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顺山下种玉人
——记蓝 田县委书记、编剧王学民

冯瑜

第一次去蓝 田 ，是
去看蓝 田 县剧 团创作的
秦腔现代剧《丁家院》；
年前又 去蓝 田 ，是去看
县剧 团上演的新编秦腔
神话剧 《种玉缘》……

蓝田 县剧 团 的剧场 ，全省怕是再找不 出 第二
个了 ：斑驳脱落的墙皮 ，让人难考它 的 岁数 ，黑
昏莫测的屋顶 ，可窥见眨眼的星 星 。倘若不是台
上唱戏的和台 下看 戏的 ，我真 以为 自 己 是坐在一
个断 了 香火 的 破庙 里 。但就是在这样 的剧场里 ，
蓝田 县剧 团三年 出 了 三台戏，《丁家院》、《蓝
玉春早》、《种玉缘》，进省城 ，上 电视 ，很是
红火 了一阵子 。剧 团 的人谈起这些事 ，总是联系
起县上领导对文艺的支持 ，中 间 自 然少不了 县委
书记王学民 ，这不仅是 因为他对县剧团的扶持 ，
还因为他本人就是 《种玉缘 》的编剧 。

初见王学民 ，我实在弄不明 白 ，这个总是笑
咪咪 、少 了些文人潇洒倜傥的 县委书记 ，毕业 于
与文学十 万八千 里 的 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 ，本该
是与 “方针政策 ”为伍 ，以 “发展蓝 田 ”为业 ，
怎么会对戏剧文学产生这样浓厚 的兴趣 ，甚 至捉
笔演绎铺陈成篇？待交谈之后 ，我才发现他的这
一爱好除 了文学 的原 因之外 ，还有一个便是使他
魂牵梦绕的 蓝 田 。

1985年 ，王学 民赴蓝 田 上任 ，走遍 了 蓝 田 的
山山 水水之后 ，这位宣传 部长 出 身 的 书 记 认 识到 ，
要改 变 蓝 田 的 贫 困 面 貌 ，就要 让群众 认 识蓝 田 ，
热爱 蓝 田 ，振兴 蓝 田 。在 大 讲蓝 田 古文 明 史 、革
命传统 ，讲蓝 田 优势 、发展前景 ，并在报刊上发
表大 量文章之后 ，他犹嫌不足 ，于是想到 了 蓝 田
人最能接受的秦腔戏 。

在调查 中 ，王学民被蓝 田 深厚 的文化资源所
激动 。东汉才 女蔡文姬 墓葬此地，《胡笳十八拍 》
遗音 在耳 ；唐 朝王维吟啸辆川 ，留 下美 丽的 诗篇 ，
还有有关王顺 山 、汤峪 、玉种蓝 田 等大量动人的
民间传 说 ，无不令蓝田人 引 以 自 豪 。蓝 田 盛产玉
石而在 诸 多传 说 中 流传最广 的便是玉种蓝 田 了 。
王学民在 干宝 的 《搜神 记 》上 找到 了 百 十 个字的

记载 。说的是青年杨伯 ，
常做好事 ，一 日 来一道
士送其一斗五色石 ，称
此石可种玉 。有一徐家
小姐 ，人求婚不允 ，杨
伯求婚遭讥 ，于是种下

五色石 ，得玉成婚 。王学民根据这点记载 ，又去
听老农讲述 ，尔后凭着 自 己 的文学功底 ，开始动
手写秦腔剧本 《种玉缘》。

县委书记写剧本 ，时间和精力似乎 比文学功
底更伤脑筋 。他 白 天要开会研究工作 ，晚上家里
来人不断 ，写作全是10点 以后的事 。客去了 ，人
睡了 ，他定定神 ，扫尽满脑子 的 工作名 词 ，才能展
开想象 的 翅膀 ，进入创作状态 。有时在家受干扰 ，
他就跑到办公室 。正值夏天 ，穿个背心裤头汗流浃
背埋头“种 玉”，几乎不 间 断 。写好之后 ，他请剧 团
导演 、省剧协的行家们 “会 诊”，行家们呼拉拉提
了一 大堆 问 题 ，他毫不气馁 ，先后 四 易 其稿 ，终于
将“玉 种 蓝 田 ”的 美 丽传 说搬上 了 戏剧舞 台 。戏
成之后 ，在蓝 田 县 演 出 17场 ，反应热烈 ，有 的观众
甚至场场必到。“玉种蓝 田 ”固然令人陶醉 ，但县委
书记为群众写戏亦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诱惑力 。

