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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剧作选》煌煌三大卷隆
重出版！这是戏剧界、文化界的一
件大喜事。

我跟刘安老师还是有缘的。
大学毕业分到商洛的第二年，也
可能是第三年，下乡时跟刘老师
一同分到洛南祖师，同住一户人
家的一个土炕。此前听到剧团人
说刘老师——可能是跟他不对卯
的人吧——负面多于正面。但是
那次同处十多天，印象全然不同。
真要了解一个人，不可全听他人
言，而要亲身感知。

刘老师仪表堂堂。就是眼下满
头银发，依旧不失当年风采。我那
时爱睡懒觉，起来发现刘老师早把
农家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主
家担水灌满大缸。此情此景过去只
从电影里看见红军八路军驻村时发
生。于是感觉刘老师品质高尚，灵
魂深处自生一袭优雅干净。

散步到附近一个小学，正逢他们
排练歌舞。刘老师就主动辅导他们，
一招一式一范儿，真叫潇洒迷人。我
坐在旁边拉二胡，师生们十分惊讶开
心，觉得城里的大艺术家真是不一样。

闲聊时刘老师说他小时在学员班的某天，去找一位极漂亮
的成年女演员请教啥事。门帘一掀，那女演员正在擦澡——吓
得他转身跑掉，心想闯大祸了，等着挨拾掇吧。谁知过后，女演
员老远见他要逃，便喊他站住，满面微笑着，指头点着他的鼻子
说：“你娃呀，把乱子鼕哈咧！”

这件事我琢磨了几年，终于写成一篇短篇小说《赤芍》。前
年江西《星火》杂志约稿，没有新的，就拿出三十年前的旧货搪
塞。谁知再次发表，引起小轰动，读者留言一长串，谬奖媲美孙
犁、汪曾祺。《小说选刊》也及时转载了。

后来我妻单位分了房子，要打家具。刘老师外甥刚好是木匠，
便带着外甥来看房子结构，打了七座的拐角沙发。期间他天天来
监工，最后还优惠了二十元。当时二十元，相当于如今两千元吧？

做人在先，作品随后。由此可以解读刘老师的剧作何以始
终颂扬人性美好，光明向上，感染观众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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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是陕西一位著名的商洛籍剧作
家，以代表作《屠夫状元》享誉当世。在
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中，能找到他的
影子。以他在当代陕西戏剧界的贡献和
影响力，为他出版《刘安剧作选》，其意义
和价值自不待言。

《刘安剧作选》选入刘安大戏 20
部、小戏40部，基本涵盖了刘安在戏剧
创作上的艺术成果和个人成就。他创
作的剧本《屠夫状元》《商君商於行》

《月亮河》等，堪称典范之作，可资后来
者借鉴。他的剧作创作经验、技巧、艺
术等，都能通过阅读他的作品获得启
示、点拨或灵感。通过阅读他的剧作，
能够领略一个时代的风华、一代人物
的风貌和一方水土的风采、风情、风
韵。他的剧作接地气、通灵气、见大
气，既贴近时代，又贴近生活，更贴近
主题，实在难能可贵。像他这样的剧
作家及其剧作品，起码在陕西戏剧界，
很难无视其存在。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是《刘

安 剧 作 选》给 我 最 大 的 启 示 。 那 些
戏——特别是家喻户晓的那些戏，与
其说是刘安的杰作，毋宁说是时代的
产儿；如果说时代是怀孕者，那么刘安
就是接生婆；呱呱坠地，瓜熟蒂落，归
根结底是刘安的本事。时代借助刘安
之笔精雕细刻，营造了一个个人生梦
想，也还原了一个个原生态的社会真
相。既写意，又写真，“戏说”桑田沧
海，“剧透”前世今生；文笔吐出莲花千
百朵，剧作放射人间万种情。我在阅
读的时候，文字像蝴蝶飞舞，灵动似春
风拂柳，画面此起彼伏，旋律骤然依
附，一幕幕戏台情境现场般扑面而来，
活龙活现，挥之不去，直把我的脑海幻
化成了戏台。我想刘安的剧作艺术魅
力及其文学价值应该就在这里，他悟
透了人生如戏，因而懂得如何用戏去
展示人生、透视人生、解读人生、呈现
人生、还原人生！

