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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一座山，山是一座城。
山和城的根扎在汉水之畔， 一江清流用上善

的梵音点亮满城星河，万家灯火。
那些陨落的白色石英， 呈现出圣洁的光泽躺

在时光淘洗千百遍的白石河河床里———这条陕西
境内汉水最后的支流。

如同一个水边出生的孩子， 山城捡了一个柔
美的名字———白河，并以地理的方式自我批注：陕
西东南门户、全省海拔最低点、汉江陕鄂分界处。

人类的繁衍与文明创造总是与水有关。 在汉
江携着白石河奔流到海的日子里， 来自荆楚大地
的先民筚路蓝缕，宛如逆流而上的鱼群，朝着汉水
相反的方向一路前行。

在这座山，在这座城、在这个叫白河的地方，
他们终于放下眷恋和思念，放下苦难和疲惫，也放
下了种子和希望。

一年树谷，他们的庄稼破土而出，长成粮食。
用八山半水半分田硬生生养活了 21 万人民，在陕
南土石山区率先解决温饱问题。

十年树木，他们的乡音破土而出，长成风情。
性格兼具秦人的勇武刚烈与楚人的温婉细腻，漂

亮的姑娘张嘴就像唱歌， 淳朴的小伙儿弯腰就能
吃苦。

百年树人，他们的善良破土而出，长成情怀。
把最好的校舍、最优的教育给孩子，用知识斩断贫
困的代际传播。那些当初背井离乡的游子，富不忘
故乡，带着资金、技术、人脉雁阵归来，回报桑梓。

而千年以后， 他们的执着破土而出， 长成精
神。 这些精神以最物质的形式闪耀在白河的土地
上。突出修身立德、风正行远被中纪委专题推出的
白河黄氏家训；全凭刀砍斧凿、肩挑背扛而成挂在
山上的明清古街桥儿沟；呈现五彩斑斓、大地艺术
将石坎砌上云霄的梯彩天宝......

进入新时代，在白河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策
划《水色白河》歌舞剧对于致敬前人、铭记历史、推
动发展的意义重大。 时光会湮没很多东西，但《水
色白河》呈现的白河山水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
美、精神之美必将成为化石般的存在，正如县志记
载清人陈瑺吟诵白河的佳作“一水分秦楚，清江入
画楼。 舟轻驰曲岸，帆正骋中流。 ”几百年后，我们
仍然可以沉浸在其描摹的画面中。

水色白河，故乡故土，魂牵梦萦，难舍难离！

水色白河
郁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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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白河》作为民俗风情歌舞剧，其歌，
是叙事、 抒情的基本形式。 当我在其结束曲
中，看到演员含泪谢幕、观众驻足不离的感人
场景时，情不自禁地口中哼着音乐，心中发出
感叹：成功，不易！

此剧的成功要素， 在于以歌曲为骨干的
音乐元素功劳过半。因为，歌舞剧虽是有歌有
舞、且歌且舞，但无论有无歌唱都要靠舞蹈来
作舞台呈现。 因而，若无音乐，其舞则是没有
舞蹈语汇的肢体舞动，即为无神无韵的“群魔
乱舞”了。

在观剧目，读剧本，且与编剧李思纯多次
交流之后，我们发现：此剧的歌曲，成功于三
个方面。

一是取材于民歌元素。 与十几年前的歌
舞剧《白河水色》歌曲的不同之处在于：《白》
剧多用原生态民歌，《水》剧只从优秀民间文
艺中吸取有益的民歌元素， 用于二度创作，
使其更利于舞蹈化呈现 ， 更便于现代人接
受。 第五篇章《水色白河》是全剧的重头戏，
歌曲《摘樱桃》《打木瓜》《采茶》是展示白河
风情及白河女子风韵的核心内容，其歌曲从
标题看似是民歌， 从结构看也有民歌影子，
但整体歌词却是全新创作的。如《摘樱桃》中
的首尾句：

