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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书苑书苑 笔谈笔谈

近年来，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为向观众进一步
宣介其历史传统、人文内涵、独特魅力，通过旅游加
文化的方式增强吸引力，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不断推出一些实景剧。有的实景剧热闹是热闹，但却
乏善可陈，草台班子的痕迹较重。有的则比较成功，
如山西平遥古城的一台 《又见平遥》，从形式到内
容，富有新意，颇具水准。

《又见平遥》，采用的是沉浸式观演方式，观众刚
开始没有座位，跟着表演舞台的转换一幕幕地往前
走，边走、边看、边体验。有的表演，观众和演员同
在一个平台上，观众也似演员，演员也似观众，直到
最后一幕时才进入正式的剧场，观众才有了座位，

“观”和“演”方才分开。表演、观看的形式新颖，
带给人以不寻常、值得回味的独特体验，而真真吸引
和打动观众的，是剧中的几个主题故事，将实景剧中
的“情”，展示得淋漓尽致。

《又见平遥》演绎了“镖师忠义”“选妻”“血脉
相传”“思念家乡”等故事。“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
宜”。于我而言，通观《又见平遥》一剧，印象最深
的是最后一幕——“面秀”。

面作为食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在当下语境
中，“秀”有展示、表演、晒、炫耀甚至卖弄的意
思。将有悠久历史的“面”与被赋予新意的“秀”放
在一起，称之为“面秀”。面与秀，难说登对，多少
有些混搭，甚至令人费解。而且，从表演内容看，是
秀附之于面还是面附之于秀，主次关系有时还真分不
清。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剧中用舞面、面舞的方
式，演绎出了一份令人怦然心动、感慨万千而又荡气
回肠的思乡之情。

古往今来，借物抒怀，借景抒情，表达对故乡思
念之情的文艺作品，可谓林林总总。古人李白望月思
乡，诗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当代余光中先生用四个层层递进
的意象抒发乡愁，写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
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

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
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
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
头。”李白的咏叹，脍炙人口，流传千古；余光中的
乡愁，情真意切，广为传诵。而《又见平遥》，则用
一幕别开生面的面的舞蹈——“面秀”，对思乡之
情，做了直观、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想象力的诠释。

食为天性，面为美食。对此，古人陆游有诗云：
“一杯齑馎饦，手自芼油葱。天上苏陀供，悬知未易
同。”在山西，面食是其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面有多种做法，面条有多种吃法。总有一
碗面条，让你无法拒绝。而在《又见平遥》中，面作
为食材，竟然成了舞台上的道具。物质层面的面，在
舞台上被演绎出了精神层面的情。

舞台上，数十名精壮的三晋汉子，手上一小袋
面、一抔面，捧面、撇面、舞面、和面，在撒满面的
舞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身被其面，脸沾其
面，将身居千里之外、思念故乡时捧起一把面的慰
藉，缓解思乡之情时吃一碗手擀面的惬意，将各地的
平遥人共吃一碗家乡面的和谐与温暖，活灵活现地展
示出来。一时间，面与人融为一体，身在异乡与回到
家乡不断变换，在交错、缠绵和不断的升腾中，面成
了对眷恋的宣泄，成了一片又一片、一缕又一缕飞舞
的情感符号，撩拨着、搓揉着观众的心。

舞台上的面还在飞舞，幕墙上则渐渐堆砌出一堵
城墙。城墙出现了，城墙坍塌了，散居各地的王姓宗
亲、乡亲纷纷走了出来，逐次报出自己的姓名，说出
自己来自何处，将“每一次旅行都是出发，到这里才
是回家”的喜悦之情，将“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
处”的感恩之心，将故乡是根、故土难离这一中华儿
女千年不移的家国之情，用方言喊了出来。不同的喊
声，共同的心声。当左权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的
音乐响起，舞台上的三晋儿女齐声唱出：“桃花来你
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爬山越岭看你来呀，呀啊个
呀呀呔……”婉转悠扬的曲调，特色浓郁的旋律，深

情款款的歌唱，将“面秀”的表演、将一碗面的思乡
情，推向了最高潮……

为了生计、事业和理想，不少人离开家乡，成为
北漂、南漂或其他什么漂。不论在哪漂，无论漂多
远，家乡都在那里。遥远的距离割不断思乡之情，生
活的忙迫忘不了思乡之情，夜以继日的拼搏延续着思
乡之情。思乡是什么？最有质感的表达就是“妈妈的
味道”！记忆可在味觉中寻找，“妈妈的味道”就是家
乡的味道。面条，有祝寿时的长寿面，团圆时的团圆
面之说。饺子，讲究春节守岁时包，辞岁时吃。因
而，民间有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
面等习俗。不论是面条还是饺子，将思念故乡之情、
宽慰思乡之情，物化、具体化成一碗面、一碗饺子，
总是聊胜于无！

