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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影，跨越千年的盛宴
徐瑞成

以舞绘瓷，以姿作影。这就是瓷影。
舞蹈 《瓷影》， 堪称央视春晚的压

轴，又可谓艺术创作的扛鼎。 用一抹素
色，作瓷之底色；用一丝青意，作舞之神
韵， 用心演绎那场传世千年的造瓷情
景，醉了时光，美在人间。

造型之美
《瓷影》是 2024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春晚节目，选自舞剧《唯我青白》。
瓷影映青， 淬炼出光洁温润的质感；以
舞绘型，展现出清新脱俗的型美。 舞蹈
以青白瓷为题材，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
表达青白瓷传承千年的独特魅力。

舞蹈《瓷影》是继去年《碇步桥》后
的又一惊喜。此舞不仅仅是对青白瓷的
简单模仿或是再现，而是深入到了瓷的
灵魂，通过舞者的每一个凝望、每一个
伸臂、每一个弯腰、每一个转身，仿佛都
在讲述着青白瓷古老而神秘的故事。舞
者身姿曼妙， 如同瓷器上流转的光泽；
动作轻盈，好似造器时护理的温柔。 “旋
转”是舞段的点睛动作，模拟瓷器成型
的动态，有时轻盈婉转，有时高昂翻腾，
展现出至简色彩下的器型之美，形态与
韵律俱佳，婉约与激昂兼有，给人以美
的享受。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特别是领舞
孟庆旸和左思远，俏丽动人，处处透着

惊艳，她们以沉稳的古典气质与出众的
舞蹈功底获得观众赞誉与喜爱。

服饰之美
《瓷影》 在春晚舞台上犹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熠熠生辉。 如果说此舞以造
型之美取胜，那么服饰之美更让其增色
无限。 《瓷影》的演员服饰，质地薄而有
骨，外观柔而有泽，既彰显了作品的艺
术个性，又增强了人物的感染魅力。

青白瓷是我国宋代时期的主要瓷
器作品，具有胎质细腻、体薄透光、釉质
晶莹、如冰似玉等特点。 干净素雅的色
彩美是《瓷影》的亮点之一。 影青之美，
美在色泽。 舞者采用梅瓶形态的宋代
“山口冠”头饰与“三白妆”元素，纤丽轻
细，清新淡雅。 演出服装在色彩上的着
墨颇见功夫，提取“青”“白”这两种传统
“正色”，青中泛白，白中见青，凸显了青
白瓷“光致茂美，素肌玉骨”的特点，同
时采用中式腰封，绘以传统纹样，又具
现代风采，尤其是“拖尾”的设计犹如青
白瓷的“窑汗”，展现出大繁若简的东方
美学，令人佩服。

“千年窑火不息， 青白之色长存”。
《瓷影》 用当代审美回应了瓷器背后的
匠心传承与创意涌动，展示出青白瓷柔
美含蓄的东方之神韵。

音乐之美
《瓷影》就是《瓷影》。除了舞者们用

绚烂之身勾勒出一幅瓷器塑造的美妙
画卷， 人们尤被那动人的乐曲所吸引。
随着音乐的低昂缓急，舞者姿态的起承
转合，那如梦如幻的旋律，仿佛穿越千

年，让我们与历史对话。
舞蹈的开篇便把古筝古琴两种乐

器做了叠加，既有韵味，更有律动。领舞
的“旋转”，伴舞的“响应”，一动一静，步
步生莲，将观众徐徐带入音乐的情境之
中。 接下来，舒展、扭转、起伏、涌动，然
后主题性音乐随之释放， 尊贵宏阔，酣
畅淋漓，终于一气浑成，像久潜的群鲸，
似展翼的雏鹰。这种舞姿，这种乐曲，比
较轻盈，比较雅致，但又不失厚重，也不
失精美。 我们会不知不觉融化在音乐
中，仿佛自己瞬间化成了音符，也化成
了青白瓷。于是，灵魂伴乐而舞，情感随
曲升华。

作曲家吕亮曾说， 音乐固然重要，
但要为舞剧服务。舞剧的音乐永远要恰
到好处，给演员留足空间，让演员愿意
尽情起舞。 《瓷影》做到了，而且做得极
好，好像每个人物都活在音乐里。

