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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日 常 与 大 时 代
—评话剧《八廓街北院》

桑吉东智

话剧《八廓街北院》如同一首简单的歌，

朴实又真切。朴实到舞台上的每个人物就

仿佛生活在你身边，真切到犹如你走进了拉

萨八廓街上任何一处居民大院。然而，就是

这样一部接地气的话剧作品，却道出了西藏

社会历史变革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转向和情

感世界，可谓近年来西藏现实主义舞台艺术

作品的精品力作。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八廓街北院》的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天

位于拉萨八廓北街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

旧址陈列馆所在地。话剧一开场，传统藏戏

人物的舞蹈和韵白将观众瞬间代入历史情

景当中，穿着清朝官服的角色与一位西藏地

方政府官员站在院落左侧的古井旁，清朝官

员以“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这句话作为

祝福，将手里捧着的一瓶井水敬献给身边的

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富有历史生活气息

的一句话，穿越历史的天空，赋予了这部剧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厚度和鲜

活场景。

一个故事两条线
话剧《八廓街北院》讲述了自 1980 年代

初期至今，拉萨八廓北街这个古老的大院里

发生的生活琐事，通过一幕幕日常生活场

景、大院居民们生活条件日新月异的改变和

人们精神状态的起伏跌宕，润物无声地呈现

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

程。

在这静静流淌的岁月背后，实际上有

两条意味深长的故事线索，第一条线索是

男主角其美所走过的一生：其美出身农奴，

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过着“没有尊严，没有

自由，没有任何权利”的悲惨生活。在那苦

海般的日子里，他与一名女子相知相爱，并

冲 破 世 俗 的 眼 光 和 阻 挠 孕 育 了 爱 情 的 结

晶。 然而，当孩子普珠扎出生的那一刻，母

亲却难产而亡，身无分文的农奴父亲其美

面对冷酷无情的农奴主，只好将怀里嗷嗷

待哺的孩子放在大院门口，祈求好心人收

养。

第二条线索是阿妈滚珠和普珠扎所经

历的生命历程：当年轻的其美无奈将怀中婴

儿放在大院门口时，刚好被经过的阿妈滚珠

看见，她菩萨般的心肠不仅接收并养育了这

个婴儿，还替其美保守了这个秘密。春去秋

来几十年，阿妈滚珠年迈，她这一生最后的

愿望就是让其美与普珠扎父子相认，然而这

对于叛逆顽皮的普珠扎和愧疚了半辈子的

其美来说谈何容易。

这两条故事线索的具体情节并没有出

现在舞台上，而是作为故事前传的形式出现

在演员的台词里一笔带过。然而，这正是这

部话剧真正潜藏的力量所在：其美从农奴到

党的基层干部的身份转变，是百万农奴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并成为新西

藏主人的典型形象；阿妈滚珠淳朴、真挚、一

生向善的品格，是西藏最普通老百姓的精神

象征；而普珠扎从旧社会的弃婴到新社会非

遗文化传承者的转变，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比以往更加熠熠生辉的拟人化表

达。

从井水到自来水
这部话剧以“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