读《刘安剧作选》，真是一种艺术享
受。要获得这种享受，一定要阅读原创，

只观看表演显然不够，此二者虽然相辅
相成，但显而易见，不容否认原创是根
底、是灵魂、是蓝本，是不可或缺的，倘若
缺如，戏演得再好，也是无根之木、无源
之水、无病呻吟。作者的才情笔意、创作
冲动、良苦用心、价值取向等，都寄生供
养在字里行间，有如魂魄附体，必须借助
阅读去感悟、去揣摩、去想象，只有读进
去了，与作者的创作之心对上了，会心一
笑，心有灵犀一点通，才会真正感受到刘
安剧作之美——妙哉，妙在作者倾情一
如的匠心！

读《刘 安 剧 作 选》，能 读 出 岁 月
感。也就是说，他的剧作并未过时，而
是定格于各个时空，随即被打包收藏
了。剧作中呈现的岁月，有的我经历
过，有的我听说过，有的我无缘耳闻目
睹，却具有身临其境之感。回头看，戏
中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每一位现
实中人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都在自
觉、不自觉中履行时代赋予自己的人
生使命。主角，配角，生旦净丑，包括

跑龙套的，都是自己的选择，也都不是
自己的选择，此中奥妙，唯独戏能淋漓
尽致地表达。刘安先生深谙此道，懂
得“道可道非常道”，却道他人之不道、
之未道、之未敢道，从而道出了自己的
人生哲学。

戏里有道，道在戏中。“矮人看戏何
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其实不独是“矮
人”，就算不是矮子，坐在最前排，也未必
真能看出戏里的门道，更别说深意了。
要想真看懂戏，还是要先看懂原创剧
本。不说别人，只说我。我在阅读《刘安
剧作选》的时候，眼前总恍惚，恍若隔世，
感觉自己就是刘安剧本里的某个角色，
随即泪流一脸。“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是真的呀！

我敬爱刘安先生，是因为《刘安剧
作选》；读了《刘安剧作选》，我更敬爱刘
安先生了。不，那不是《刘安剧作选》，
那就是八旬翁刘安，他把自己的青春年
华、天赋才情、灵感荣耀，全都倾注在了
自己的剧作创作里。

读《刘 安 剧 作 选 》
孔 明

太阳像一只金黄色的草
帽，斜挂在庄西，村口通往南
原的土路两边，白杨树落下
来一绺绺长长的阴影，日头
早 已 偏 西 了 。 我 们 提 着 镰
刀，一群群叽叽喳喳出了村
庄，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们

背着背篓，七八岁的小屁孩们提着襻笼，我们踏上通往南原
的土路，去南原上割草。

南原，距我们村庄有二里多路。一出庄南，一眼就看见田地
的深处，横亘在视野尽头的南原，莽莽苍苍，像一道山梁，从西面
罗局镇的方向延伸进东面一座叫强家沟的村庄，原坡上从春到
秋，野草、树木透着苍绿。南原的原坡，被爱惜田地的村人们平
整成梯田，一台一台直到原顶。原顶上，阡陌纵横，一片平坦，三
里多远的原边下，就是渭河川道。

站在南原原顶，向北一望，就能看见田地深处我们的村庄。
此刻，村庄被一片苍褐色的树木笼罩着，只在树木的缝隙露出几
户人家的院墙和屋顶，我们日日居住，总以为浩大无边的村庄，
在南原上打量起来，它显得是那样的小，小得就像田地深处一个
土疙瘩，透着一种亲切和熟悉，又有着一种新鲜和陌生。