背景之美
舞台前面是 20 位舞者优雅起舞，

舞台幕布上是 4 个青白瓷造型如真，加
之蓝色光效，仿佛引领观众走进了宋代
的瓷器作坊。 舞者用娴熟的动作将制
胎、修坯、施釉、彩绘、烧窑等工序展示
无遗，妙到极致。

宋代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堪称陶
瓷史上的经典之作， 因其质感独特、色
彩鲜明和内涵丰盈而备受世人瞩目，它
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与辉煌。 《瓷
影》把舞蹈之美与幕画之美，巧妙耦合，
使之相得益彰，共绽奇彩。 观望幕景上
的青白瓷，虽然形态各异，大小有别，但
却有共同的一面， 那就是胎如凝脂，莹

润纯净，传递给我们一种端庄、清秀、恬
静、淡雅之美，完全符合大众乃至文人
雅士高尚的审美情趣。在音乐的烘托之
下，那些青白瓷好像从幕布上缓缓地走
下来，与每位舞者融为一体，每个舞者
都是姿美的青白瓷。

一瓷跨千年，文明越山海。 舞蹈收
尾时， 幕布上呈现峰恋起伏的远山，寓
意先人制造的青白瓷通过贸易而影响
世界，中华文明传遍世界的任何一个角
落。

创意之美
《瓷影》不愧为艺术殿堂中的精品，

它以舞蹈形式实现了对青白陶瓷文化
的巧妙破题。 这里不仅仅是一部舞剧，
更是要借青白瓷这个题材进入浩瀚的
中华文化的根脉中去，探索凝结于土火
之功中的千年匠心和文化底蕴。

舞蹈与瓷器，看似是两个截然不同
的艺术形式，却在《瓷影》中得到了完美
的结合。我们不得不赞叹编导独特的文
化创意和艺术功底。就像当年的一座苏
州园林， 却在有限的空间里将建筑、历
史、文化、艺术融合起来，达到“虽由人
作，宛若天开”的艺术境地。 《瓷影》亦
然。 编导把舞蹈、服饰、音乐、美术等诸
多文化元素，综合展现在舞台的 2 分钟
40 秒以内，器型之美，青白之韵 ，乐曲
之妙，视觉之盛，可谓一舞绘千年。这种
结合， 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创新，更
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重新解读。

舞姿翩跹，引梦千年；青白传情，再
现盛景。 《瓷影》，一半是历史，一半是艺术，
让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一场瓷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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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闹新春
魏益君

不管春天的脚步如何踟蹰
春的信使总如约而至
雨水
把酝酿了一个冬天的情愫
倾诉在如酥的节气

那些沉睡未醒的生命
在春雨的沁润里复苏
一切的根茎
一切的种子
一切的花芽
有了雨水的滋润
开始苏醒鲜活
充盈季节

雨丝成群结队
从农家的房檐上滚下
跌落成一地欢快的春情
生动了农家的院落
搅动了渴望的心扉
农人就着喜雨
开始拾掇心情
打理春天

雨水
从唐诗宋词的韵脚里走来
缠绵成馨香细腻的色调
滋润着桃树梨树的眉眼
浇开了一枝红杏的花事

乡村的新年
诸葛保满

乡村的新年
在除旧迎新的仪式中醒来
声声鞭炮是它的郑重宣告
绚烂烟花是它的曼妙舞姿

乡村的新年
在相互拜年的问候中热身
件件礼物丰富了它的色彩

阵阵寒暄增添了它的暖意

乡村的新年
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起跑
春草春花奏响着新的序曲
春耕春播谱写着新的华章