观看《又见平遥》时，拍了一些照片。整理照片
时，边看边回想当时的场景，不觉得又想到前一段观
看抻面大师的绝技表演。一团面，抻得细如毛发，打
火机可以点燃；一团面，可以吹成气球，几可飘在空
中。清清白白一捧面，软软和和一团面，简简单单一
碗面，可以如此神奇，可以歌之舞之，可以寄托相
思。于是，随手写下四句感慨，以为题记：

面为粮中王，百变滋味长。
身居千里外，一碗慰思乡。

那一场“面秀”
未央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
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
制度，人民政协要为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
条件。”一直以来，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
的周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
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
商，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
量。朱永新 《协商的力量》 一书，
就以作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
党派成员的履职纪实，讲述中国协

商民主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生动实践。

当我看到 《协商的力量》 书讯
时 ， 首 先 引 起 我 共 鸣 的 是 这 个 书
名。这些年研究人民政协成立的历
史，我感悟最深的就是“协商具有
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
人民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为建
立新中国凝聚了广泛共识，为建设
新中国厚植了思想政治基础。

上世纪 50 年代末，时任全国政
协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开创人民政
协文史资料工作。从那以来，历届
政协委员以亲历、亲见、亲闻的方
式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记录中国社会变
革发展的非凡历程，留存许多值得
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切实
发 挥 了 “ 存 史 、 资 政 、 团 结 、 育
人”的重要作用。

我们常说，论从史出。《协商的
力量》 以第一视角真实、具体、生
动地记录时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全书通过“‘两会’手记”“提
案 与 信 息 ”“ 调 研 手 记 ”“ 参 政 之
声”“议政网事”等篇章，讲述作者
在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实践、
观察与思考。无论是会议、调研、
提案，还是日记、手记，都呈现了
作者所见证和参与的政治协商活动
的具体细节，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我
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运作的过
程，真切感受协商的力量、民主的
力量。比如 《黄炎培日记》《叶圣陶
日记》《宋云彬日记》 等当事人的即
时 记 载 ， 能 让 我 们 穿 越 历 史 的 天
空，置身于在场的瞬间。尤其是黄
炎培等重要民主人士的日记，记录
了中共中央到达北平当晚在颐和园
益寿堂的夜宴、作为毛泽东在双清
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他们之间的谈话
等，细节性地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的“生长”。透过他们的日记及
对事件、人物的点评，人民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协商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和副主席名单、研究 《共同
纲领》、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等一
幕幕，跃然在我们面前。

全国“两会”在我国政治生活
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作者记录政协委员们在政协会
议上围绕“国之大者”和民之关切
建真言献实策、共商国是、互动交
流的场景。这些场景有形、有感、
有温度、有力量，是民主运行细节
的鲜活再现，以直观可感的方式增
进读者对人民政协的认知。作者的
实录，尤其是“两会手记”，这种政
协委员的记录，不仅增进了民众对
人民政协制度的认知，更用一种直
观 可 感 的 方 式 拉 近 他 们 与 政 协 的
距离。

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
督 中 建 诤 言 ， 在 政 党 协 商 中 献 良
策 ， 是 各 民 主 党 派 的 重 要 使 命 职
责。围绕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这项艰
巨 复 杂 的 战 略 工 程 ， 2021 年 6 月
起 ， 中 央 统 战 部 和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生态环境部共同牵头，支持各
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为
期 5 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
督工作。作者在参与民主监督的过
程中，留下了翔实的调研手记，记
述这项民主监督活动的立意、项目
启动会、实地调研、与有关省市党
委 和 政 府 开 展 协 商 座 谈 等 具 体 过
程。从中可以看到，正是通过灵活
高效地开展工作，才能形成高质量
的 监 督 成 果 ， 为 党 和 政 府 科 学 决
策、有效施策提供重要参考，从而
更好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更
大成效。

敏锐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
性的好建议、写好提案，是政协委
员的基本功，也是履职能力的集中
体现。作者指出：“没有调查研究，
没有长期聚焦，没有把专业意见转
化为政策选项的能力，是不可能拿
出高品质提案的。”教育是作者长期
从事和关注的事业。透过书中“提
案与信息”一章，可以看到，作者
的提案、信息大多与教育相关，内
容涉及民办教育、课程改革、全民
阅读、未成年人关怀、盲文书籍出
版、涉外人才培养等。教育成为作
者工作和履职的主色调，也体现了
作者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协助党和
政府促进民生改善、增进人民福祉
的责任担当。

如何理解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如何有血有肉地呈现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鲜活实践，这是重要课题。《协
商的力量》 从一个微观视角反映当
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展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的运作，让我们看到政协委员们把
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认真履行职责的身影。新时代新征
程，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
凝聚起来，也需要有更多作品记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和进步，用智慧和行动讲好中国新
型政党制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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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恩 来 总 理 是 国 际 公 认 的 政 治 家 、 外
交家。

