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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枫酒红霜枫酒红

北朝乐府作品《木兰辞》中有这样的
诗句，“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
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
霍向猪羊。”

简短的诗句，可以看出北魏时代的
军户家庭还是不缺乏猪和羊的，有亲人
从战场凯旋或者宾朋到来，要杀猪宰羊
大快朵颐庆祝一番。

北魏是拓跋鲜卑在中国北方建立的
政权，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七
月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
迁都洛阳。北魏在大同建都 97 年之久，
史称“北魏平城时代”。这一时期，大同
及周边地区冠盖云集，人口繁兹。后世
在城乡建设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
北魏平城时代的墓葬，其中与时人饮食
有关的文物、壁画就有不少，从庖厨炊作
到杀羊汲水等，用图像生动地反映了公
元 5世纪大同地区的饮食文化。

考古证明，青铜时代，游牧民族开始
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出现，虽然不断与
农耕民族交流融合，但是二者的饮食文
化迥异，游牧民族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农
耕民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当游牧民族
进入农耕民族的地域和文化圈后，也会
改变自己的生业模式、文化习俗。当然，
游牧民族在汉化的进程中会一定程度上
保存原来的饮食习惯。公元 5 世纪，大同
地区北魏先民的食物结构尽管受到农耕
文化的强烈影响，但畜牧文明特点依然
明显。

拓跋鲜卑旧俗多食肉、酪。尤其是
建立政权以前，长期过着“畜牧迁徙，射
猎为业”的游牧生活，肉食是基本食品。
立国之后，政府意识到定居及农耕对于
稳定政权、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历代皇

帝都大力推行汉化，发展农业，但食肉饮
酪、穿皮着毳的习俗仍在延续。

《北史》形容北魏大臣郑羲吝啬，“人
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脔肉，而西门受羊
酒，东门沽卖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习俗以羊酒为礼、脔肉为酬，说明肉食在
北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
研究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
制时，农牧经济基本还处于平行发展的
阶段。也就是说，此时畜牧经济依然在
社会生活占有一定优势。

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庖厨器具模型
展品和北魏墓葬壁画庖厨场景图，生动
地反映了公元 5 世纪的生活。北魏砖室
墓中出土造型小巧的庖厨器具模型，包
括用于贮存粮食的陶仓、汲水的陶井（有
的搭配汲水小陶桶）、舂米的陶碓、磨面
的陶磨以及烧火的陶灶，少数墓葬中还
出土了脱粒所用的陶簸箕模型。从这些
器物组合中则可以看出，农耕文化饮食
在不断进入拓跋鲜卑人的生活中，民族
融合在不断推进。

大同市平城区沙岭的一处北魏墓葬
中，墓室残留的漆皮画描绘了生活中的
厨房、小院、后屋。厨房内以黑线勾绘灶
台，灶上有一甑，一人向炉膛内添柴，一
人站在灶旁看向甑内，甑内应该正在蒸
制食物。院子中间的草地上放着一个双
耳折腹大釜，釜内盛满红色液体，可能是
羹汤；画面左侧一人跪坐于小案前可能
在案上揉面或放置食物，还有一人高举
大斧砍柴。画面上还有一口水井，井架
上有辘轳，有一人正拉动绳索汲水。

这 处 墓 葬 墓 室 壁 画 还 有 郊 游 宴 饮
图，画面上有车辆、毡帐以及庖厨备宴场
景。庖厨图壁画里，有两人正在杀羊，羊
头长着盘角，身躯硕大，一个人右膝压住

羊的右前腿，右手提起羊的左前腿；另一
个人左手按住羊的左后腿，双腿压住羊
的右后腿，右手将一把刀插入羊腹，下
有一盆盛接羊血。这幅“宰羊图”上描
绘 的 或 许 是 在 为 烹 制 貊 炙 而 做 准 备 。

“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
貊之为也。”貊炙就是烤全羊或烤全牛，

“胡人团团围坐，各自用刀，随意边烤边
吃”。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或许是要割
取羊肉制作肉串，因为壁画上也有串好
待烤的肉串。

历史的镜像生动地说明，公元 5 世纪
大同地区食肉饮酪之风依然盛行，不过
农耕文明的居住、烹饪方式已经进入拓
跋鲜卑人的生活。与此同时，游牧民族
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也影响着汉族人的
生活，牛羊肉逐步成为多个民族都喜欢
的食材，而且食用方式也多有相同。

随着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推进，
尤其是均田制、三长制与新租调制的实
施，农耕经济成为北魏最重要的经济成
分，拓跋鲜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化，谷、米逐渐成为主要食粮。到了北魏
末年，农业官员贾思勰写出专著《齐民要
术》。书里搜集了许多北朝的食谱，有些
甚至流传至今，例如烤乳猪、羊肉香肠、
胡饼、腌菜等。结合《木兰辞》中突出“磨
刀霍霍向猪羊”，而没有点到谷、米等，或
可说明当时的民族迁徙促进了农牧业的
发展，肉类食品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人
们的饮食结构趋向更加合理。

木兰时代木兰时代，，人们爱吃什么人们爱吃什么

“文化大篷车来了！”在宁夏，载着演
出人员和设备的车辆驶进村庄，总能受
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从 1984 年宁夏话剧
团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黄土高原的
山川梁峁，40 年来，送戏下乡的“文化大
篷车”已更新了五代，行驶上百万公里，
流动演出 9000 余场次，源源不断将精彩
的文艺表演送到田野乡间。

