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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八届湖南艺术节群众文化活
动优秀作品展演在衡阳市文化艺术中举
行。其中，由邵阳市文化馆、邵东市文化馆
编创的舞蹈《“晒”村晚》在此举行了首演。

《“晒”村晚》紧扣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
题，以村晚作为故事主线，呈现了群众文化全
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特点，真实地描绘出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舞蹈通过积极热烈
的情绪表达、真实质朴的大众群像、沁润人心
的乡土情怀，收获了广泛认可和好评。

《“晒”村晚》，“晒”出了乡村文化新面貌
的“群众性”。在主要角色的塑造上，《“晒”村
晚》选取了一个“家庭”中三代人的角色——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儿子女儿，他们也是从
开场到谢幕贯穿始终的六个角色。爷爷奶奶
表演传统戏曲和民俗歌曲；爸爸妈妈表达了
自己对摇滚和时装秀的热爱；儿子女儿欢呼
跳跃，或跟着奶奶跳广场舞，或跟着爸爸一

起“摇滚”，或跟着爷爷学唱老歌……角色的
丰满与立体，服装道具功不可没。开场时，村
民手里拿着米筛水桶、扫把扁担，穿着日常
朴素。村晚一开，奶奶手里的米筛变成了花
折扇，爸爸手里的扫把变成了电吉他，妈妈
穿着带火红辣椒的“时装”，爷爷的扁担绣上
了大红花。平日里普通的一家人，在村晚这
个舞台上，成为最亮的“群星”。

《“晒”村晚》，“晒”出了乡村文化新表达
的“真实性”。《“晒”村晚》描述了村民们对自
己向往角色的转变。不管是代表老年一代的
爷爷奶奶，还是中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平日
里都在辛苦劳作。可只要村晚一开，他们就
表现得自信满满——他们变成了老年舞者、
摇滚明星、时尚模特。此舞蹈之所以具有“真
实性”，也少不了音乐的衬托。开场的《采槟
榔》轻松自在，塑造了一幅青山高流水长的
乡村生活图景。奶奶跳舞和爸爸弹吉他时，

背景音乐是《刘海砍樵》。爷爷登场时的歌曲
为《挑担茶叶上北京》，这是一首极具时代特
征的歌曲。它以城步苗歌为基调，遒劲有力、
粗犷高亢，拨动着观众的心。在音乐烘托下，

《“晒”村晚》的激昂情绪达到高潮，激情嘹亮
的旋律与热情奔放的舞蹈同频共振。

《“晒”村晚》，“晒”出了乡村文化新使
命的“时代性”。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这一项国家级战
略举措的实施，以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覆盖面不断提升，村晚正在茁壮成长、
遍地开花，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新形
态，助推文旅融合在乡村田野中生根发芽。

舞蹈《“晒”村晚》巧妙地以“晒”为媒，自信
满满地“晒”出了新时代乡村热情奔放的气度，
凸显了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重
要内涵。她既是一面展现当代乡土文化的镜
子，也是对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创新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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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展现当代乡土文化的镜子
——评舞蹈《“晒”村晚》

朱捷飞 阳海佳

我喜欢质朴的事物，比如只
挂了三五片叶子的植株、一枝枯
荷、半个月亮，或者一章抱朴含
真的字，这些都能让我从生活的
困倦与不安中暂时解放出来。最
近读了作家邓跃东的几篇散文，
感觉尤甚，好比忽见一株繁花落
尽的树，枝干凌然，筋骨铮铮。

抱朴守真，意蕴隽永，这是我
对跃东散文的最初印象，后来随
着阅读的深入，这种感受一直未
曾改变。比如他的《人息屋檐下》
一文，文字质朴无华，淡然沉稳，
读起来是那么舒适清爽。也正是
这样简朴的语句，准确而有力地
还原出了当时的场景，透露出来
了实实在在的“真”，加深了读者
的在场感。如果不是拥有深厚的
乡村体验与饱满的情感，又怎能
写出如此素朴且扎实的细节呢？

在跃东的笔下，修饰的词汇
量比较少，引经据典的部分也不
多见。他将自己孤立于现实空间
的一隅，对过往或眼前的图景用
心体会，感性观察，然后精心布
局。他将那些在心底沉淀已久的
情节或物事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地
展开，撰写出一系列的佳作，频频
登上各大刊物。我能感觉到，他在
散文创作中，总能稳稳地抓住那
个共振点，时刻保持内心的热情
与律动，然后开拓出属于自己的
领域。如他的《云山来信》，他让那
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细节与画面，
通过近乎白描的方式将之一一呈
现，借由对往事的追忆，于细微之
处彰显生活的得与失、悲与喜。

在读跃东的散文时，文字留
给我的质朴感与厚重的意蕴感分
外鲜明，拓展了我对散文更深的
认知。他在不断地回望与复述中
洞见了“自己”，启迪了读者，彰显
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担当。在他质
朴的笔调里，那份潜藏的“巧”与

