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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记忆

2023 年，是“铁人”王进喜诞辰 100 周

年。为纪念王进喜百年诞辰，中国石油集

团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自编自演，由油田

43 名一线员工参加演出的话剧《永远的铁

人》，在北京、黑龙江大庆和我省兰州、酒泉

等地演出后，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关注。

话剧《永远的铁人》表现了王进喜从进

入玉门油田到大庆石油会战，历尽艰辛，屡

创佳绩，成长为我国石油战线英雄模范的

感人故事。“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家喻户晓，

为了增加话剧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编剧走

进档案馆、走访老工人，挖掘了不少感人的

细节。

话剧将主要人物置于事件冲突与人性

碰撞的场域，在不断的对峙与化解矛盾中

凸显戏核，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有原则

性和奋斗目标的“铁人”形象，不仅非常可

敬，而且亲切可学，立体而丰满地嵌入观众

的心灵。

剧作还着力展现事件推进中的矛盾冲

突，戏剧元素突出，故事结构巧妙，剧情波

澜起伏、扣人心弦。话剧在布排戏剧冲突

时，以王进喜和工人们千方百计多打油井

为主线，所有主要事件都置于激烈的对峙

中——急于打井的心情与等不到吊车的现

实相冲突，堵塞井喷的急迫与没有搅拌机

的难题相冲突，这些冲突必须在有限时空

中解决。编剧通过制造戏剧矛盾冲突，让

观众期待揭开悬念。在面临堵塞井喷、井

毁人伤的危难关头，王进喜纵身一跃，既是

关键时刻的果断取舍，更是革命英雄主义

的璀璨闪光。

《永远的铁人》场景中还潜藏着情感

线，既充满不同取舍的煎熬与撞击，也充满

彼此理解与相惜的温馨。当妻子把离开玉

门的抵触态度表达得不留余地时，一心想

去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的王进喜徘徊痛

苦、异常纠结。在对峙最严峻的时刻，王进

喜的母亲出于对儿子的理解，毅然忍痛放

行，解开了戏剧冲突的死结。这种冲突衬

托出了王进喜的艰难与坚毅。还有工友们

干活身心疲惫时，王进喜心疼地给工友们

拉衣盖被、喃喃自责的场景，在反思与倾诉

的交织中，传导出创业的艰辛。

同时，这部作品充分运用现代舞台声

光电科技，凸显话剧艺术的朗诵、独白特

色，巧妙地活化王进喜的经典哲理语言，增

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 王福宏

话剧《永远的铁人》：再现铁人精神

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上安放的瑞兽构件，一般有

跑兽、垂兽、“仙人”及鸱吻等，合称“脊兽”。脊兽不仅美

观，利于排水，也可通风，屋脊下面的脊檩、梁和椽，也得到

了有效保护。

据清代《伏羌县志》记载，甘谷脊兽的制作最早始于宋

代。其生产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生产过程系手工，于

2006 年被列入甘肃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甘谷脊兽就地取材，选用当地上乘的优质红土，碾碎

后浸泡于水池中达半月之久，使土中的碱完全溶于水中，

然后挖出泥土晾晒，以增加泥的柔韧性。制作过程中可用

捏、塑、镂、刻、雕等手法，最关键的是成形、捏画、雕刻。最

后则是用火煅烧。

脊兽都有好听的名字，如凤凰展翅、锦上添花、仙鹤延

年、金鱼戏莲、莲生贵子、月宫玉兔、孔雀戏牡丹、鸳鸯闹莲

等，从这名字中，就能看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甘谷脊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海，为甘谷县新兴镇永安