春天来了，
樱花开了。
樱花谢了，
樱桃红了……
其风格近于原生态民歌或是山乡民谣，

但没有原生态民歌的打情骂俏、男欢女爱，甚
至直白的说教和苍凉的呐喊。 其歌词是作者

吸收了咏叹调式民歌的通俗语言， 却又用这
些大白话式的咏叹， 唱出了生活的哲理和歌
舞的内涵，从而使作品有了“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艺术魅力。

二是取意于生活理趣。 用一部精短歌舞
剧来演绎地域文化，展示民俗风情，讲述地方
故事，宣传县域特色，无论篇幅或台面，都无
法据史写实，只能是取其精华的大写意。《水》
剧讲述了白河从湖广移民到安居乐业，从“三
苦精神”到“南水北调”的漫长历史，其间穿插
了教育、钖绣、狮舞等文化生活和绿松石、木
瓜、樱桃、茶叶等地方特产，以及建设河街、开
发桥儿沟、修石坎梯田等劳动场景，其舞蹈语
言丰富多彩，美轮美奂。 而舞之精灵，来自音
乐， 尤其是具有表情达意奇效的歌词。 请看
《采茶歌》：

四月春风过，
茶醒一面坡。
绿芽芽探出头来，
太阳下笑呵呵……
何谓“茶醒”？ 这是情趣盎然的拟人化写

意。
何来“笑呵呵”？ 你看这迎风而开的嫩绿

茶芽，不正是咧开的笑嘴儿吗？
如此的生活意趣，构成了《水剧》的歌曲

风格，呈现出该剧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了地
域文化的意境之美。

三是营造了人文白河的诗情画意。 如果
说《水》剧是白河的旅游文化产品，她便是你
喜爱的“诗与远方”；如果说《水》剧是人文白
河的宣传品，她便是你的梦中情人。该剧的舞
台功夫，之所以能呈现出“水色白河”的诗情

画意， 皆因其歌曲唱出了人心向往的诗意之
美。

第六篇章《碧珠璀璨》，用群舞《石之灵》
和男女声二重唱 《绿松石之恋》 展示了石之
美，而歌者所唱的却是坚如磐石的爱之美、美
如玉石的情之韵。 你听：

翠如碧波潭，
珠润透华彩。
松石见证我们的爱，
情缘续百年……
这情、这缘何以“翠如碧波”？只因我们的

爱“珠润华彩”！
再看群舞《踏水而歌》的唱词：
舟子汉江上，
浮沉奏九歌。
一棹春风度，
送我到白河。
这奏于“九歌”的咏唱，让人如闻《诗经》，

似见《楚辞》，又如在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汉
江诗潮中穿越。 直到尾声，我们才从“君饮汉
江头，我饮汉江尾”的反复吟唱中回归现实，
走进“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走进诗情画
意的水色白河。

由此便知：这“诗情”是对人文白河的深
刻解读，这“画意”是对生态白河的歌舞呈现。

《水》剧的歌曲之美，还在于谱曲者为全
剧所设定的轻音乐风格。 她不是民歌剧的民
歌风，也不是汉剧、秦腔的地方老调，而是节
奏明快、柔情蜜意、富含技巧的时尚风。 她让
古老的白河年轻化，她让年轻的白河现代化，
她因宜歌宜舞、 老少皆宜而成为今人唱给明
天的时代歌谣。

唱活了这方山水的人文风情
———《水色白河》歌曲赏析

李焕龙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生态文明建设和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价值目标追求。 关于“乡愁”，文艺的感
性描述总比学术的理性阐释，更适合大众化传承和广泛性传
播。 《水色白河》以风情歌舞剧的综合表达方式，全景式展现
了白河历史根脉、地域文化、风情风物和人文美景，实现了
“白河乡愁”的诗史性艺术呈现，打出了一张具有鲜明秦楚边
城特色的文化旅游名片。

