百年孤
独”。

2019年，以《主角》拿下茅奖的陈彦，也在
证明自己是这样的文学主角。做主角注定是
一场孤苦的修行。陈彦的写作生活，也是极
为孤独和辛苦的。陈彦曾说，他从二十几岁
起就没有休过周末，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写作，
连大年初一也要开工写作。写《主角》那两
年，他更是专注到了极致，大年三十也写到傍
晚6点，随后才和家人吃饭。陈彦像是个有

“社恐症”的人，不把时间花在喝酒应酬上，就
连拿到茅奖之后也拒绝大量采访，把时间花
在伏案读写中。这样的苦行僧式的写作人
生，和陈忠实、路遥的经历极为类似。好作家
可能辜负亲朋，但不会辜负读者。

《主角》中正大气，犹如三秦大地的宽广
厚重。这部小说时间跨度与改革开放40多
年吻合，场景布局沿着主人公忆秦娥的事业
发展和人生足迹展开，从乡村到城市，从县
城到省城，从国内到国外。陈彦将目光聚焦
于自己极为熟悉的剧种秦腔，通过对几代秦
腔演员的人生命运书写，从舞台到生活，从
世道到人心，从传统到现代，展示了从上世
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遭遇的
坎坷和机遇，为当代文学呈现出一部极具品
格的文化小说。

陈彦表示，写作《主角》是有野心的，“就
是力图想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
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
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小说要有强大的牵
引力，离不开具有强烈代入感的叙事能力，
离不开极具匠心的结构艺术。这些方面，陈
彦表现出了罕见的艺术功力，在主题、情感、
叙事、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完美的艺术闭环。

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非常亲切
自然。叙事主体像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说书人，
随时会从不同角度切入到故事中，与读者形成
及时的互动交流，扫清可能存在的一切阅读障
碍。这种回归传统的叙事风格，让这部小说极
为顺畅、格外生动。虽然小说内容包罗万象，
读起来却丝毫不显繁冗疲惫。小说整体分为
上中下三部分，按照时间和空间的线索，以
点、线、面进行扩展推进，整个叙事过程有着
极为匀称的节奏感，在故事讲述中形成“戏中
戏”的套嵌结构。语言、故事、结构上的协调
自然，令人叹服。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所说：“《主角》有一种‘整全之美’。”

主角忆秦娥，艺术人生也是一场苦修。
出场时，她还不到11岁，在家中放羊，父母
为她取的名字叫“招弟”，是希望她能招引来

一个弟弟。后来，舅舅胡三元将她带
到县里剧团，改名为“易青娥”。在经
历各种痛苦磨砺之后，易青娥名气渐
盛，被剧作家秦八娃改名为“忆秦娥”，
从一个舞台走向另一个更大舞台，她
一步步抵达艺术塔尖，成为人们心中
的“秦腔皇后”。

荣誉成绩常遭嫉恨怨怼，善良正
直难避宵小恶行，淳厚悲悯难敌贪婪
奸诈。忆秦娥的主角人生，是光亮璀
璨的一生，也是被羞辱损害的一生。
正如陈彦在《后记》里评价：“一个主
角，就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
不安生。”

舞台就在那里，但从来都不会永远
属于某一个人。角儿相争是常态，甘当
配角是无奈，认清自我是境界。角儿与
角儿之间的角逐，是一种文化宿命。

主角竞争无处不在。忆秦娥和楚
嘉禾这两人的矛盾，就贯穿小说始
终。尽管忆秦娥专注自我，但并不能
改变楚嘉禾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
刺”，穷尽阴暗、刻毒、下流、无耻等手
段，对其进行陷害和污名；胡三元和郝
大锤之间的相斗是血淋淋的，胡三元
敲鼓技术极好，但个性太强，不仅遭受
领导排斥，还遭到技术平庸的郝大锤
各种打击报复，甚至遭受牢狱之灾；胡
彩香与米兰之间的竞争也如同针尖对
麦芒，最终，随着米兰嫁于富人才化干
戈为玉帛；廖耀辉和宋光祖是剧团的炊
事员，为了争大厨，廖耀辉也使出各种
卑鄙的手段对其打压……戏剧小舞台，
人生大舞台，主角与配角之间的相爱相
杀，现实中无处不在，无数人也因此迷
失本性。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
子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智慧。很多时候，
正是因为不与他人争，才没有谁能与之
相争。忆秦娥能成为“秦腔皇后”，很大