村人。张海自幼就跟随村里的一些老匠人学习烧制砖瓦

陶器，此后他又赴渭源首阳山拜脊兽名家张德高为师，捏

烧禽、马等。后来，他又拜脊兽大师北京王勤为师，学习脊

兽的制作技艺。

张海得王勤的真传，烧制的龙、虎、狮、鹿、鹤、鸽等颇

有神韵。张海仍不满足，广泛游历，观摩古人所制作的鸟

兽图形，特别是鸟禽的翎毛和走兽的神态，并为甘谷当地

一些著名的建筑烧制脊兽。张海又将此技艺传给了其后

人，次子张全盛捏烧的脊兽，颇得民众称道。

近年来，建筑形制不断改变，脊兽的使用空间日渐缩

小。张海的子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利用现代化工艺技

术，创新脊兽烧制技艺，并从河南新乡引进琉璃挂釉技术，

烧制出了黄、绿、赤、黑、白、青六色琉璃脊兽。

张氏子孙还带动全村人烧制脊兽，因为这一传统的手

艺，使村里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农闲时，农家小院中烧制

脊兽的熊熊炉火，映红了夜空，也映红农人的心。如今，甘

谷脊兽已销往青海、宁夏、新疆等地。

□ 马智勇

甘谷脊兽有匠心

冬天的一个清晨，我沿白塔山西沟

那条陡峭小径，攀爬两个多小时，只为上

山造访兰州碑林，据说那里陈列着中国

历代书法名家的刻石。园内山风凛冽，

古意盎然，我沉浸于一块块敦穆厚重、

铁画银钩的碑刻前，至暮方回。尤其是

王了望的几块碑刻，生辣爽利、纵横洒

脱、酣畅恣意的书风让我流连忘返，驻

足良久。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书法资源极其丰富，有大地湾遗

址刻划符号，秦公墓的青铜铭文，汉代

《西狭颂》，西北汉简，敦煌写经、天水赵

壹《非草书》、张芝《冠军帖》、索靖《出师

颂》《月仪帖》，以及明末清初的王了望墨

迹等，它们屹立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

中，熠熠生辉，光彩溢目。

近日，由定西市 政 协 、定 西 市 委 宣

传 部 主 办 的“ 艺 海 奇 峰·了 望 墨 韵 ”全

国书画作品邀请展暨王了望书法艺术

第 二 届 研 讨 会 在 陇 西 县 举 行 ，共 展 出

200 余幅作品，其中展出王了望作品 30

幅 。 同 时 ，省 内 外 众 多 书 画 家 以 高 度

的 文 化 自 觉 积 极 参 与 此 次 活 动 ，创 作

了一大批极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书画

精 品 ，艺 术 水 准 高 、文 化 价 值 大 、社 会

影响深。

王了望，巩昌府陇西县（今甘肃省陇西

县）人。自幼父母去世，由亲朋抚养成人，原

名家柱，字胜用、荷泽。幼时天资聪颖，勤勉

好学，以诗文名扬故里，是一位通古博今、工

诗善文的学者型书法大家。

青年时代，王了望饱览经史子集，广游

四方山水，造访名贤雅士。因才华出众，多

受时人赏识。崇祯末年，王了望含冤入狱，

凭文采斐然的《冤辨》一文获释。出狱后，他

在《荷泽自叙》中借花的开落荣枯感慨明志，

以表达独立思想和顿悟人生的豁达心态。

中 年 时 期 ，王 了 望 被 推 举 至 京 师 国 子

监，以贡生资格就读、为官。居京十年间，他

眼界大开，交游愈广，学识精进。之后，又因

战乱被迫致仕，遂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寄

兴于诗文翰墨之中。

年 近 古 稀 时 ，王 了 望 结 束 游 历 生 活 ，

返 回 陇 西 。 疲 累 困 乏 中 ，他 对 书 法 的 追

求 愈 老 弥 坚 ，达 到 了 人 书 俱 老 的 境 界 。

隐 居 秦 州 时 ，他 流 连 于 山 水 间 ，足 迹 遍 布

陇 上 ，75 岁 高 龄 还 赴 永 靖 炳 灵 寺 ，撰 写 石

窟 考 证 并 作 游 记 。 每 到 一 地 ，他 或 刻 碑 ，

或 赋 诗 ，或 撰 额 ，用 笔 墨 与 自 然 对 话 、与

书 法 先 贤 对 话 。

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在书法方面，王了望能够自然天成，抛开

当时流行的馆阁体，直追魏晋风骨和气韵。

他存世诗文仅有 30 余首，文约 20 篇，均见于

莫建成编撰的《王了望墨迹选辑》。但其为数

不多的诗文，却成为后人研究王了望书学思

想的重要来源。

陈时夏评价王了望的诗文：“荷泽之诗，

用得其正。置身题外，识距题颠，风骚温雅，

气味在汉魏六朝之间。”又曰：“荷泽之文，纯

乎史鉴，以熔古之识，运独断之笔，汪经瀚海，

有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之概。”王了望的诗文

清新自由，意境脱俗，构思巧妙，咏物怀古，寄

情山水，由这首“山行到处即为家，饭煮胡麻

雪煮茶。欲借白云以赠客，天风齐扫入松花”

