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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都是活着的，它活在故纸堆里，时间可以
将它深埋，但却无法淹没它透出的灵光，它摇曳在那些
古朴、精湛的文字里，当我们频频回望的时候，其实，它
已站立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感知的那一枚枚符号，
已构成一具鲜活的血肉。 读完《西域英雄传》（2023 年 3
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更加坚信了我的判断，我
坚信著名作家李茂询先生在撰写这 150 余万字的鸿篇
巨制之前，与那些历史中的面影，不知有个多少次的心
灵兑换，确切地说，他与那个伟大的张骞，在一次次思
想的碰撞中，已经达成了某种情感的契合。 他的小说家
的感觉，或许也是在对这段史实的深研与体悟中，找到
了一种无可比拟的自信。

一、宏大的历史空间内绘制撼人心魄的英
雄谱系

关于张骞其人 ，司马迁 、班固等在 《史记·大宛列
传》《汉书·张骞传》中，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确认，
但这是史实性的确认，它是一个事实，一种真实的、客
观的历史存在。 “历史中既有物质生命，也有文化生命，
而后者才是重点。 （谢有顺《小说的心事》）”物质的生命
会很快消失，只有文化的生命才会恒久。 那么，活在历
史中的张骞，对其文化价值的称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然
而，如何将历史中的信息发挥到极致，如何在历史有限
的边框内构筑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 这需要史学家
的眼光，更需要艺术家的眼光。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
人，蛮夷爱之”“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
为质于外国， 外国由是信之。 ”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
词———“凿空”，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认证，也可以说
是一种精神的写照， 它的价值在当时颇具超现实的意
义。 李茂询的《西域英雄传》紧紧抓住“凿空”这根神经
主线， 在历史界定的边框内， 对以张骞为首的使节团
队，进行艺术的演绎、提炼、加工。 让艺术的张骞与历史
的张骞重叠， 让文化的璀璨在远古的风云中燃放成一
簇灼目的焰火。

“凿空”在小说中是隐形的，它是一缕缭绕不绝的
气韵。 张骞和他的使节团队要完成的真正使命，是穿过
河西走廊，找到大月氏，实现大汉王朝东西夹击匈奴的
战略构想。 年轻的帝王刘彻将发起对匈奴的全面性进
攻，战争的态势不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它
具有彻底的反击意识， 这也是对匈奴的长期隐忍以及
怀柔政策的终止。 为此，大汉王朝早已厉兵秣马、枕戈
待旦、刀剑出鞘。 张骞带领的一百余人的使节团队，军
事意图十分明确，指向也十分明确，他们肩负的使命，
其实就是天子刘彻对未来战争的信心和期待。 使节团
队出陇西进入匈奴辖区，遭遇匈奴骑痞的伏击，团队在
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死伤惨重，张骞等数十人被俘获。
小说中，历史的空间是确定的，13 年是一个不能随意突
破的边框，但是在这个真实的边框内，却又留下了无限
的空旷，无限的艺术的可能性，我不由得感叹作家构思
的巧妙，他将这段史实的真实记载，进行艺术的提升和
膨化，边框依然是边框，但它得到了匠心的填充。 于是，
西域之行，就变得波诡云谲、风云激荡；变得龙吟虎啸、
刀光剑影。 人性考验着每一个人， 使节团队， 其志在
“节”，自然“节”不能丢、不能堕、不能辱。 小说除了对张
骞形象描写的精细化，还有其他众多的人物，如堂邑父
（匈奴人）、秦自乐、由天际、公羊鸣执、任扶、夏宏、杨柏
等，他们皆血肉饱满，共同构成了一幅撼人心魄的英雄
谱系，一组壮怀激烈的志士群雕。

二、运用传统叙事手法增强小说的质感和
张力

作家的叙事手法是传统的， 但这丝毫无损于读者

对作品的判断和接纳。 发扬传统而又不墨守成规，我以
为这不仅是作家追求的艺术旨趣， 而是为了使故事在
连缀中，实现一种最佳的艺术表现。 整部作品采用章回
结构，语言文白相间，通俗中又蕴含雅意，现代诗与古
诗词点缀其间，使小说的厚实感和艺术感增强。 人物之
间的穿插描写，有详有略，情节有张有弛，而轴心人物
张骞， 始终处于被烘托的地位， 他的那种圣人般的完
美，虽然有过誉的地方，但却又很难让人挑剔，因为小
说中的这种完美，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被作家贯注了
丰沛的情感，同时，这种完美还体现在可感、可触的细
腻的情节中，体现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应中。 张骞与
他的兄弟们在异域度过了 13 年，经历了从肉体炼狱到
精神炼狱的过程，而作为使节团队领头人的张骞，无疑
是他们中的一块磁石， 这种强大的吸附力是谁都代替
不了的。