“灵”不时交替冒头，如茂密绿叶
中的几点花芽，点缀得刚刚好，使

得文章生气陡增，韵致悠然。有作
家说，小说要藏拙，散文要隐巧，
才能得佳品。我认为，能把“灵”与

“巧”不着痕迹地糅进文字的脉络
里，初看质朴如斯，实则浑然天
成，这才是笔力丰润的真正体现。

我想了想，在我的文友中，
拥有属于自己写作风格与辨识
度的作家，跃东应该算一个。

跃东出身军旅，在部队他原
本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发
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新闻作品。转
业后，开始了散文写作。我想，他
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的这段经
历是分不开的。新闻讲究时效性，
真实性。他的散文也始终忠于现
实，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乎，文
风硬朗，真挚无间。在他以往的散
文作品里，就有很多都是关于军
旅生活的，比如《走下坡路的羊》

《无字碑上的字》《手风琴》，这些
作品散溢出他对部队、战友难以
割舍的情怀。有的人，终其一生，
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领
地。对于跃东来说，在寻找的过程
中，他没有一刻将自己军人的身
份放下。每次私下谈到这个问题
时，他都显得特别严肃而又深情，
他对文字的态度也是如此。

跃东书写的题材足够广阔，
除了写军旅生活，也写故乡，写
青年的迷茫、困惑与追求，写身
边的友人，写工作中的感触。我
近来读了跃东发表的几篇新作，
较以前的作品来说，显得更加冲
和有度、细腻饱满，哲思层面的
提炼也明晰可见，心性自然流淌
的声音更加悦耳生动。

文学也真是奇妙的东西，当
你置身其中时，你可以听得见作
者的声音，可以看见他调遣文字
的双手。他早已成为一名优秀而
成功的指挥者，在文字的海洋
里，他正在扬帆远航。

（粟碧婷，任职于新邵县寸
石镇花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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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守真 意蕴隽永
——邓跃东散文印象

粟碧婷

在隆回滩头，有一位与李剑农有“四
同”之谊的人物刘劲。他俩同乡、同学、同
事，又一同参加了同盟会。而今，作为历史
学家的李剑农享誉世界，刘劲却似乎湮没
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刘劲，谱名刘蕃柏，字砚城、彦臣，1884
年1月12日出生在滩头高山村一个农忙耕
田种地、农闲抄纸焙纸的家庭。在四兄弟
中，他排行最小。因为家里贫穷，大哥、二哥
没有上过学。刘劲在读私塾时，就受父兄严
厉管束，每天放学后，还要进厂焙纸。他的
三哥读过几年书，看过不少小说，经常一边
焙纸、一边讲些精彩的故事给他听。一天，
三哥正在讲刘备三顾草庐时，刘劲突然问
道：“孔明是个种田人，怎么知道天下事
呢？”三哥说：“因为他读的书多啊！”刘劲
说：“我们焙纸人，只要读很多书，也可以成
为孔明吗？”三哥点头称是。刘劲从此学习
更加用功。可是，到他11岁那年，大哥二哥
便在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家里这么穷，不
该花钱送刘劲读书了。三哥则坚决支持小
弟继续上学。父亲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送
刘劲向陈酉山学做八股文，准备参加科举
考试。后来，学问渊博的陈先生，又推荐刘
劲向滩头李襄云求学。

在李先生的门下，刘劲初遇了年长三
四岁的李剑农。同学中，刘劲年龄虽小，但
天资过人，故时出狂言，睥睨一切。李先生
爱其才，恨其傲，故意贬抑他，以激发他奋
发进取。受到贬抑后，刘劲更加奋勉用功，
慢慢改掉了傲慢的习气。

可是后来，他的三哥去世了，大哥二哥
又不断地向父亲提出让他辍学的想法。父
亲被说动了，把刘劲叫了回来。然而，酷爱
读书的刘劲，每天总是随身带着一册《资治
通鉴》，利用焙纸的空隙认真读。父亲看到

他这么好学，没过多久，又让他去跟李先生
读书了。

如此又过了两年，刘劲便自己设馆授
徒，以缓解家庭困难，同时利用教学的闲暇，
争分夺秒地自学。他的勤学精神，感动了家
境好的同学贺葆元。贺主动资助他，刘劲得
以迈进县学的大门。在邵阳县学只学了一
年，还没有毕业，他又和李剑农、刘明宜等滩
头同学去省城投考城南师范学堂（湖南一师
前身），他仨有幸都考上了。从师范学堂毕业
后，刘劲留校任教，并兼妙高峰中学历史教
员，期间参加了革命组织同盟会……

1912年春，刘劲跑到烟台，对流亡在那
里的刘钺说：“革命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
当返乡求学，获得真学问以建设国家，不必
与他人去争权夺利。”刘劲回到湖南后，找
到谭延闿，请他出资派遣革命青年学生出
洋留学。获准后，刘劲与曾杰等十人相约赴
美国留学。