“ 县 委 书记写戏 ，你不怕别人说你不务正业？”
这是我的担心 。他倒很坦然：“作为党务工作者 ，
应该抓文艺创作 ，抓精神产品 。份 内 的 。蓝 田 人
需要物质生活 ，也需要精 神生 活。”

《 种玉缘 》获得成功 ，王学民得陇望蜀 ，又
在构思一 部反映山 区农民美好心灵 的戏 。我真 为
蓝田 人高兴 ，有这样 一位理解 、参 与文艺的 县委
书记 ，还怕 蓝 田 的文 艺繁荣不起来 ，蓝 田 人 的 干
劲鼓不起来么 ！ 周末闲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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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 《香妃轶 事》，一
部《末 代皇 后 》；一 部 《荒
唐王 爷》，一 部《风流乾隆》；
一部 《康 熙 大 闹 五 台 山》，
一部 《皇 帝 与 村姑》；一 部

《 雍 正皇 帝》，一 部 《风流
皇后 》；一 部 《嫁 到 宫 里 的
男人》，一 部 《大 太 监 李 莲
英》……自 《火烧 圆 明 园 》
和《垂 帘 听政 》两 炮打响 后 ，
一度 消 沉 的 编 导 们 顿 时 热 情
高涨 ，竞相 加入 到 “清 戏 马
拉松”赛 的 行 列 。于 是 ，从
一代 枭 雄《努 尔 哈赤 》到 《最
后一 个 王 妃 》近300年 的 十

三代兴衰 史 ，便 成 了 影 视界
取之 不 尽 的 创 作源 泉 。什 么
正史 、野 史 、秘史 、艳史 ；什 么

争雄 称 霸 、弑父 灭 妻 、煮 豆 燃萁 ；
什么 凶 残奸诈 、弄权 作乱 、偷 鸡
摸狗 ，我 “姑妄 拍 之”，你 “姑
妄观之”吧 ！

艺术 地再现历 史 ，通 过 “回
顾”以 达 “启 迪”、“借 鉴 ”和

“ 古 为 今 用 ”，是 可 取 的 和 必 要

的。在 “清 剧 ”中 ，《末 代皇 帝 》
就是 一 部缘此 而 作 的 上 乘 佳 品 。

可惜 ，这 样 的 作品 在 众 多 的 “清

片”中 显得孤单 了 些 。时 下 ，
影视界存在 的 题材 贫乏 、单
调和 雷 同 ，使 “清”类 作品
不可 避 免 地 步 入 了 死 胡 同 。

跟清 史 宫 闱 片 多 繁 的 情
况相 反 ，近年 来 ，反映毛泽
东、周 恩 来 等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革 命 家 和 英 雄人物 的 传记
影视 片 奇 缺 ，这 不 能 不 给人
留下 诸 多 的 遗憾 。幸 而 ，这
种怪现象 于 今春 有 所 改 观 ，
新近 推 出 的 《焦裕禄 》和 即
将面 世 的 《毛泽 东 和 他 的 儿
子》、《周 恩 来 》等 片 ，使
人略 感 欣慰 。可 是 ，待 细 一
打听 ，却 原 来 这 几 部 巨 片 只
一两 集 、三 四 集 ，同 大 写 “清
史”的 情 况 相 比 ，艺 术 家 们

似乎 对 “伟 人传”和 “英 雄 传 ”太
惜墨 了 ！

搞“两 传 ”这 类 作 品 ，的 确 是
耗费 多 、难度 大 ，弄 不 好还 会 惹 麻
烦的 。但 是 ，将 有 限 的 资金投 入 到
拍一 批 与 人 民 领 袖 历 史 地位 和 英 烈
们的 丰功 伟 绩 相 称
相配 的 史 诗性 巨 片