（《五竹山》）可见一斑。他将文学主张践行于

书法作品，将古雅作为一种潜含的精神气息，

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对书法进行深层反思与

改进。

在王了望留存的墨迹中有一篇《得怀素

自叙帖》，可见他对怀素的草书十分推崇喜

爱，并将此帖常携于身旁，朝夕摹之。他在书

写过程中反复琢磨，使作品达到了寄妙理于

豪放，表现出闲散自然的特点。王了望楷法

继承钟繇，兼仿王廙，书写风格取法颜鲁公

《争座位帖》，气息和创新继承明代早期的徐

渭与张瑞图，书法的自觉表达借鉴或吸收了

同时代的黄道周、倪元璐等人，以致他的作品

既具有经典书法语言的笔墨细致，又有强烈

的个性表现意识，整体风格符合浪漫主义的

书法审美要求。

在福建为官时，他广泛接触闽南书法名

家，也有机会目睹黄道周的书法墨迹，这对他

的书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书法崇力尚势，

任情恣性，在结体上又多取错位，左面偏旁抬

高，右面拉下，产生一种奇趣。这种合乎规律

的夸张与错落，更具变化之美。辞官赋闲中，

他游历了多地，写下大量诗文，同时吸纳了南

北书派的广域书法质素，极大地开阔了其书

学视野。

王了望善于继承书法传统经典语言，并

对经典有高度的认知和深刻的个人体验。他

出生、成长的陇右地区，是历史上的书法重

镇，尤其是“关陇理学”从文学到书法，曾影响

到了一大批文人。王了望则是自我意识觉醒

较早的先行者，关陇地区较好的书法理论基

础，如郭宗昌著《金石史》，赵崡著《石墨镌

华》，唐琏著《学书七要》《三十二书品》，侯仁

朔著《侯氏书品》等，均从侧面滋养了王了望

的书学思想。

他认为“理”是“情”的基座，并为之生发

浩叹：“性情之唱和殊少，笔墨之缠绕无已”。

在书法作品中，他追求“理”与“情”的统一，情

理彼此拥抱、相互缠绕，这便是他草书的笔墨

“缠绕原理”。王了望不愿落入传统的窠臼，

尽力摆脱束缚而自主创新，并将之渗透于艺

术创作，使得书法自然、旷远、宁静，身心、性

情、笔墨融于一体。

熠熠生辉的书学思想

在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书坛上，王了

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多才博艺，对诗

词 、文 赋 、对 联 、游 记 、考 证 等 均 有 广 泛 涉

猎，且自成风貌。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身寒

微，功名不彰，但却才力华赡的文人，艺术修

养与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与“晚明四家”并驾

齐驱。

从 他 仅 存 作 品 来 看 ，书 法 多 以 大 草 、

小 草 、行 书 为 主 。 其 大 草 动 静 结 合 ，精 者

在 魂 ，倏 烁 晦 冥 ，变 化 无 端 ；小 草 风 神 凛

然，骨气振作，奇幻古奥，极富神采。然受

当 时 所 处 的 社 会 环 境 、人 生 际 遇 、书 学 氛

围 及 孤 高 性 格 等 因 素 影 响 ，历 代 学 者 对 其

研究甚少。

近年来，随着书法研究的深入，在一批

文化人士的重新发掘、整理和推介下，王了

望独有的书法价值重新获得书坛认可，回归

到书法史行列。尤其是《王了望墨迹选辑》

问世后，为王了望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体

现了这位艺术家的精神追求。2015 年 4 月，

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专题片，对王了望

的书法作了进一步梳理，并邀请书法界专家

进行了评价鉴定，对王了望的书法作品给予

重新审视和准确评价。

前贤不远，当下可追。关注、研究与重

评王了望等一批甘肃历史文化名人的艺术

地位，对于深入挖掘我省历史、文化、人文、

艺术等方面的丰富资源，讲好甘肃故事，探

索提高甘肃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无疑有着

积极的现实意义。

厚积薄发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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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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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

那年夜暗风狂，幸有孤灯曾指路；

此日红摇翠染，初来五井且思源。

关陇古道

俯仰问苍茫，是谁将千载顽石，铺成丝路；

流连思今古，任梦把三秋陇坂，染作画图。

辛弃疾纪念馆

吹剑枕戈，浩气贯南天，忠君空洒英雄泪；

听蛙对酒，文光冲北斗，济世长题豪放词。

滕王阁

千载我重来，见秋水长天，帝子才人皆作古；

一阁谁久驻，剩奇文佳话，白云芳草共知机。

桂林漓江

难描细雨初来，竹影撩云，翠钿时浮烟水外；

最爱晴阳斜照，碧波泛彩，归舟还向画图中。

青海日月山

一岭界唐蕃，东望长安，梦里乡关云水阔;

千秋铭表里，西寻旧地，眼前牧野古今同。

林芝古柏

三千载雪打霜侵 枝参北斗；

十二时风疏雨润 根系黄陵。

雅鲁藏布江

纵横山野间，抱一片冰心，终与海天盟此世；

俯仰云烟外，载三生宏愿，端从雪域证前缘。

□ 陈 琳

名胜古迹联选录名胜古迹联选录

话剧《永远的铁人》剧照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党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