乡村的新年充满希望
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春天的代言（外一首）
朱 凌

料想在风尘仆仆的路上
春姑娘肯定给父亲
私发了无数条绿盈盈的信息
父亲便一诺千金 守在村口
执意成为山村春天的代言

清晨 就算父亲再轻巧的脚步
已然惊醒了鸟窝里
雀鸟们脖颈相交的美梦
那蓄势待耕的牛儿呀
合着沉默了一季的犁铧
在父亲的举手投足下
铆足了劲 细数坯行

父亲脚踏肥沃的土地
温暖得每粒种子都膨胀发芽
那长短高低的吆喝
让山村的溪水小河荡漾
挥汗如雨的父亲回头望
笑看庄稼不日将成行成片

山村的春意正好

不知疲倦的父亲是春天的名片
我在明媚的春天里肆意徜徉
采撷父亲几多汗水和春意盎然
一一晒成动人的诗行
醉了自己 更醉了春天

又别故乡
除夕夜烟花的绽放似乎就在昨天
中国红喜炮的吉语还在空中芬芳
穿新衣裳的孩童正在山村到处撒欢
妈妈做的美味佳肴还在口角生香

不待新春的雷响
我又得背上沉重的行囊
车轮一圈圈驶出故乡
一任深不见底的离愁泛滥
泪眼婆娑里,脑海依然萦绕
昨夜,故乡的天幕上
无数的星星闪着晶莹的泪光
小村那熟悉的穿山风啊
循着车轮不离不弃地奔向远方

古 城 街 巷 赏 春 联
赵鸿冰

寿县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 ，
又是著名的文藻之乡。 古城 3.65 平
方公里范围内，有“三街六巷七十二
拐头”之说。 虽是弹丸之地，但藏龙
卧虎，人杰地灵。 特别是到了春节，
各种书体兼备、 内容包罗万象的春
联，映红了古城的大街小巷，就是春
联和书法完美结合的艺术大展 ，成
为一道蔚为壮观的年俗风景。

在古城寿县至今仍流传着孙家
鼐撰联中状元的故事。 孙家鼐殿试
时， 咸丰皇帝命他以大清五朝的兴
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即兴作联曰：
亿万年济济绳绳 ，顺天心 ，康民意 ，
雍和其体 ，乾见其行 ，嘉气遍九州 ，
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
治绩昭 ，熙功茂 ，正直在朝 ，隆平在
野 ，庆云飞五色 ，光华照日月星辰 。
此联巧妙地将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
嵌入其中， 连咸丰帝也要惊呼他的
文字功底。

此外， 古城的名胜古迹上都有
脍炙人口的对联，引人入胜。如循理
书院的对联：开卷古今千万事，杜门
清浊两三杯。文章纵缩心如此，金石
刻书臣可为。熙春台上的对联：霞布
星罗 天开寿域， 花明麦秀 人乐
春台； 这些对联都给古城人以滋养
和启迪。这些传统的教化，使古城的
春联更有一份文化自信作支撑 ，引
得人们竞相驻足评品鉴赏。

春节期间， 从家家户户的春联
上就可以一窥古城人的文化底蕴 。
百岁老人姚摩霄先生的魏碑体春联
古朴端庄 ， 联语用词优美典雅 ，如
“龙化海云高，凤鸣春日晓”“云霞出
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
光转绿阴” 等， 曾经在古城风靡一
时，春节前一出摊，就被人们抢购一
空。 在西街中华老字号聚红盛酒店，
我父亲赵振远先生撰写的嵌名联
“聚红汇绿 ，四季花开 ，喜庆连绵堪
酌酒 ；盛世良辰 ，八方客到 ，风光旖
旎可登楼 ”道出了国泰民安的盛世
光景和 “聚红盛 ”生意兴隆的繁荣
场面。 通淝门内西侧有一家寿州美
味厨酒店 ， 大门两旁是著名诗人、
楹联大家魏艳鸣女史撰写的嵌名
联：“美誉世名播远近， 味参厨道立
春秋。 ”传达出该酒店之所以红火的
原因。

正月里，我给长辈们拜个年，给
孩子们包个压岁钱， 然后与街坊邻
居道一声“新年好”、“见面发财”，就
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逛街赏春联了。

赏春联的时候， 我会带上儿子
阿福，让他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路过十字路口，满眼都是“生意
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
的印刷春联，我们匆匆扫了一眼，就
踱进了一条悠长的小巷。 在小巷里，
有一个门朝西的古朴门楣，上书“西
映长庚”四字和远水楼主的落款。 我
告诉阿福，“西映长庚”是用典，出自
先秦诗经 《小雅·谷风之什·大东》：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意思这家主
人住在西方，有太白金星映照，象征
着文运昌盛，“远水楼主” 是春卉老