送戏下乡历史悠久，直到现在仍在
文化惠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的兴起，农民获取文
化资源的途径更多了，但送戏下乡仍然
以其现场感、完整度、互动性受到农民朋
友喜爱。一出出好戏，为老百姓送去“文
化大餐”，不断充盈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从《苏三起解》《霸王别姬》等传统京剧名
段，到《梳妆迎亲》《寿州救驾》等经典秦
腔剧目，再到结合现实排演的《闽宁镇移
民之歌》等话剧，在乡村大戏台上，好作
品滋润农民心田，让文化的魅力在广袤
乡村绽放。

送戏下乡，送的是文化和审美体验，
也送去成风化人的力量。比如，山东省
荣成市组织剧团演出小品《文明家园》，
深入农村宣传信用的重要性，演出达 400
多场次，让“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的理念
更好地走进农民心中。许多剧目贴近农
民生活、契合农民需求，涵盖普及科学知
识、弘扬法治理念、推动移风易俗、发展
乡村产业等方面内容，戏剧的实用性和
功能性得以充分发挥，有利于提振农民
精气神、孕育农村社会好风尚。

通过多年的发展，送戏下乡已不止
于“送”，更播撒了一颗颗文艺的种子。
宁夏京剧院的“文化大篷车”走乡串户，
吸引了一些小戏迷学京剧，如今成长为
青年演员的他们又成了送戏下乡的中坚
力量。近来，山东吕剧、湖南本地汉戏、
湖 北 地 花 鼓 等 一 批 地 方 小 戏“ 送 戏 进
城”，背后离不开专业剧团对农村剧团

“手拉手”“结对子”的悉心指导培训。从
“送文化”到“种文化”，送戏下乡有效启

发文化交流，形成了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的新引擎。

也要看到，推动文化建设成果更好
惠及广大农民，送戏下乡还有广阔发力
空间。今年 3 月，山东省济宁市一场送戏
下乡活动采用“群众点单，你点我演”的
方式，将文化服务的“遥控器”递到村民
手里，演出效果很好。这启示我们，弄清
农民想看什么戏、创作农民爱看的戏，送
戏下乡才能真正送到百姓心坎上。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送戏下乡是重要抓手。把戏送到哪、什
么时间送、怎么送，都值得花心思细细研
究。向脱贫地区、革命老区倾斜，重点围
绕经贸活动、文旅场所、节庆庙会送戏，
尽量安排在节假日和晚上，错开农忙、自
然灾害时段，这样的安排更立足实际。
文化主管部门加强统筹、创新方法，落实
奖励激励措施，在文艺团体与农民群众
之间牵好线、搭好桥，周到安排、细致保
障，才能让更多农民群众在家门口看上
戏、看好戏。

持续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坚持剧目
创作精品化、提升内容供给精准度、扩大
受众人群覆盖面，定会有更多好戏在乡
村舞台唱响，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起深
厚的精神力量。 据《人民日报》

重温革命历史，感受峥嵘岁月，让人
热血沸腾。“七一”前后，话剧《延水谣》

《向延安》《三湾，那一夜》、歌剧《长征》、
京剧《江姐》、音乐剧《觉醒年代》等一大
批红色题材戏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
其中，仅国家大剧院在“七一”前后就安
排红色主题演出 9 台 21 场演出，部分演
出一票难求。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红色戏剧作品
脱颖而出，它们凭借跌宕起伏的情节、生
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波澜壮阔的历史情
境，让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沉浸其中，产
生情感共鸣。虽然它们在舞台综合呈现
上具有差异性，但在与年轻观众实现“双
向奔赴”方面颇具共同点：

一是突出人情人性，让人物有血有
肉，真正走进观众心里。

在戏剧的舞台上塑造英雄形象、弘
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脉，理所当然是
戏剧人的神圣职责，对于正处于成长期
的青年观众群体来说尤为重要。但需明
确的是，只有更多地关注人性情感、重视
审美功能，方能让红色题材戏剧的人物
更好地走到观众的心里。比如，获第 16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碗碗
腔现代剧《骄杨之恋》，就将杨开慧的光
辉形象塑造得非常感人。

二是代入感强烈，让观众走进剧情，
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

不少优秀之作把主人公的困惑、不
解和矛盾作为戏剧冲突呈现，让观众情
不自禁地进入剧情去作抉择，拉近了戏
剧与观众的距离。比如，在话剧《延水
谣》中，青年林逸萍因奔赴延安路遇艰辛
产生过动摇，在经历抗战一线的磨炼后，
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文艺战士，反映了人
物在革命情景下的“蝶变”。

三是强调当下性，让作品拥抱时代，
与新时代的年轻人同频共振。

优秀的剧目能以其跨越时间的魅
力，吸引年轻一代的目光。优秀的红色
戏剧作品不仅丰富着年轻人的文化生
活，更在精神层面上给予他们成长的滋
养。对于善于求新求变的年轻观众群
体，在艺术表现形式、传播及观演方式上
的创新同样不可或缺。希望能涌现出更
多的优秀之作，在赓续红色血脉、拓宽年
轻人视野的同时，更为其成长之路指引
方向、增添色彩。

据《中国文化报》

送好戏到农民家门口

让红色题材剧
走近年轻观众

京剧《江姐》剧照

扫码看
相关内容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