小说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 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故
事的内在张力，一是植入感人的情爱场景，二是武侠元
素的合理注入。 情爱丰富了英雄的内心世界，它使我们
看到了英雄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而强
调英雄的武功与狭义，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是在铁马
金戈的异域， 孔武与力量则是一个英雄必须具备的素
质和体能。 小说中，张骞、堂邑父、秦自乐，他们的情爱
与狭义，都有精彩的艺术的展示，但又各不重复，例如
同是狭义，张骞沉稳而不失智勇，堂邑父威猛而不失机
警，秦自乐飘逸而不失果敢，他们的武功皆出神入化，
十步之内可取敌酋首级。 应该说，武侠元素的注入，增
强了小说所具有的传奇性， 使人物的外在质感得到了
进一步固化，但作者没有游离于历史的真实之外，更没
有肆意夸大小说的传奇性，“奇” 在小说中只是涂染情
节的色素。 人物的现实基础、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人物
的情感表现，依然在史实的边框内行走，同时，他们又
被作家赋予了普通人的属性，他们固然是英雄，但他们
也有穷途末路时的绝望、面对灾厄时的内心悲凉、束手
无策时的踌躇与彷徨……因此，作家笔下的这些英雄，
他们不是一个个物质的空壳，而是一具具有灵魂、有情
感的凡体肉身， 他们既是普通的人， 也是具有人性的
人，因此，每一个英雄都没有脱离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
感世界，这或许就是张骞等人物塑造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展示才情才气提升作品的格调

《西域英雄传》是一部大书，我这样说，不是指它的
体量（逾 150 万字），而是指作家的才情和才气，它所涉
猎的范围之广、之多、之深，皆让人叹为观止 ，拍案叫
奇。 小说中关于医药、巫术、农事、植物、动物、诗词、音
乐乃至考古，都有或详或略的描写，一切服务于故事和
情节的需要。 小说中，作家多次写狼，写狼群对人的攻
击，很精彩，也很惨烈。 如使节队九人从西域返回途中，
在经过一个大峡谷时，突遭狼群围攻，几百条狼像潮水
般涌来，在人与狼的拼斗中，由天际、苏疾两名队员不
幸丧生狼口。 “狼眼狰狞，狼毛奓撒，狼爪锐利，狼牙森
森，狼群的飞跃纵跳之势，并不逊于由天际的轻功。 胯
下的汗血马几次配合主人，欲逃出包围，均未奏效。 由
天际偶一回眸，见张骞、秦自乐皆被狼群围攻，而苏疾
又万分危急，心中不由得陡生悲念：今日之难，恐怕在
劫难逃了。 ”人狼之战，写得触目惊心，豪气中亦有悲壮
……音乐与诗是小说中的另一个闪光点。 以诗言志，用
歌抒怀，为故事的渲染增添了一份艺术的黏性。

张骞拿起骨笛，忍不住为久别的母子吹了一曲。 接
着唱道：

高高远飞的雄鹰，展开宽大的翅膀徐徐降落；所有
的地方都是冰雪，唯有那里的春天永远活着。 那里的春
天有着响亮的名字，昆古丽玛月伦和小张勇，我们彼此

用坚韧缝纫守候，让岁月从指缝里一天天淌过。 历经沧
桑的呼唤，胸中澎湃着一支思念的长歌；平静与祥和充
满惆怅，亲人那里的盼望一直醒着。 那里的亲人有着清
水的纯情，白云飘青草长和小花朵，我们一起以血肉修
筑坚强，让光阴不再说人人都很脆弱。

这首歌吟，从张骞嘴里哼唱出来，它与此时的情境
是贴合的、自然的，而且意境很美。 歌词里的“昆古丽玛
月伦和小张勇”，这两个亲切的名字，就是张骞日思夜
盼的妻儿。 用歌声来言说此时的心境，对于历经千辛万
苦，从生死线上脱困出来的张骞，吟唱胜似千言万语。
歌词格调欢快，语言柔美动情，同时，预示着对未来的
憧憬和向往……