程度上是她长期处于“不争”的状态，只专注
自我。在小说中，忆秦娥的“瓜”与楚嘉禾的

“灵”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多人看来，忆秦娥
是个傻子，甚至在遭受楚嘉禾污名时，还跑到
医院检查，开出处女膜完好的证明，要求领导
在大会上宣布，从而掉进了“自证陷阱”。而
楚嘉禾虽然是灵光的，但也极其圆滑投机，而
且还在攀比和嫉妒中逐渐“变形”为一株恶之
花。最后，楚嘉禾不惜出卖肉体，勾结宣传干
部在网络上写文章抹黑忆秦娥，其人格之低
贱，丑行之恶毒，令人发指。这样的人，在现
实中也无处不在。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抵达至高的艺术
境界，往往就要求淡、求拙。忆秦娥的“瓜”其
实是一种大清醒，她的“不争”其实是在夯实
自我修行的基础。只不过，现实之中脏恶无
处不在，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正如小说中
的秦八娃所说：“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
代价更大。这是人性之恶。”“秦娥，你是因为
太优秀，而遭人嫉恨、围堵、恶搞。记住：能享
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经受多大的诋毁。”

面对种种伤害和污名，特别是在经受失
子之痛后，忆秦娥进入尼姑庵，参禅打坐，修
佛静心，想要剃度出家。后来，住持对她说：

“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吃饭、走路、说话、做
事，都是修行。唱戏，更是一种大修行，是度
己度人的修行。”忆秦娥走出尼姑庵重回秦
腔舞台，是艺术人生修行的一种表征。而所
有的人生也都是一场修行，都需要挣脱精神
伤痛，找到实现自我之途。

在《主角》中，有许多老艺人在用生命呵
护着艺术的尊严。忆秦娥之所以能够成为
主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戏”的复活，让
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得以重新起用，来
完成传承。十年浩劫，文化扭曲，这些艺术
家早已经远离了舞台，有的成了食堂伙管，
有的成了看门老汉。而随着时代新风吹来，
他们“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旮旯拐角里钻
了出来”。原来，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他们
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艺术的修炼和坚守。

最感人的是苟存忠，他不论身处怎样恶
劣的环境，都在苦练自己的绝技。苟存忠在
舞台上演出《鬼怨》《杀生》时，三十六口的连
珠火吐完，也为秦腔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在
累死于舞台的最后一刻，他仍然不忘向忆秦
娥传授绝技奥秘。除了这些老艺人，还有为
忆秦娥写作原创剧本的民间知识分子秦八
娃等等，都是艺术的守望者、传道者、布道
者，在秦腔的大舞台上，扮演着自己角色。
在他们人生舞台上，就是绝对的主角，因为
活着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

时代是个大舞台，每一种人生都有适合
自己的舞台，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主角，
问题是，你将如何修行？

做
主
角
注
定
是
一
场
孤
苦
的
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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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强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长
河中，有这样一位女性，她以诗
词为舟，穿越历史的波涛，将古
典之美传递给无数人。她就是
被誉为“诗词的女儿”的叶嘉莹。

叶嘉莹一生致力于中国诗
词的研究、创作与教育，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人物
之一。2024 年 11 月 24 日，这位
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诗词泰
斗走完了她的百岁人生。