工程 上 ，却 极 有 必

要。还 是 腾 出 手 让
清宫 戏暂 告 一 段 落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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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山风》落山 风是台湾
当地人对风的 一 种
称呼。《落 山 风 》是台湾颇有名
气的 青年 乡 土作家汪笨湖的起家
之作 。小说描写富家少爷文祥迫
于父命在深 山 古庵苦 读时 ，眷恋

因不会生 育被丈夫抛弃带发
修行的女尼素碧 。不久 ，素
碧发现 自 己怀 了 孕 ，下 山约
丈夫 在 宾 馆 以 性 发 泄 报 复
他。文祥的一片纯情换来的
只是素碧 会怀孕 的证明 ，于
是在落 山 风刮来时绝望地跳
崖死去 。台湾早几年 已将此
小说改编成 电影 ，与原作一
样也 是 一 部 反 映 性 心 理 的
作品 ，表现 了 男 女主人公在

“ 禁欲王 国”（尼庵）性渴
望的本能 。南朝鲜
著名女演员姜受延
在片 中 大胆的暴露
镜头曾在台 引起轰
动和争议 。

我国著名老导
演白 沉再次将 《落

山风 》搬上 大
陆银幕 ，主题

却与原作大相径庭 。他从素碧
因不 会 生 育 遭 弃 这 点 加 以 开
掘，通过其坎坷命运鞭答 了无
形而强大的封 建意 识 ，为无数
被侮 辱 被损 害 的 中 国 女 性 鸣
冤。情节改编如下 ：素碧 怀着
愧对夫家的心情在庵中麻木度
日，文祥纯真的迷恋和同情又
复苏了她女性的生机 。怀孕 证
实后 ，本能的第一冲动是淋漓
地回击丈夫曾加予她精神的屈
辱，然而因触犯佛规再次被赶
出庵门 。文祥在父亲 的压 力下
重又 回到原来的女友身边 ，林
家送来一叠钞票 算是对素碧付
出的 “补偿”，素碧忿然离开

“ 普渡众生 ”的佛
门。最后 的画面令
人难忘 ：落 山 风吹
散了 她的长发 ，白
衣长裙 的素碧绝望
地仰望苍天 ，苍天
无语 。白 沉赋予 《落
山风 》更深更高 的
立意 ，难怪汪笨湖
看后携洋酒 专程来
沪祝贺 ，却执意不
许改名 。据说 ，汪笨湖还打算 在
西安建一座以 “落 山 风”命名 的
宾馆哩 ！　（冠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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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徒 四 壁 （摄影名 词一 ）
2 、夜 幕 降 临 过 宝 鸡 （成语一）张 立生
3 、放眼 未 来 （字一 ）
4 、毁誉 一 言 （字一 ）田 鸿牛　（谜底见中 缝 ）

人·名 ·树 ·

植树造林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
德。历史上有 许多名人带头植树 ，
后人为了 怀念他们造福后代的丰功
伟绩 ，以他们的姓名命名树名 。

今陕西省黄陵县的轩辕黄
帝庙 内 ，有一株距今4000多年
的巨柏 。巨柏高19米 ，下 围10.3
米，被誉为 “群柏之冠”。据
说这株 巨柏是 中 华民族的始祖
轩辕黄帝亲 手所植 ，故民间称
它为 “黄帝手植柏”。

三国 东吴的著名 医生董奉
医术精湛 ，济贫施善 。他 “为人治
病，不取钱 ，愈者使栽杏 ，数年得
十余 万 株”，人 称 “董仙杏林”。
杏熟后 ，他 以杏易谷 ，所得之谷 “尽
以散贫 者”。

公元641年 ，文成公主受唐太
宗之命 ，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 布 。
在拉萨 ，文成公主常常思念绿柳成
荫的故 乡 ，便经常和仆人们一起到
拉萨附近 的 大 昭 寺 周 围栽种 柳树 。
后人称这些柳树为 “公主柳”。

清末 名 将 左 宗 棠任 陕 甘 总 督
时，下 令 东起 潼 关 ，西 到新疆 ，沿 途
要广 种树 木 ，并 明文规定 ：“凡毁树
者予 以 军 法 从 事 ”。他在 新疆 戍 边
时，曾 多 次带头植树 。时 至 今 日 ，在
新疆 阿克 苏 等 地 ，还 有不 少 几 人合
抱粗的 “左公柳”。　（安 广 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