作为序言，纵向延伸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

史深度。在主戏中，大院自改革开放以来，

为改善居民的用水条件，从古井到压井再到

自来水，取水技术的改进使得用水越来越方

便。而每一次新的取水技术所取得的头道

水，都会举行一次相同的敬献仪式并以“共

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人”作为祝福。阿妈滚

珠作为西藏传统美德的象征，前几次头道水

都献给了她。而她走后，杨志作为新时代老

西藏精神的载体，其美把清政府驻藏大臣衙

门旧址陈列馆开馆仪式上的头道水献给了

杨老师，具有向时代精神致敬的象征意义。

真可谓上善若水。

这部话剧巧妙地以饮水技术的改进象

征着新西藏历史前进的脚步和百姓生活不

断改善的方向，同时以头道水敬献仪式和那

句亘古不变的古训象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前世与今生的关系表达，这是对现

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形而上的思考，也是艺术

表征背后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与提升。

雪夜八廓街

现实主义舞台艺术作品，很容易走入的

误区之一就是过于“写实”。过于“写实”最

容易导致的后果就是舞台呈现成为对“生活

真实”的复制，从而达不到作品所必要的“艺

术真实”。

话剧《八廓街北院》作为一部现实主义

舞台艺术作品，在写实的基础上又增添一

些写意的情节，把一些复杂或浓烈的情感

表达，用写意化的表演和舞台呈现出来，起

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例如，其美和杨志

在畅饮中表达对大院、对西藏、对国家的情

感，以及对个人生命经验的感悟。又如，在

表现其美和普珠扎父子相认前的心理活动

时，用灯光效果处理成异空同时，分别表达

各自的情绪，最后同样用灯光效果将两个

角色框在同一个空间且彼此没有交集的效

果，表现出了两个人物无法面对父子相认

的复杂情感。

一 部 话 剧 的 舞 台 呈 现 除 了 演 员 的 对

话 ，还 离 不 开 舞 台 上 那 一 幕 幕 的“ 视 觉 盛

宴”。《八廓街北院》中有一幕写意化的景象

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普珠扎背着阿妈滚珠

来到雪花飘飘的八廓街上，在街灯的照耀

下，阿妈滚珠在临终前，像一个孩子，在雪

花飘飘的八廓街与养子普珠扎作最后的告

别 ，并 把“ 由 爱 而 生 的 恨 ，也 要 用 爱 来 化

解”的心愿告诉普珠扎，为其美和普珠扎父

子相认埋下了种子，让剧情回到具体人物

情感，回到人性至纯至美的善。同时，也让

这部剧潜藏的那两条故事虚线得以交集，

并 为 无 法 释 怀 的 情 感 伤 疤 带 来 痊 愈 的 希

望。那个舞台景象如同一首散文诗，唯美、

柔软，像慈母的手触摸孩子的头顶，让人回

味无穷。

只有艺术才能鲜活地保存人的生命情

感，这种情感是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

真实的生命存在状态。《八廓街北院》是情感

与时代的交织，是历史在现实的延展，更是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艺术表达。

图为剧照。

我是个吃货，每到一地必寻美食而去。

尤其在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后，恨不得把里

面所有涉及的美食都尝一遍。但事实上，有

些东西尝过了也就那样，就像人们所说的，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珍贵的，而对于我这种吃