先生的斋号。 门上的春联 “犹龙世
泽 ，鸣凤家声 ”是李姓人家的辈分 ，
又有龙凤呈祥和绵延传世的含义 ，
不失为一个儒雅之家。 在沙果巷，我
看到一户人家门楣上镌刻有司徒越
老先生 “大吉祥 ”的篆书 ，门上则张
贴着清代文学家曹雪芹 “世事洞明
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的联语 ，
可知也是一个书香人家。 “天增岁月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是一户
四世同堂人家的春联。 “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勉励家
中学子的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
著华章 ” 是一位媒体人贴的春联 。
“去岁又添几个喜 ， 新年更上一层
楼” 是一户人家一年的总结和对新
年的期冀。

“虽是毫末技艺 ， 却是顶上功
夫”。 阿福看到一家门上的春联，说：
爸爸，这是理发店的对联？ 我说：对，
很有职业特点。 理发很辛苦，从事的
不就是顶上功夫吗？

从棋盘街到状元街， 从郝家巷
到南北小长街、从仓巷到西大寺巷，
我们看到了一副副内容积极健康 、
书法俊逸或端庄的春联，如“客至初
开新酿酒， 风来时展古人书”“消磨
岁月书千卷， 啸傲乾坤酒一樽”“竹
报平安夜， 花开富贵春”“芳草春回
依旧绿，梅花时到自然香”等。

记得父亲在世时， 每年春节都
会书写“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
课儿书”的老春联，既有待客之道又
有对后代的殷殷希望。 还有一副“忠
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 ”的春联 ，则
成为我写在门上进行家训教育的十
字箴言。

童 谣
黄丹丹

“小孩小孩你别馋 ， 过了腊八就是
年”……童谣萦绕耳际，年味弥漫开来。

小时候，总巴望着过年。 进入腊月，门
廊下挂满了香肠、腊肉、腌制的鸡鸭鱼，一
串串重笃笃的，那是大人们给“年”的献礼。
白天， 它们悬挂在门廊下或院子里两棵树
之间的铁丝绳上晾晒。 我们只能眼巴巴地
仰望着那“晒”在门廊上的美食淌口水，不
过没关系， 我们很快发现了替代品……屋
檐下悬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凌， 我们称之为
“凌锥”的宝物，找个小石子，瞄准一只大凌
锥，甩开膀子扔上去，“嗵嗵嗵”，几只被打
残的凌锥，跌落在地，碎成了冰块。 我们争
先恐后地扑过去，争抢锥尖，抢到的家伙，
得意地用乌七八糟的小脏手握住那块冰，
夸张地嘬着那尖儿吮，仿佛它比糖还甜。 总
防贼般盯着我们的大人， 那会儿正忙着炸
焦叶子、蒸馒头、做圆子、酥鱼，我们这帮因
“年”而被特赦的“小贼”，获得了自由，在大
院里疯跑着，在环校渠的冰面上打陀螺、滑
冰，到小树林子里爬树、捣鸟窝，不用做算
术，不用背古诗，不用写大字，满脑子只有
一个“玩”字！

到了腊月初七，家家开始泡糯米、洗红
枣、剥花生、簸豆子，我们嘴上抹蜜似的，从
这家窜到那家，衣袋里装满了花生、红枣和
瓜子、糖果，美美地吃完、玩好，回到家，凑
到煤炉旁， 炉子上那只大钢精锅发出咕噜
咕噜的响声。 还想再探究竟，大人不允了，
大喝一声“快洗洗睡去”。 嘻，只要不是“快
写作业去”就好。 磨磨叽叽去洗了睡了，第
二天醒来时，便闻到一股甜甜的枣香。 被馋
虫勾着，麻利地起床。 那些前晚装进锅里各
自为政的水、米、枣、豆们，被炉火煨成了彼
此相融、密不可分的粥。 那时，初学写大字，
亦刚识得“粥”字，我用毛笔饱饱地蘸了墨，
在纸上写“弓米弓”，字合不拢，不成一体。

爸爸说， 要收紧了去写， 就像水米豆煮成
粥，彼此黏在一起那样。 煮了一夜的腊八粥
真黏糊呀，用大铁勺舀出来 ，盛在雪白的
瓷碗里 ，碗口一圈红色的梅朵儿 ，衬得那
碗琥珀色的粥如画册上的美图。 小孩子重
味轻色 ，并无欣赏美的雅兴 ，只贪婪地埋
头喝粥，忽遭一烫，也不哭，伸伸舌头吹吹
气 ，再埋头去喝 ，直吃得鼻子脸上都是黏
糊糊的粥 ，用袖子一抹 ，心满意足地出门
耍去。