他的人格魅力，能让他的敌人也对他肃
然起敬。

他 的 气 质 风 度 ， 能 让 男 女 老 少 都 尊 为
楷模。

他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精神，感天动地，永垂不朽！

当年周总理去世时，我还在上中学，诗
人柯岩的那首长诗 《周总理，你在哪里》，混
合泪水，镌刻在我的心底。只要看到周总理
的图像或者文字，我脑海里立马涌现出 《周
总理，你在哪里》 这首诗。

周总理一生无子无女。周秉德大姐，是
总理的长侄女，从 12 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周
总理身边，几乎就是亲闺女一样。

有关周总理的各类书籍很多，我也读了
不少。周秉德大姐的这本 《我的伯父伯母
周恩来邓颖超》，是她在阅尽人间冷暖的晚
年，对伯父伯母的追忆。

这 本 书 有 别 于 许 多 专 家 写 的 周 总 理 传
记，也有别于周秉德大姐自己以往的著述。

书中以周总理为主线，串联起周总理苦
难的童年和复杂的家族，有许多鲜为人知的

细节和图片。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以亲身所见
所闻，描写周总理、邓颖超的日常生活，展现
周总理独特的夫妻之情、父子之情、兄弟之
情，字里行间充满着亲情的温暖和做人的风范。

书中有周总理在众人面前亲自给邓颖超胸
前插花的照片；有周总理戴着围裙亲自下厨为
其六叔做菜祝寿的细节：一道是绍兴梅干菜烧
肉，一道是淮扬清炖狮子头；书中还有周秉德
自己跑到毛主席家吃饭，还拿着本子让毛主席
给他题字等有趣小故事。书中还披露了周家的
治家格言：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
怒，周家儿孙不知求。

书中不少地方读来令人落泪：
周总理的父亲为人忠厚，不善言辞，当过

小职员、当过学校门房，收入微薄，难以养
家，周总理母亲去世，无钱办丧事，一直拖了
多年，才攒够丧葬费，使夫人安葬入土。

如此胆小老实的父亲，1927 年得知自己大
儿子在上海闹革命面临杀头风险时，却悄悄潜
入上海，一直陪着自己的大儿子，还做了一些
秘密交通联络工作，直到儿子离开上海到武汉。

1931 年 2 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革
命，周总理又面临危险，他的老父亲又一次悄
悄跑来上海，尽力掩护儿子。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周 总 理 家 乡 淮 安 县 委 来
人，说他们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再不修就要
倒塌。

周总理告诉他们：“院子里的住户不需搬
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出生和住过的房子，
要塌就让它塌掉，塌平了最好，不得翻盖维
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
平生最不赞成的就是封建主义那一套：衣锦还

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
不仅如此，连自己的长辈、弟弟，要回去

看看故居，也被周总理劝阻：“你想想，如果你
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
着要给地方同志添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
必去做呢？”

周秉德的父亲是在内务部工作，因病无法
上班。周总理就亲自交代部长曾山给弟弟提前
办退休手续，曾山拖延了一段时间，周总理就
批评督促尽快办。弟弟退休，收入少，生活困
难，周总理就把弟弟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
养育。

周总理幼年丧母，他的八婶早年曾经照顾
他们兄弟。周总理除了接八婶来北京住一段，
还明确告诉淮安县政府：八婶的生活今后由我
来照顾，县政府不要再管了。他一直用自己的
工资为八婶养老送终。

周 总 理 身 边 工 作 人 员 记 录 ： 周 总 理 工 资
400.80 元，邓颖超工资 347.50 元，从 1958 年起
到周总理去世的 1976 年，工资累计收入不足 17
万元，而他们夫妇拿出 4 万多元补助亲友和身
边工作人员，占了他们收入的 1/4。

书中还披露了周总理、邓颖超三个干女儿
的悲惨身世：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杨梅，
小小年纪就与父母乘飞机时遇难；一个是周总
理南开同学谌志笃的女儿谌曼里，在延安时下
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一个是孙维
世 ，“ 文 革 ” 时 猝 死 于 监 狱 。 邓 颖 超 伤 感 地
说：“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
呀！”

作者还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周总理几次召开
家庭会议的过程和内容，并附有周总理痛说家
史、痛批封建和要求家族子弟过“五关”的讲
话记录。

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欢笑与泪水，
无尽的思念，都在书中游荡……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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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艺文丛谈艺文丛谈书苑笔谈书苑笔谈

《协商的力量》

上世纪 50 年代末，时任全国
政协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开创人
民 政 协 文 史 资 料 工 作 。 从 那 以
来 ， 历 届 政 协 委 员 以 亲 历 、 亲
见、亲闻的方式记述重要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和层
面记录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非凡
历程，留存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
经 验 和 有 益 启 示 ， 切 实 发 挥 了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
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