地域性文化元素凝练亮相，唤醒了“白河乡愁”。 作为一
部全方位、立体式展现水色白河的风情歌舞剧，最难的大概
是对地域文化元素的选择和提炼。 主题的导向、内容的取舍、
素材的细节是检验作品成败的关键。 “白河乡愁”是什么、在
哪里、精神内核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
故事等，创编团队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水色白河》
聚焦白河自然肌理和人文精神，选取了移民迁徙、河街市井、
黄氏家训、“三苦精神”、白河钖绣、民间艺术、木瓜、绿茶、绿
松宝石、水色之城、方言韵白、青山绿水等白河独有的、标识
性文化元素，按照艺术表现逻辑次第呈现，调动起观众对历
史的回望、往事的念想、现实的感动和未来的展望，从而唤醒
观众曾经流浪、迷失、忘却的乡愁记忆。 “领导苦抓，干部苦

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白河独有的“国字号”标志，
《水色白河》情景再现了“石坎坎”变成“金碗碗”筑梦山地的
光辉历程，重新昭示观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神”（费孝
通语），通过展示“白河乡愁”的苏醒，揭示出普生民众可知可
感、持续稳定的共同乡愁。

艺术性表现手法综合调度，点亮了“白河乡愁”。 情景歌
舞剧是融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现代声光技术等多种
表达方式于一体，并通过舞台空间的情景化创设和演员的二
度创作所形成的综合艺术。 成功的情景歌舞剧，不是舞台艺
术表演方式的罗列组合，而是精妙简约、合理高效地调度形
象化艺术要素，调动观众视听感觉和灵魂感受，达到“剧在舞
台、我在剧中”的艺术效果。

《水色白河》艺术表现手法综合而不繁缛、跳跃而不凌
乱，调度有方，运用有制。主体部分六个篇章和序曲、尾声前
的导语，情景表演中的唱词、道白所传达的语言，或比喻、或
虚构、或想象，都是以文学语言的形象性表达，完成了“白河
乡愁”的诗意呈现。 在戏剧元素的运用方面，以白河人文历
史根脉流向为线索， 布局 “家在何方”“河街旧梦”“三苦丰
碑”“楚风流韵 ”“水色白河 ”和 “碧珠璀璨 ”六个篇章 ，并以

“日照山河”启幕，“一江清水永续北上”结尾，篇章之间和篇
章内部，都有戏剧性矛盾缘起和冲突化解。 特别是“三苦丰
碑”中的戏剧表演《世路风波》，张婶、李婶和王叔三人的小
品化表演，把人物的动作、对白、表情等贯穿于程式表演之
中，宣示出土地贫瘠与人的生存矛盾冲突，让“石坎坎”变成
“金碗碗”的筑梦历程水到渠成，一座“三苦丰碑”拔地而起、
荡气回肠。

既然是歌舞剧，《水色白河》把音乐和舞蹈作为主要表现
手法。 全剧的音乐综合运用旋律、节奏、复调、和声等基本表
现形式，如启幕前后的沉静与悠扬、移民迁徙的悲怆与忧伤、
河街市井的安详与亮丽、修田造地的硬朗与坚定、民情风俗
的婉约与情趣等。 因人因事、因情因景、因时因地穿插歌曲演
唱， 如 《乡恋》《秀绣》《摘樱桃》《打木瓜》《采茶》《踏水而歌》
《绿松石之恋》等歌曲，诗意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在流动跳
跃的音符中，发出“白河乡愁”深情动人的声音。 剧中的舞蹈
总是与音乐同频共振，动与静、强与弱，张扬与含蓄、灵动与
朴拙，都是白河人的生存与抗争、守护与发展、现实与梦想的
行为状态的艺术化。

舞美设计、光电特效和多媒体技术等现代创作手法的灵
活运用，通过标志性意境创设、生活化场景转换、动态化色彩
渲染，让“白河乡愁”更加响亮动人，达到冲击视听、身临其境
的艺术效果。 特别是舞台装置，出人意料地融合了山水形态、
县城地貌、桥儿沟老街、石坎梯田等白河地理人文元素，打造
了动静结合、 灵便精巧的舞台艺术表演载体， 通过灯光、服
饰、道具的点化，每一场景，都是一幅“白河乡愁”的生动画
卷。