某一年腊八，大雪封门。 吃罢腊八粥，
我要出门找小伙伴疯玩时， 被大人捉住，
困在屋里。 百无聊赖，看大人在煤炉上架了
铁锅，炒葵花籽、炒花生。 铁锅里放了沙子，
大人用铁锅铲反复地翻炒， 锅里噼里啪啦
地响，焦香味终于冒了出来，大人拿只盛了
盐水的碗，慢慢向锅里洒，此后又是毫无花
样的翻炒。 那个过程缓慢无趣得令我抓狂，
太久的等待消耗了我的馋意。 即便炒瓜子
的香已袅袅，我也不愿再忍，挣脱了父母，
打开门，冲进雪野，在松软的雪地上跑啊、
跳啊，团个小雪团吃呀。 拥有自由比享用美
食更令人快乐。

原来， 在雪地里撒欢儿的可不止我一
个，跑到前院的楝树下，小伙伴鹏鹏已经猴
在树底下准备捕鸟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爆
米花，把它们一颗颗立在雪地上，一只竹篾
编制的筛子在他身后， 他的脖子上还挂着
一支弹弓，他示意我退后噤声，然后拉我躲
在树干后“侦查”，他那副神神叨叨的样子
令我很不屑。 我躲了几十秒就宣布退出，哪
里来的鸟？ 还侦查！ 我离去时，弯腰从雪地
里抠了几颗冰凉的爆米花 “诱饵” 塞进嘴
里，扬长而去。

路过伙夫丁伯伯的住所时， 我闻到了
一股诱人的奇香。 推门进屋，丁伯伯正坐在
土灶后面拉风箱呢， 丁伯伯是我儿时居住

的那所校园食堂的伙夫， 食堂有一个很大
的土灶，那灶上有两个巨型铁锅，一个用来
煮米饭，一个用来炒菜。 和我们家的煤炉不
同， 丁伯伯的灶不吃煤球吃柴火， 断树枝
呀、干茅草呀、秋天的落叶呀，统统成为“柴
火”，把柴火塞进灶膛里点上火，很快就能
把锅里的饭菜激得呼呼叫。 那灶是我最为
好奇的所在， 可惜， 对我非常友好的丁伯
伯，却不允许我靠近他的灶膛。 那会儿，丁
伯伯边拉风箱边吹口哨， 见我这个不速之
客闯进门，他止住了口哨，问我冷不冷。 我
说冷呀，丁伯伯让我烤烤火吧。 他笑我是个
小鬼精，却不许我靠近灶膛。 他让我站在边
上背诗，我扭着脸赌气说：“不会！ ”“‘母鸡
抱小鸡，木兰大步走’都不会了呀？ ”丁伯伯
说。 “什么呀，那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
织……”背完诗的我，获得了丁伯伯的零食
奖赏！

这时，我爸推门进来，他端了一碗炒好
的瓜子送给丁伯伯。 那只豁口的蓝花大碗
是丁伯伯给我们家送元宵面去的 。 那时
候 ，邻里间爱分享食物 ，分享的器物归还
时，从不空着。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们
并不乏分享的热情。 爸爸见我吃得正欢，
沉了沉脸，拉我回家。 回到家，我听到爸爸
妈妈商议着，要给丁伯伯一条咸鱼。 “老丁
一个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囡囡还总去吃
他的。 ”

雪过天晴，家家户户又把香肠、腊肉、
腌制的鸡鸭鱼拿出来晾晒， 丁伯伯家那原
本光秃秃的门廊上， 挂着一只瘪眼睛的鱼
和一串腊肉。 丁伯伯的女儿燕青靠在墙根
下晒太阳， 她不时用生了冻疮的暗紫色小
手， 从罩衫的口袋里掏出瓜子送进嘴里，
“噗”她吐一口，几瓣瓜子壳就飘飘悠悠地
落在地上。 地上还有残雪。 大人说，待雪化
掉，就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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