四、大汉气象下的史诗抒怀

《西域英雄传》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种气象，这种
气象既是具体的， 也是缥缈的， 但它的存在却不可否
认， 这即是如日中天的大汉王朝的气象， 它意味着强
盛、繁荣；意味着华美、辉煌。 从未央宫出发，宏伟的宫
阙、盛大的送别是气象，这样的气象你能感觉到，当然
还有年轻的天子的睿智目光， 它们都是这种气象的物
质体现。 作家的可贵，是在 13 年这个有限的历史的边
框内，悄然引入这种气象，如此，在漫长的苦熬的日月
里，无论是遭受非人的折磨或是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
气象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一束光，这束光持久燃烧，它使
得一个人的信念得以坚持。 气象在小说中既是个体的
反映，也是集合式的呈现，如张骞的豪迈、乐观，堂邑父
的耿介、粗犷，秦自乐的洒脱、坚韧，公孙鸣执的果敢、
善断等， 这既是小说人物的个性， 也是一种内在的气
象，这种气象是独特的，它是大汉民族所赋予的精神涵
养，而一旦当他们抱成一个团体，所有的气象即刻凝聚
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矢志不渝，勇往直前，只要一人尚
存、一息尚存，就要完成西行的使命！

“凿空”之旅锻铸了不朽的大汉精神。
最后我要说的是， 这部小说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

或者高于它的历史价值，张骞和他的使节团队，从长安
出发到回归故里，当年浩浩荡荡的一百余人，回返时，
使节队只剩下他与堂邑父两人， 这其中的艰难曲折难
以尽述。 小说深挖的不是张骞等的苦难经历，而是重在
表现人的意志的顽强、 人性的高贵以及大汉气象下的
精神锻铸。 张骞的西行之旅，从战略构想上看，基本上
没有实现，据班固《汉书》载：“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
其夫人为王。 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
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显然，大月氏对匈奴的仇
恨已经泯灭，他们满足于眼下的富足与安乐，不愿再搅
入战争。 小说对这一史实是尊重的，沿着这一史实，作
家进行了合理的、艺术的再创造：联合大月氏的战略构
想落空，张骞等人并未因气馁而折返，使节团队借滞留
之机，将人员分解、散开，在幅员辽阔的西域进行探访
和联络，这是试探性地、也是外交性的接触。 张骞等人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他们与众多的西域国家，在互信、
互谅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外交意向，由此，张骞等人
把大汉的气息带到了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疏通了西
域与中原互通友好的渠道，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凿空”
之旅，它也是中国陆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端。 “凿空”
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在张骞等人的
身上，则化作了一种气血，它支撑着每个人，他们之所
以百折不挠、坚韧不屈，是因为身后矗立着一个正在崛
起的强大国家———大汉！ 正是这种气象的拥有，他们才
多了一份底气与自信，才使得他们的人格和操守，在一
次次生与死的磨难中，站立不倒，而最终铸就出了一种
千古传扬的大汉精神， 这恐怕才是小说揭示的主旨所
在。

作为一名基层舞蹈工作者，如何在地方舞蹈
文化上做好传承，是我们舞蹈人的课题和主攻的
方向。 省文联五届十四次全委会议为全省文艺工
作者制定了五个工作方向，其中提出文艺精品创
作三年行动计划， 围绕安康舞蹈界如何做好传
承，打造舞蹈精品，谈点个人拙见。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历史，有其独特的文化
气质和与众不同的文化体系，其中舞蹈从远古至
今，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党的二十大强
调了发展文化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动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辉煌。

安康有独特的文化结构，多元的地域特色和
美丽的秦巴汉水哺育滋润着一代代艺术家，创作
了诸多优秀文艺作品， 一批批地方元素舞蹈，无
不深受老百姓欢喜自豪，满满的文化自信，激励
着舞蹈人不断进步。 舞蹈是以人体为物质材料，
以动作姿态为语言，在时间的流程里，以占有空
间的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的独特艺术。 舞蹈是以
音乐为灵魂，重视节奏的艺术，它与人的生命活
动和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是审美情感的载体，用
身体动作来传情达意，以肢体语汇诉说故事。