此刻，捧读叶嘉莹先生嫡传
弟子、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教授
所著的《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
诗教人生》（以下简称《诗词大先
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
10月出版）一书，思绪万千。

该书不仅为我们揭开了这
位杰出学者背后的故事，更通过
她的生平事迹，让我们重新审视
诗词之于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文
化的意义。作者张静以恩师的
诗词生命为切入点，从弟子的角
度揭秘叶先生的为师之道、诗教
之路，以及她讲诗的成功经验和
魅力所在。

叶先生在早年就立下了弘
扬中华诗教的伟大志向。她认
为，“诗词，让人心灵不死”这句
话不仅是对她个人信念的高度
概括，也深刻揭示了诗词作为一
种文化载体，在激发个体情感共
鸣、塑造民族精神方面所具有的
独特价值。

书中详细记录了叶先生如何
通过自己对诗词的理解和感悟，
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她
讲课时注重情感体验、意境营造
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三者之间的结
合，使听者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与
古代诗人产生心灵上的对话。

叶先生特别擅长通过深入
浅出的方式解析诗词作品，让那
些看似遥远的历史人物变得鲜
活起来。例如，在讲解杜甫的诗
歌时，她不仅关注诗句本身的艺
术魅力，更会引导学生去体会诗
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内
心世界。这种教学方法使得学

生们不仅仅是在学习文字技巧，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感受生
活、理解人性。正如叶先生所
说：“真正的文学教育应当触及
灵魂深处。”

对于如何评价一首好诗，叶
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
必须具备真挚的情感；其次，要
有新颖独特的构思；最后，则是
语言表达上要精练而不失韵
味。这三个标准贯穿于她的整
个学术生涯，并且成为指导其教
学实践的核心原则之一。通过
对这些标准的具体阐述，《诗词
大先生》一书不仅帮助读者更好
地鉴赏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品，同
时也启发着新一代创作者们追
求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叶先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
挑战，但她始终未曾放弃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无论是
身处异国他乡还是面临种种困
难，诗词都成为了支撑她前行的
精神支柱。书中讲述了她如何利
用诗词来度过艰难时刻，并将其
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继
续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

今年4月在为这本书作序文
时，叶先生这样描述道：“陶渊明
曾说‘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
烟’。作为一位百岁老人，我知
道自己少不了会被人评说。这

本张静写我的书，除了学生对老
师的溢美情辞我愧不敢当，内容
都是可信的。其实我了解张静，
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不仅仅是
对我个人的感情，更是对中华诗
教当代传承的一份深情。”最后，
叶先生以“百岁老人叶嘉莹”为
落款，用她自己的一首诗，作为
这篇序文的结束：“天外从知别
有天，人生虽短愿无边。枝头秋
老蝉遗蜕，水上歌传火内莲。”

《诗词大先生》不仅是一部
关于叶嘉莹先生个人成就的传
记，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美学及
教育理念的深度探索之旅。它
告诉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
代背景下，仍然存在着一些永恒
不变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寻。

叶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
好老师，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何谓“大先生”，并激励着后来者
继承并发扬诗歌这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

诗词，让人心灵不死
——读《诗词大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有感

■张珂轩

在我读过的诸多小说中，阿
来先生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很
特别。书中没有戏剧性的冲突，
人物关系很简单，却是一部饱满
地传递灾难中人性光辉的别致
之作。他用颂诗的方式书写一
个陨灭的故事，让文字放射出人
性温暖的光芒。

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祭师
阿巴在灾后毅然决然回乡侍奉
神灵、抚慰鬼魂，并最终与故乡
云中村一起消亡的故事。恰如
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
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
相转化的状态。

在作家的笔下，万物有灵。
《云中记》中，阿来不仅记叙了祭
师阿巴的所思所历，还书写了云
中村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这
是一种自然的生长，平静而又充
满力量。祭司阿巴的形象，充满
神性的光辉，为读者提供了另外
一种理解世界的可能。作家通
过《云中记》写出灵魂的力量、信
仰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写出一