货来说，那就是——“吃不到的永远是最美

味的”。但唯独有一样东西，我却是吃过了

念念不忘，一想到就口齿生香，那就是西藏

林芝的松茸。

松茸是一种纯天然食用菌类，被誉为

“菌中之王”，价格昂贵主要有两个因素：第

一对环境要求比较高，以生长在海拔 3000米

以上为佳，且只有雨季才有，也就是说即使

在产地西藏林芝，松茸也只有七八九三个月

份有；第二极难保存，最多三天就会腐烂。

所以，要想在我们这吃上一口新鲜的野生松

茸，那是极为不易的。

阿来在她的《蘑菇圈》里有这么一段文

字，“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

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

茸。镜头中，阿妈斯炯无声地动着嘴巴，那

是 她 在 跟 这 些 蘑 菇 说 话 。 她 说 了 许 久 的

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她开始采

摘，带着郑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

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

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

蘑菇掩盖起来。”极好地再现了挖松茸的场

景。

我所教的班级里有一位学生家住林芝

市巴宜区，那里是松茸的产地。她说，在松

茸季，全家老小总动员，上至 60岁的老阿妈，

下至读小学的妹妹，都是老早骑着摩托车找

松茸。晚去了，松茸就被别人给挖走了。运

气好的话一个人每天能挖到三四斤，运气不

好很有可能空手而归。这几年由于气候的

变化，以及过度采挖，松茸的行踪已经越来

越隐秘了，牧民们往山里走得也越来越深

了。据说，松茸必须带土挖，才能保存得久

一点。

全国出名的鲁朗石锅鸡在松茸季卖得

很旺，一盆石锅鸡除了据说吃着冬虫夏草满

山跑的土鸡作为主料，还要配一斤左右的松

茸，再加上手掌参、灵芝、枸杞等名贵配料。

这些山珍放到一口人工手凿的墨脱石锅里

一煮，就能香飘十里。

我曾经想带口石锅回来，但是学生打断

了我的念头。没用的，即使是同样的石锅，

同样的主材，同样的配料，在拉萨都煮不出

一样的味道，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水质不同，食材的新鲜程度不同，都会影响

食物的最终口感。

其实，每一样食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我只希望，更多的年轻一代能够像阿妈斯炯

一样，善待每一棵松茸。

舌尖上的松茸
芮锦锋

水云间水云间

张永生张永生 摄摄

奋进新征程（外一首）

罗裳

桑吉东智 摄

长天高远，大地芬芳

所有的心潮在激荡

所有的目光在凝望

二十大的春风

把宏伟的蓝图徐徐铺展

大街小巷漫卷的红旗

田间工厂豪迈的歌声

长江黄河奔涌的波涛

一起奏响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交响史诗

号角已经吹响

十四亿中华儿女，迸发出

气壮山河的磅礴伟力

阔步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我们信心满怀

我们步履铿锵

道路两旁

草木摇旗，山河欢呼

天地间涌起浩荡的春潮

我们逢山开路

我们遇水架桥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以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用责任担当建功新时代

家园来信

不必担心，小径曲折

新修的水泥路

拓宽了村庄的梦想

野菊绽放，硕果压枝

沿途的花果

都是照亮你脚步的灯笼

村训上墙，村歌飘扬

地里归来的人们

笑声在文化广场上回荡

门前芙蓉，屋后翠竹

粉墙黛瓦的家园

美过城市里的民俗客栈

登陆平台，直播带货

从未经过商的父母

破天荒地把农产品销往四面八方

只是，每每听见喜鹊欢叫

母亲总会走出门外

以为秋风，接回了远方的你

日喀则市区南郊，有着大片开阔的青稞地，清淡自然、绿色

葱葱。人们可以走进田地里，去感受青稞成长的过程。

青稞一年一成熟，它主要生长期也就那几个月。青稞收获

的日子里，田间地头随处都能听到农民哼着小曲儿，手持电动

收割机发出“嘟嘟嘟”的马达声。几乎家家户户都开着农用电

动三轮车，驮着工具用品与酥油茶、糌粑等，在自家田埂上撑起

一把巨型遮阳伞。累了，一家人就地围坐成圈，休息在伞下的

阴凉处，喝喝啤酒、吃吃零食、话话家常。大家把收割好的青稞

扎成一捆，码成垛，有的堆得一人多高，堆到顶部时特地把两边

压低，形成斜坡以防止雨水的浸透。

日喀则雨季不长，大多集中在青稞生长期。7 至 8 月份青稞

渐渐成熟后，雨水就慢慢稀少了；9 月以后，就渐渐进入每年的

旱季，气候非常干燥，空气中含氧与含水量非常低。正因为如

此，农民们并不急着把青稞运回去，在田野里堆上个把月是常

有的事情，任凭各种鸟儿前来啄食分享收获青稞的喜悦。

这时候，最开心的要数野鸭子与黑颈鹤了，它们凭着是国

家野生保护动物，常常组团来掠食。当地人们也没有驱赶的意

思，任由鸟儿们偷嘴撒欢，自然而然中人与动物相处得和睦如

邻。

堆置的青稞经过自然风干，更容易打下青稞粒儿。农民脱

粒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把一把把青稞放在木板上拍打敲击后，

再抖下颗粒，这样的脱落方式效率低，特别累人；也有农民就着

收割好的青稞地，先用拖拉机拖着一根粗粗的柳树枝，来来回

回在地面上转圈，不一会儿功夫就把露着的青稞根刮得干干净

净，最后在拖拉机反复碾压下就做成了平整的场地。人们把青

稞匀摊在场地上来回挤压，叉开草杆、撸走碎草，迎风扬起后，

落下一堆堆金黄色青稞。

近年来，当地农民的收割方式变化很大，开始以机械化为

主；收割与脱粒一体机很受当地农民欢迎，人们只需拿着袋子

对着脱粒机器口装青稞就可以了；就连青稞杆子也同时被打成

碎草，成为牲畜过冬的饲料。

青稞收获后，剩在田野里的野草与青稞桩子，自然就成了

动物们的美味。

青稞，历经风霜雨雪，一年一收获；人们，历经万物轮回，和

谐共生！

行走在青稞地
高群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