舞台艺术 ，瞬间即逝 ，特别是舞蹈 ，它是以
肢体语言塑造艺术形象的， 舞蹈工作者潜心打
造一个作品非常不易， 要保护这些地域舞蹈不
让流失，传承发扬光大就非常重要，作为地方舞
蹈家协会抢救和保护这些优秀作品义不容辞 。
历 经 五 年 半 搜 集 调 研 整 理 编 辑 的 《金 州 舞
韵———安康地方原创舞蹈作品大观》一书，这本
书里面收录的安康最早的《小场子》等等诸多地
方原创舞蹈作品， 就是安康舞蹈人智慧结晶的
见证， 这些优秀作品是激励着后来舞蹈人学习
传承的榜样， 它让我们对安康本土舞蹈有了更
深的了解， 鼓舞我们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本土精品力作。 让我们把前辈舞蹈人创作
的优秀舞蹈作品传承下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和打造精品力作 ，这本 《金州舞韵 》的成功
出版， 是推动安康当代舞蹈人把优秀原创舞蹈
永久传承的一个具体表现。

可以看到，在全国、省、市诸多舞蹈大赛中，
地域元素的舞蹈深受老百姓喜欢。 最专业、最有
权威的舞蹈奖项，当属荷花奖。 中国舞协和省舞
协号召提倡本土原创，注重地方特色，说明了精
品来自本土，说明了传承的重要性。 安康市舞协
从 2014 年以来， 大力推崇和引领全市舞蹈工作
者，走立足本土，坚持原创之路，在安康举办了多
次地方原创舞蹈大赛和展演活动。 2018 年市舞协
选送的四个地方原创舞蹈作品 《弦子传情颂安
康》《帽圈圈》《采茶谣》《玉兰》参加省第六届舞蹈
荷花奖大赛，斩获 2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这是
我市舞蹈作品历年来参加省舞蹈荷花奖大赛获
奖最多最高的一年，取得了安康舞蹈文化史上新
的突破。

作为基层舞蹈工作者，应扎根生活，到群众
中去，到基层去细心观察，体验生活，把心沉下，
踏踏实实了解风俗民情， 捕捉生活中的细节，聚
焦地域生活题材，深层次挖掘打造、创作出触碰
灵魂与老百姓共鸣的地方精品力作。 这样，才能
体现传承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相信舞蹈工作者会坚持走
地方原创之路， 源源不断创作地域元素作品，呈
献给安康大地，用心用情，用力讴歌本土故事，塑
造安康舞蹈新形象， 让本土舞蹈更好宣传安康，
为安康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好服务，在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

（作者系陕西省妇女书画协会副主席、 知名
书画舞蹈家）

由旬阳太极城民间艺术团制作的大型民
歌剧《红军老祖的故事》，在旬阳市宣传文化中
心演出了，现场掌声阵阵。 对学生演出的两场，
掌声尤为热烈，演出完的谢幕，掌声此起彼伏，
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在娱乐化多元的今天，已
经很久没见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 观众说：
“太感人了！ 我的眼泪不断地流！ ”

被群众尊称为“红军老祖”的两位红军烈
士埋葬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管辖区域内，坟
墓历经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数十年间，被当地老百姓保护得好好的。 这简
直是奇迹，这更是深得人心的见证啊！ 剧本以
这两位红军烈士的事迹为素材，演绎出来感人
肺腑的一出大型歌剧。

剧中红军爱护老百姓， 为老百姓打土豪，
分浮财，帮助穷人渡过春荒，夏季帮有困难的
百姓抢种抢收。 军医高中宽为百姓治病疗伤，
为抗击瘟疫，只身深入敌占区，采购药材，被逮
捕，遭毒打，被关押，闯关越隘，历尽千难万险，
辗转回到根据地，很多病危小孩得到救治。 群
众将他奉为神医。 当高中宽为掩护主力转移，
战斗中为救护民兵壮烈牺牲时，这个处处为别
人着想的好人陨落，怎能不让人落泪啊！

老百姓发自心底对这样的共产党部队热
爱、拥护。 做军鞋，帮助红军逃出匪巢，抗击白
匪， 不惧团练的淫威， 保护红军烈士的坟丘
……用剧中人的一句话来说：“谁真心为我们
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把他举在头顶。 敬若神
明！ ”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分得清好坏，知道感
恩。