春天一到，南原的土坡便开始泛绿。南原，无疑是村庄里的
孩子们拔草、割草的好去处。刺芥、打碗花是猪口中的美味；洋
槐树叶、构树叶是羊最爱吃的；野苜蓿、茅草、板板草、牛筋草、莎
草，是喂牛喂马的好草料。大自然是一个孩子成长中最好的老
师，洋槐树、构树、桑树、楸树，艾草、刺荆、马齿苋、蒺藜，南原土
坡上的树木和野草，我们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傍晚时，我们背
着沉甸甸的背篓，提着实腾腾的襻笼，总会满载而归。

对嘴馋的乡村孩子们来说，南原无疑是一座长满各种美味
的乐园。春天洋槐花开的时候，站在南原土坡上，一伸手就能捋
下一把把洋槐花，粉白粉白的洋槐花，甜津津香喷喷，吃得我们
嘴里呵出的气都是芳香的；夏天，在南原土坡上的树林里，我们
总能找到结满紫红色桑葚的桑树，挂满鹌鹑蛋大酸涩杏子的杏
树；深秋时节，我们会把结满软枣的树枝折下来，回家挂在墙上，
三五天后，那些羊屎蛋大的软枣会变黑变软，吃起来又软又甜。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南原土坡上有一种我们叫“香棒槌”的植
物，它的叶子边缘呈细密的锯齿形，用剜草的铲子挖出它的根，
细细的就像一根小棒槌，吃起来特别甜，特别香。

故乡是一个“一脚踏三地，鸡鸣听三县”的地方。南原西北
方向的罗局镇以及我们村庄，属于岐山县；南原东边那座叫强家
沟的村庄，属于扶风县；而南原顶南边原边上杨家原、魏家原、韩
家原等村庄，则属眉县管辖。有时候，村庄里那些胆大的孩子，
会领着我们从南原原顶向南走三里多路，一直走到魏家原。站
在魏家原村庄边，可以鸟瞰原下的渭河川道。

极目远眺，秦岭像一道钢蓝色屏障矗立在远处的雾霭里。
川道里，渭水像一条银白细亮的绢带，从西往东缓缓流去。渭河
南岸上，那一幢幢高楼簇拥着的地方，据说就是眉县县城；渭河
北岸上，那些摊展着的田地、村庄间，陇海铁路像一柄黑沉沉的
钢刀，从东往西一头扎进远方。望着望着，铁轨上开过来一列果
绿色的火车，火车汽笛一声长鸣，我们脚下的土地似乎都在轰隆
颤动，不久火车消失在远方的雾霭里。那列火车从哪里来，它将
驶往哪里，最终它又将停在何处？小时候，我曾想过许久，但始
终想不明白。

许多年后，现在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要上一趟南原。出了家
门，骑车沿家门口那条宽阔的柏油公路一路向南，十几分钟就能
到达原顶。原下土坡上，树木森森，一片片麦子或者玉米在静静
地生长，大地一片肃穆、寂静。我知道了，在故乡的县志上，南原
其实叫积石原，它西自宝鸡千河，东至武功县的川口，全长达百
余公里。我已见过真正的大山，我知道南原它根本就不是山，它
只是渭河北岸上一座黄土台原。可是在我内心里，南原依然是
一座山，它将一个乡村孩子托举起来，让他从高处打量自己祖祖
辈辈生活着的村庄，从高处张望外面的世界。

南南 原原
秋子红

每年春夏之交，商洛市区的街道
上，都会出现红艳艳的樱桃。这些樱桃
都是郊区的人们自家种的。红红的樱
桃装在竹笼里，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拿到城里来卖。

走在街道的转弯处、巷子尽头，时不
时就能看到那些刚从枝头摘下来不久的
新鲜樱桃。山城里到处都绿茵茵的，在
街上看到那装在竹笼里红彤彤的樱桃，
心里喜盈盈的，不免想去买一些，好好尝
尝这些山中佳果的鲜味。