种由微弱到光亮的人性之光，借
以照亮地震带来的“至暗时刻”，
照亮这个广阔的世界和自己对
这个世界的书写。

彼时，春寒料峭，立春后昙
花一现的暖阳，来不及吸风饮
露，又披上厚厚的外衣。没人会
怪罪阴雨绵绵的都江堰，岷江水
拍打河岸掀起飞花，水天一线，
雾隐密林下的玉垒山，视线穿不
透云层至那更远处的雪山。云
中，你又在怎样变化？

16年前都江堰也身处云中，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
大地震动。当时5岁的我，望着
天花板上摇晃的白炽灯，带着午
睡未熟的呆滞，疑惑懵懂地站在
废墟旁。多年以后，再度谈及家
人的死里逃生，更加心生感慨。

大地震成了都江堰人民新的
时间分界线，人们开始习惯于对
比震前震后的生活。孩童对于地
震前的记忆越发淡化，成年人谈
笑盘算着前后时光的得失、渐长
的收入，全新的生活态度，幸福感
是油然而生的。都江堰人民拾起
了废墟上的花朵，重建起了属于

自己的移民村，只是不同于云中
村，人们依旧扎根于故土。

前来拜访都江堰的游人纷
至沓来，纵观千年历史文化、自
然风光之外，是那重建后发展飞
速、高楼林立的宜居家园。云外
的山下，人们也在政策的引领
下，开发着特色民俗旅游产业，
种植特色蔬果推销远方。

对伸出过援手的村外人来
说，云中村人被赋予了全新的生
命，生活也脱离了落后。但他们
紧紧依偎在一起，内心也在挣扎
着，故土是走投无路下的分割。
就像在利益社会中迷失方向的
中祥巴和央金，在云中村殆尽前
夕，也能迷途知返。他们相信，
村里人还没有远去，聚在一起，
云中村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文明
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当阿巴的肉体与灵魂随着
云中村一起坠入岷江之际，属于
他苯教祭师的传承也坠入了江
底，完成了他最后一代传承人的
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阿巴从未想过是否有人能够接
过他手中祭师的传承，父亲的突

然遇难，外界技术的流通，他所
接受的传承也破损不堪。他用
祭师破碎的悲鸣完成了内心的
使命。

我感慨于阿巴这样用灵魂
去救赎自我，救赎逝去的生命，
救赎消失的文明。文化的车轮
兜兜转转几千年，无数个“仲肯”
颂唱着格萨尔王，阳光洒落神
山，红光闪耀着新时代。

我始终坚信，回顾曾经悲痛
的过去，是为了成就当下更好的
自己。人们不会忘记，大地震
动，人民蒙难，褪去悲痛，迎接来
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云中的
世界早已不是云雾弥漫，掩盖着
万物生机，云外的人们继续拨开
着云雾，一往无前见光明。

（作者为成都文理学院汉语
言文学专业学生）

寻找人性的温暖
——读《云中记》有感

■程华

提到桥，总会想到前南斯拉
夫电影《桥》：二战接近尾声时，
南斯拉夫游击队与德军为炸桥
与守桥而展开激烈斗争。德军
将抵之际，游击队炸毁了大桥。
那端，德军军官哀叹：“可惜，真
是一座好桥。”这端，游击队员感
慨：“可惜，真是一座好桥。”

“一座好桥”——桥虽毁，身
巍立，如天地间铮铮铁骨，如刚猛
顽强的民族精神。多年后，读到
新近出版以桥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万桥赋》，深感作品中的“桥”被
赋予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意蕴。

一

《万桥赋》于今年 4 月由重
庆出版集团出版，作者系鲁迅
文学奖得主张者与阳翰笙剧本
奖得主宋潇凌。作品通过对贵
州桥及其建设过程的描写，展
示了贵州交通发展历程和成