军爱民、民拥军是剧中的主线，另一条副
线则是反动政府、国军、团练，围困、围剿红色
根据地，妄图把红军困死在穷乡僻壤。 斗争残酷而激烈，副线很好地为主线
的展开，营造了环境氛围，同时也是全景式地展现红军在旬阳的革命活动。
一主线一副线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剧中着力塑造了“爱民”的代表人物，红军医官高中宽，这里让我想到
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丹柯》，小说表面上是在写一个英雄丹柯撕开胸膛，
掏出燃烧的心，照亮族人，穿过幽暗森林的包围来到美丽草原的故事，实际
上颂扬了在黑暗中敢于为理想英勇献身却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悲剧性英雄
形象，鼓励人们去追求胜利，追求光明。 高中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为了穷
苦人民翻身解放，解除人民苦难的人生理想，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处处
为别人着想，包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更多地考虑女方的未来，考虑到自己
“以身许国志不移”不想带给女方痛苦，“发乎情，止乎义”而中止了爱情。 但
他也不是冷血，他牺牲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无人照顾，自己喜欢的女子孤
单，那么多病人等他医治，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他是那么的难以舍去生命！
他是有理想抱负的英雄，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就是这些情愫，让观
众唏嘘不已。

拥军的代表人物，小兰、宋大娘、林振荣，他们在高中宽、尚班长这样的
英雄人物感召下，也投身于革命事业。 支持红军，默默奉献一切，剧中也写
到穷苦百姓互相帮助，扶持关心，同样也是很感人的。

上述几个角色的扮演者，也都非常出色，基本完成了剧本赋予的人物
塑造任务，准确地 诠释了角色内心世界。

剧中故事，发生在近乎一个世纪以前，为什么在今天依然让人感佩、动
容呢？ 爱生活，爱生活中的人，感恩这些人性的东西，将现在的人和 90 年以
前的人联系起来了，善良、助人、感恩存在于不管什么年代中人的内心深
处，歌剧拨动了人心中这根琴弦。

舞台科技，日新月异。 LED 大屏是舞台美术的重大发展，剧中充分利用
大屏的可塑性，借鉴电影镜头的运用手法，丰富了舞台美术的表现力，序幕
在大屏上映出红军镇墙体上移动着的浮雕、雕塑，历史感马上出来了。 牢房
一场把群众盼望军医回来，担心高中宽安危的合唱搬上大屏，和牢中高中
宽思念群众，急着回到根据地为百姓治病的唱段组接在一起，这种突破时
空，小说意识流，电影蒙太奇手法，增强了歌剧的戏剧性。 尾声大屏不断映
出烈士纪念碑前群众学生祭奠红军烈士的场面，更凸显了人民群众对帮助
自己翻身解放的红军的热爱，感恩又一次突出了主题。

学生看的那两场戏，前面的掌声，有些是为演员的高难技巧动作而发
出的，后面的明显是为戏、为高尚行为，为军民之间的爱而鼓掌的，为群众
的病被治好而鼓掌的，为群众为保护两位烈士的坟茔而鼓掌的。 这部歌剧，
传达了满满的正能量，颂扬了爱、向善和理想，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值得发扬光大。 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歌剧，看到剧中闪光的爱，感恩之
情。

（作者系西安电影制片厂原党委书记、原省文化厅副厅长，国家一级编剧）

大汉气象下的精神锻铸
———读李茂询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

叶松成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晶，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 读书决定着一个人的修养和
境界，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
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中华民族自古提
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
强的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全民阅读上升为
国家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建设书香中国”。 中华大地
书香馥郁，精神之花繁茂向荣。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源
地之一,自古书香满溢。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
民豪迈，前程远大。 新征程上，三秦儿女更当以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牢记谆谆嘱托，
不负殷殷期盼，踊跃实践全民阅读。我们倡议:
在全省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共创书香陕西”主
题阅读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以学习型政党建
设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以书香
社会、书香陕西建设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孩子们要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

升阅读品位，提高综合素养；全社会要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终
身学习的理念，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在书
香中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在书香中得到思想启发，
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在书香中赓续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升思想境界，增加精神力量，让中华民族的精神世
界更加厚重深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和文化支撑。

春风浩荡，诗书飘香。每个人、每一次、每个字的阅读都
是一粒星光。 聚万千星光成璀璨星河，照亮初心来路，辉耀
奋斗前行。 让我们同心同向同力，共创共建共享，进一步推
动全民阅读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
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全民阅读硕果为陕西
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再添浓墨重彩， 让回荡在三秦大地
上的琅琅书声汇成中华民族阔步圆梦的铿锵足音！

陕西省全民阅读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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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舞蹈魅力 讲好安康故事
王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