史诗性叙事伦理合理构建，深化了“白河乡愁”。 从“数以

万计迁徙的流民……带着新生的希望落到莽莽山谷”到“母
亲河汉江正荷载着她们的梦想，沛然向东，春风浩荡”（首尾
导语），“白河乡愁”承载着白河人前世今生的依恋、筚路蓝缕
的奋斗、刻骨铭心的记忆。 《水色白河》采取纵向述史、横向叙
事的叙述伦理， 勾勒出四代白河人的生命之旅和心路历程，
回答了白河人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往哪里去的命运之问。

这是一部白河人的历史剧，数百年来，祖辈“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一路迁徙，把白河当做“心安之处”，因此落地生
根、安身立命，由此同心同向、一起出发，谱写了一页页创建
美好家园的历史篇章，把移民迁徙、开荒栖居、修田造地、崇
文重教、生产兴业、守护生态等历史大事记，深化为白河特有
的精神谱系，乡愁历史凝重而深远。 这又是一部白河人的故
事剧，在讲述垒石造田、白河女子、光皮木瓜、黄氏家训、绿松
宝石、民情风俗故事中，把白河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通
过情景交融、诗情画意、以小见大的情节叙述，让观众找到了
“自己在场的感觉”，把乡愁记忆定格在灵魂深处，情不自已，
持久不忘。

情景歌舞剧《水色白河》，是近年来安康县域舞台艺术创
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倘若要成为精品力作，艺术提升和深度
打磨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是整剧“舞”有余而“歌”不足，特别
是其中演唱的歌曲歌词不够经典、旋律特色不鲜明，缺少广
为传唱的可能；其次艺术表现重点有待强化，“三苦”是白河
地域文化精神所在，在艺术呈现上应当深入、有力、细致，让
“丰碑” 更加熠熠生辉。 再次是叙事伦理还可优化，“六个篇
章”未能有机衔接，导致某些场景呈现突兀。 此外，导语语言
表达的诗意具象不足，导示性不强。 瑕不掩瑜，艺无止境，期
待《水色白河》走得更远！

“白河乡愁”的史诗性艺术呈现
———简评风情歌舞剧《水色白河》

陈启安

《水色白河》风情歌舞剧是 2022 年白河县委、县政府倾力打造的重
点文艺精品项目，是扎实加强文化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是顺应人民群众
对美好文化生活新需求、深情献礼党的二十大的实际行动。

《水色白河》风情歌舞剧是 2021 年 9 月底白河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
定的重点工作任务，从策划到统筹，直至演出，历时 10 个月。 该剧以汉江
山水风貌为背景，以白河人文历史为基调，生动演绎了白河人民敢为人
先、艰苦创业的“三苦”精神，集中反映了白河儿女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
精神面貌，充分展现了白河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

舞台上的《水色白河》犹如展开的书卷，带我们重温了秦楚钖城的历
史人文、苦难变迁和奋斗发展。 其中有我们先辈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背
影，有我们儿时坊隅巷陌、温泉古井的旧梦，也有风声如歌、新燕裁春的
春燕茶，珠润无瑕、玛瑙天成的红樱桃……

整部作品情节韵致、意境幽远、旋律动人、俊逸清新，白河生态之美、
人文之美跃然于眼前。 《水色白河》歌舞剧的成功演出必将对进一步擦亮
“水色白河”名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事创业精神力量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该剧公演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我市文艺
界刮起了一股“水色白河”风潮、“三苦精神”风潮。 许多业界翘楚将自己
观剧的体会和感想付诸文字，希望和广大文艺爱好者交流分享，现将部
分笔者的文章见诸报端，以飨读者。 现刊发第二期。

《水色白河》歌舞剧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