就，凸显出崭新的时代风貌与
气象。

驾驭宏大的主旋律题材难，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桥梁作
为贯通全本的主干更难。但《万
桥赋》以精巧的构思、生动的故
事、丰满的人物将难题化解于无
形。女主人公葛念镜是90后画
家，其父葛啸天是桥梁设计界的
领军人物。故事从父女俩闹崩，
女儿负气出走开始……

小说的叙事视角可谓别出
心裁：不是桥的设计者与建造
者，而是一位自小缺少父母关爱
的青年画家，她对整日忙于工作
的父母心存怨怼。这个浑身逆
鳞的“桥三代”，会带着怎样的偏
见去观察、摹画那些在她心中冷
冰冰的建筑物？

二

小说设置了虚实交叠的两
条故事线。

一条是有形的线索——物
质意义上的桥。始建于明代位
于黔南的葛镜桥，横跨麻哈江上
已400余年，被茅以升赞为“北有
赵州桥，南有葛镜桥”。这座倾
尽家财、历经30年终于建成的葛
镜桥，正是葛念镜的祖辈葛镜所
建。葛镜与葛镜桥是真，葛念镜
系虚构人物。

随着葛念镜的足迹，一座座

雄伟壮丽的现代桥梁进入视线：
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北
盘江特大桥，获国际桥梁大会

“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的平
塘特大桥和花渔洞大桥，即将
竣工的世界最高桥花江峡谷大
桥……担任多座地标式桥梁总
设计师的葛啸天虽系虚构人
物，而大桥和大国重工背后的
众多设计者、建设者的奋斗却
真实存在。

葛啸天正是这些无私奉献
者们的缩影。在他们身上蕴含
着推动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强大动力，也是一个民族不断走
向繁荣富强的精神源泉。一代
代中国桥梁人以高超的设计和
制造水平，为昔日这片饱受僻远
和崎岖之苦的大地，架起了三万
多座发展之桥、致富之桥。

三

那么，回到最初之问：葛念
镜如何评判那些在她心中冷冰
冰的桥？

小说通过写桥以及桥背后
的故事，引领读者探寻了葛氏家
族史、中华造桥史，了解到当代
无数建设者的感人故事，也懂得
了桥梁之于国家建设、经济发展
的重要意义。同时，作品巧妙地
融入亲情、友情、爱情等元素，其
中两处让笔者尤为感动，一处是

葛念镜均为桥梁技术员的表哥、
表嫂，当年高空巡查时遭遇死亡
惊魂，脱险后二人相恋并结为秦
晋；一处是1950年，葛念镜的爷
爷葛宗祺舍弃优渥的家庭环境，
奔赴西藏修建川藏公路，之后又
悉心抚育烈士遗孤……

另一条无形的线索，是葛念
镜的心灵成长过程。围绕探桥、
画桥，寻找、破解灵魂密码，她理
解了祖辈、父辈的无私奉献和高
阔境界。她在完成百米长卷《万
桥山河图》后，决定将心血之作
无偿捐给贵州省交通博物馆，哪
怕支付画商巨额违约金。

桥，曾是祖辈修筑的造福后
人之桥，而今是展现中国科技力
量的大国工程之桥，是新时代进
取奋斗精神的象征，也是连接历
史与未来、串起传统与现实、贯
通“小我”与“大爱”的纽带，更是
人心间架起的彩虹。故事双线
虚实交叠，赋予了作品丰富内涵
和深刻思想性。

若论当父亲，葛啸天不算合
格，深爱女儿的父亲总是以简单
粗暴的方式去表达爱与期望。
现实中，每个人注定都有困惑与
不完美，但若作品能予人启迪、
催人思考，便可算成功。作为一
部充满力量的文学作品，我想，
这也是《万桥赋》的社会意义与
时代价值之所在。

一座被赋予深刻丰富意蕴的“桥”
——读长篇小说《万桥赋》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