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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安竹海巨变
涓涓流水弄琴弦，整合资源处处鲜。
闪闪明珠深谷嵌，滔滔绿浪远峰牵。
苏仙昔日爱斑竹，智叟今朝描锦篇。
金碧辉煌民宿夜，山村巨变耀南天。

马安竹海观景台
云开山脉耸群峰，峻峭雄奇各不同。
竹海连绵天际远，游人玩耍寨中疯。
风和日丽展油画，水碧林丰多寿翁。
驻足最佳观景处，滔滔绿浪入吾瞳。

池洞莲花湖庄园
风和日丽百花妍，画卷清新开眼前。
栈道回廊三径曲，凉亭美阁四围鲜。
群峰拱卫牵晨雾，绿树扶疏起夕烟。
跨谷银桥惊喜逛，儿童世界乐翻天。

大田顶奇观
云开山脉最高峰，刺破苍天气势雄。
叠嶂层峦凭鬼斧，烟牵雾绕赖神工。
一泓碧水仙娥恋，两塔微波数据通。
环眺信宜添秀色，风光尽览眼眸中。

城垌至岭脚挂壁公路
城垌交通不一般，蛇行斗折陡且弯。
为求捷径岂轻易，敢筑坦途非等闲。
智叟同心排险阻，愚公合力凿奇山。
五年苦战宏图现，大道蜿蜒峭壁间。

石狗岭之龙窖晴烟
龙窖雄居峻岭巅，幽深黑洞弄晴烟。
雀儿串串藤头闹，篱竹排排路面牵。
远眺山河添秀色，环观日月换新天。
蟠螭降雨成神话，国泰民安奏捷弦。

信宜山水丽景（七律六首）
阮 深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刘雅
萱）代代相传的擀面皮手艺、农村街坊
邻里的乡情冷暖、全程用关中方言“飙
戏”……19 日、20 日连续两晚，话剧《面
皮》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征服了
现场观众。

这部由宝鸡市艺术剧院创排推出
的话剧讲述了西府三代人做面皮、卖面
皮，自力更生改变命运的故事。渭水河
畔、秦岭脚下，西府农人和面皮的故事，
何以打动首都观众？背后有哪些独特
的情感体验和文化魅力？

真诚表演：
做一株没有花的绿植

2 个多小时的表演，舞台上没有高
科技的技术加持，却饱蘸着农民特有的
泥土气；没有神秘莫测的故事线，却将
三代人传承面皮手艺的故事娓娓道来；
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物和道具，但一个村
长、一口棺材、一碗面皮就能串起整个
演出……

“上了舞台都是角色，最大的技巧
就是真诚，要锤炼本真之心，把角色揉
碎了再把自己锻造进去。”谈起如何演
好村长这一角色，演员吴京安坦言，专
注到忘却周围的一切，哪怕只有几个瞬
间，都是好的表演。

作为见证历史的“老者”，他身上有
农民的坚韧和诙谐，更有带着村民“奔好
日子”的责任。是台上的“老者”，更是台
下的导师，平日里和演员“称兄道弟”的
吴京安说：“我们真诚再真诚，拧成一股
绳，争取让《面皮》成为话剧生态中一株
没有花的绿植，让观众闻到独特芬香。”

“我们有的演员是舞蹈演员、歌手
出身，但孩子们真的非常朴实，就是扎
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在这个剧里‘摸爬
滚打’”，宝鸡市艺术剧院院长杨兰说，
就是觉得这部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
戏有搞头、能演好。

情感朴实：
真实引发共鸣

在演出现场，记者看到，当擀面皮手
艺人王让过潦倒入棺时，有观众含着眼
泪；当村长和老伴儿想方设法让王红强子
承父业时，观众笑声一片；当王红强在媳
妇海棠的开导下，同意和姐姐姐夫共享秘
方时，被“甜”到的观众拿起相机……

观众王美琪是一名大学生，她说虽
然自己是北京人，但陕西方言让人觉得特
别亲切，能感受到当地人的淳朴和善良。

在宝鸡长大的观众刘女士大学毕
业后来到北京工作生活，离家多年的她
说，一听到乡音、一看到从小吃到大的
面皮，就勾起了自己心中的回忆和浓浓
的乡情。

青年演员张育对自己饰演的海棠
充满感情。她告诉记者，虽然没有经历

过那个年代，但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淳
朴和亲切，“希望用自己的真情去触摸、
去聆听，去诉说这样一个真善美的故
事。”

“这个戏最大的特点，是来源于生
活，就是想让观众通过戏剧看到自己。”

《面皮》的编剧张骥说，剧中葬礼上的挽
联、切黄瓜丝切到胳膊肿等很多细节都
源于真实生活，在此基础上，把人物通
过艺术手段放到一个村子里，构建人与
人的关系，让观众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
样，能找到情感共鸣点。

时代印记：
小故事里有大时代

在话剧《面皮》里，能听到“突突突”
的拖拉机声，能看到村里的第一辆摩托
车，更能望见祖传的擀面皮手艺做成了
当地“明星产业”。

“将数十年的历史变迁囊括在一个
舞台上并非易事，我们的艺术作品，就
是要把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写成好
剧本，表演出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濮存昕观后说，《面皮》把从苦日子到甜
日子的变迁，落到了故事和人物命运
中，演员表现出的“杠杠的痛快感”让观
众充满兴致。

观众吴平如今已退休，他兴致勃勃
地告诉记者：“新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
农民非常打动我，我以前下乡时并没有
他们这么多想法，感觉这一代人是中国
农村的希望。”

中国戏剧家协会原秘书长崔伟表
示，《面皮》聚焦小故事，写活了普通人，
从一个村的家族命运、情感故事折射一
个地域、一个时代的变迁，生动又深刻，
有喜有泪有滋味。

文化传承：
绘就西府大地的美好生活

这部以宝鸡特色小吃命名的话剧，
不仅将美食文化端上了艺术舞台，还将
诸多西府文化元素“埋藏”在情境布景
里，让不少观众直呼“看得过瘾”。

观众周女士对民俗文化很感兴趣，
她告诉记者，布景里的“祈福祥瑞图”，
尾声时的踩高跷表演，引发了她对西府
文化的兴趣。

“话剧中融入了社火脸谱、高跷社
火等民俗文化元素。”宝鸡社火脸谱绘
制技艺省级传承人薛亚兵说，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社火表演作为一种民俗活
动，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与《面皮》里表达的“奋斗创造未来”是
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全国重点城市
巡演，力争将《面皮》打造成一部留得
下、传得开的精品力作，通过文化赋能、
艺术加持，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段军林说。

一碗宝鸡“面皮”的故事，何以打动“三代人”？

话剧话剧《《面皮面皮》》剧照剧照。。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宇文成龙宇文成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