刘劲到美国后，进入俄塞俄州立大学。
他专心求学，绝不打听、参与读书以外的事
情。在做学问之余，他留心考察实业。有一
次，老师组织学生去工厂参观，回来后组织
学生讨论。老师问到刘劲时，他请求老师给
他30分钟陈说。老师点头后，刘劲不慌不忙
地将该厂存在的问题都指了出来，并逐项
提出改进的建议。全班同学感到吃惊。老师
也对他的发言难置可否，便将其观点反馈
给该厂。后来厂方回复说，刘劲所指出的问
题，的确都存在，厂里拟采纳他的建议。

1918年，刘劲在俄塞俄州立大学经济本
科毕业，学业成绩被列为最优等，同时获得艺
术硕士学位。他相继被学校派赴英、法考察银
行，写出数十万字的《中国币制与经济问题》
一书，并获得俄塞俄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19年春，刘劲回到祖国，着手创办全

国实业银行。为此，他数次走南闯北，拜谒政
商要人，呈述自己的宏大计划，都没能引起重
视，创办实业银行的计划最终落空。于是又去
汉口筹建电机织袜厂，也因资金断链半途而
废。1920年夏，张敬尧被赶出湖南。谭延闿第
三次主政湖南，刘劲应邀出任督军府秘书。不
久，赵恒惕主政湖南，刘劲被聘为顾问。

然而，刘劲对做官毫无兴趣。创办实业
的计划屡屡落空后，他便转而实践教育救国
计划。还在他刚从美国归来时，等候在上海
码头的胡元倓就将他拉回了长沙，聘请他担
任长沙明德学校的主任教员。汉口明德大学
相继开办，胡元倓又聘任他为明德大学银行
学及会计学专业教师。在明德大学，刘劲与
李剑农又成为了同事。此时，刘劲身兼数职，
每周三天在长沙，三天在汉口。在来回的火
车上，他废寝忘食地阅卷、备课。

1920 年中秋前后，他在去上海的船上
病倒了。人刚到上海，就被迫返回。可一到
汉口，已经三日吃不下饭的刘劲，又赶往明
德大学上课。课一上完，他顾不上休息片
刻，又乘火车返湘。火车到长沙时，刘劲已
经不省人事了，被送进湘雅医院抢救。苏醒
后，刘劲打起精神，给胡元倓写信，请他改
聘教员，不要因为他病倒而耽误学生功课。

在医院住了三个来月，刘劲的病略有
好转，他又强打精神，去给商业专科学校的
学生上课。年底，他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
刚过了年，便赶回长沙，整理行装前往天津
应大陆银行之聘。到汉口时，他旧病复发，
连忙转身回长沙，住进湘雅医院。一心祈盼
早点病愈的刘劲，见服药效果时反时复，便
请医生施行手术……然而，1921 年 7 月 24
日，刘劲还是永远闭上了那双不舍的眼睛。

（陈扬桂，邵阳市党史联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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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实好学的刘劲
陈扬桂

因为文学，我有缘与《邵
阳日报》相识相知。因为《邵
阳日报》，我才有了更远大的
梦想。

我生在邵东农村。年少
时期，我勉强读完初中就回乡
帮助父母艰难维持家庭生
活。那时候的我，虽然只有十
四周岁，却因整天忙于劳作，
心里也就从未有过看书读报
写文章的意识。只要稍有空
闲，只想抓紧时间休息或静静
发呆。直到有一天，母亲从外
面拿回十余张报纸家用。当
时，我随手拿起一张名叫《邵
阳日报》的报纸，本来只想“轻
描淡写”地浏览一下，打发无
聊时光。哪知，报上连载的

《乱世黄金案》的精彩故事深
深吸引了我。我看得津津有
味，意犹未尽。随后，又赶忙
将母亲带回来的所有报纸都
一一认真品读起来。一瞬间，
我对每一张报纸都相见恨晚，
如痴如醉。

就这样，我遇见了《邵阳
日报》，也从此爱上了《邵阳日
报》，并萌发了写文章搞创作
的兴趣和激情。后来，我如愿

以偿相识相知了《乱世黄金
案》的作者邱刃老师，并逐渐
认识了更多的报社记者和编
辑老师，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
给予过我关心支持。我还清
楚记得，1999 年 1 月，邱刃老
师在辅导我写作时，在我的习
作本上题诗勉励我。此诗写
道：“蛾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
出几多难。忽然窍门找到了，
别有天地是人间。”

通过近二十多年的笔耕，
我相继加入了邵东市作家协
会、邵阳市作家协会，并于
2018 年 5 月加入了湖南省诗
歌学会。去年 12 月，我又光
荣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

当然，梦想总在随着时间
而改变，变得越来越大，越来
越美好。时至今日，我庆幸自
己在初涉文学时，选择了与

《邵阳日报》相伴同行，更庆幸
自己自始至终地努力坚持了
下来。当初刚开始进行文学
创作时，我只想收获一滴海
水，《邵阳日报》却回馈了我一
片海洋。

（刘小梅，湖南力民电梯
有限公司总经理）

心怀梦想天地宽
刘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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