宋代的诗人蒋捷有诗云：“流光容

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
绿植遍布的市区里，看到那浸润过山
野气息的红樱桃，倒并无那感叹时光
如梭的惆怅情绪，有的多是对那红红
的樱桃给这绿水青山增添的一抹亮
丽红色的感叹。所感叹的是在这崇
山峻岭、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底下，
也会出产樱桃这样小巧玲珑、晶莹剔
透的水果！印象里，总觉得像樱桃这
样果肉紧致、色泽鲜明的时令水果，
应该是产自钟灵毓秀的江南水乡才
是。然而，商洛山间就是能种出口感

清新、滋味甘甜的樱桃来，这莫不是
证明地处陕南的商洛不论是在地理
上，还是在气候方面都有几分江南水
乡的神韵？我们生活在这儿，吃着秦
岭山里这样清甜的樱桃，倒也是便宜
地享受到了秦岭那合和南北、泽被天
下的福利了。

在市区街上卖的樱桃，并不像超市
里的水果展台上堆着的樱桃。超市里的
樱桃又是打光，又是喷洒水汽，又是包着
这样那样的包装。而那些放在街头竹笼
里的樱桃，它们招揽顾客的方式就简单

多了，它们就是安安静静地躺在竹笼里，
上面可能还沁着清早采摘时还没有干透
的露水，或者是农民把樱桃卖完后，用所
得给孩子买些好吃、好穿的愿望。这时，
就越发觉得那些装在一个个竹笼里的樱
桃好看又好吃了。农民们把对生活的愿
望装在一个个装樱桃的竹笼里，而且每
年送到城里来卖的樱桃都晶莹剔透、果
大味甜。在春夏相交的时候，他们都会
提着红艳艳的樱桃，给接天莲叶无穷碧
的商山洛水，增添一抹从他们内心向外
渲染出来的红火的喜庆！

绿 水 青 山 樱 桃 红
扬 清

孙健君，商州人。因其姓氏，自号
大圣。其性格豁达开朗、乐观随和，极
具感染力，属典型的热心肠。喜好舞文
弄墨，致力于书法研究与创作，并颇有
成绩和建树。

健君走上书法道路，源于儿时其祖
父的告诫。过节时为求一副对联增添喜
气，祖父用一晌午的重体力劳动并受到
眉高眼低的不屑，才得偿所愿。祖父以
工换文的委屈，对健君的刺激非常大，自
上学开始，写好字就成了他的定向目
标。那时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他对字
的爱好还上升不到书法、关联到艺术，仅
仅是憋着一口气装点门面。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对书法的尊敬也与日俱增。
书法之道，首重其功，其次还需天分，也
即灵性和悟性。由于生长的环境束缚了

眼界和想象力，他开始只是做着对字的
形态分拆和解读，一个字一个字地熟悉，
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研，一个字一个字地
精练，看似简单的重复，却为以后的进步
打下了坚实基础。

书就是写，法就是度。先书而后法，
书与法是辩证的统一。刘熙载《艺概》
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
书。”“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
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

已。”健君深谙此理，善向大家学，善与众
者交。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之余，
他便系统学习相关书法理论和专著，收
集各种名帖名拓，追根溯源，师古法古，
兼收并蓄，寻找自己的路。雨果讲“艺术
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好事，常人望
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由于
坚持，不断临习，健君逐渐专注于行书的
创作，以“二王”字体为基础，傅山、王铎
等明清行草为蓝本，提炼自己的书法语

言，锤炼自己的书法风格。用笔用墨潇
洒飘逸，如行云流水；谋篇布局精妙老
到，似空山新雨。突出中锋，手随心动，
力随意走，自由中有内敛，守诚中见豪
放，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自己的思想、自己
的品质。

唐张怀瓘有语：“玄妙之意，出于物
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
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或寄以骋
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虽至贵
不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当然，
由专心而专注，由精研而精到只是一个
过程，艺无止境，贵在历久弥新。健君在
书法的修行上，虽得所誉，屡有所获，但
那只代表过去，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继
续发挥。寄语健君，每天都是一个新的
开端，既然爱就虔诚的走下去吧！

随 写 孙 健 君
李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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