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情感对话
——评援藏歌曲MV《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 余大中

原原创乐评

近日，长江大学与湖北省援藏工作队携手打造的援
藏歌曲MV《我爱这辽阔的地方》震撼发布，宛如一阵温
暖而有力的风，迅速在各大平台掀起热潮，引发广泛关注
与强烈反响。

歌曲《我爱这辽阔的地方》创作于 2021年，由李修
武、许晓宏策划，贺云松作词，傅小草作曲并演唱。这次，
在长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许晓宏教授的谋划下，长江大学
艺术学院傅小草博士和湖北省援藏工作队共同创作，以
MV形式正式对外发布。

这支MV以长江大学援藏工作为脉络，巧妙地串联
起多元的元素与情感。其创作视角独特，邀请了汉族、藏
族及留学生共同参与录制，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各民族以
及不同国家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仅是一首
歌曲的呈现，更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民族和跨越国界的
情感对话。

非洲加纳女孩茜卡的故事在其中熠熠生辉。怀揣着
对中医的憧憬踏入长江大学的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感
受到热情友善，更被学校援藏工作队的事迹深深打动。
这支涵盖农学、医学、地质等多领域的队伍，在西藏山南
地区默默耕耘，奉献青春与汗水。茜卡，这位热爱唱歌的

留学生，以她独特的视角和动人的歌声，将自己所见证的
中国故事传递出去。她的歌声成为一座桥梁，连接着中
国与世界，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援藏工作背后的付出与
深情。

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合唱这首湖北对口援藏
的原创歌曲，画面和谐而美好。这一歌唱场景，是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它打破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
让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音乐而相聚，在共同
的旋律中感受彼此的情感，增进相互的理解与认同。外国
留学生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全世界人民能够
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中，实现美美与共。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这首歌曲MV的传播，不仅仅
是一次文化艺术的展示，更是一次价值观的传递。它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援藏工作中所秉持的团结、互助、共享
的理念，以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通
过音乐这一跨越语言障碍的通用表达方式，中国向世界
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让更多的人认识
到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
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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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温柔的阳光洒下，图书馆的一角静谧得仿佛隔
绝了尘世的喧嚣。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图书馆只剩下
我、书页、阳光，还有这群闪耀的尘埃，共同沉浸在这微小
而又壮丽的生命之舞中。

记得某一期的《典籍里的中国》节目里，光影交错的
舞台上，明亮的灯光聚焦于修复师手中的明代刻本《永乐
大典》。那是一卷饱经岁月风霜的古籍。修复师神情专
注，执起柔软的羊毫软刷，轻轻一挑，纸面上的尘埃簌簌
落下，最终洒落在特制的滤纸之上，铺展成星云般的纹
路。镜头切换，显微镜下的霉斑，静静地蛰伏在纸页间。
墨迹的断裂处，在紫光灯下浮现出幽蓝的微光。此刻，我
深深感到，那细碎的尘粒不再是腐朽的象征，而是历史的
低语，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

在生命的低谷中，尘埃成了奋斗的缩影。电影《当幸
福来敲门》中，狭小的洗手间内，昏暗的灯光眏在凌乱铺
满卫生纸的地面，克里斯背靠冰凉的墙面，右脚用力抵住
被人粗暴敲响的门板，双手轻轻地捂住儿子的耳朵，试图
隔绝着来自门外的喧嚣。他低头凝视着熟睡的儿子，皱
纹深刻的脸上写满疲惫与无奈。抬头瞬间，眼泪无声滑
落。那一刻，他如同尘埃般卑微渺小。然而，尘埃终究不
会永远沉寂。克里斯迎着困苦与风雨，拼尽全力奔跑，最
终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尘埃微小，它们游弋在阳光中，舞动在历史里，挣扎
于低谷期，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韧性与壮丽，诠释
着微小生命的不朽诗意。

作家史铁生的事迹家喻户晓，可他的爱情故事，却并
不广为流传。他去世后，妻子陈希米用写作消解痛苦和
想念。她在《让“死”活下去》一书的字里行间记录着他们
的点点滴滴，探讨生死、爱情、诚实、孤独、时间、永恒、生
存等一系列的主题。史铁生就像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安
静倾听。那些独自低语与时空对话，勾勒出动人的爱情
模样。

耀眼的爱，是那样的不同凡响。史铁生夫妇从相识
到相知、相恋、相守，始终低调、谦和，从不炒作，尽力保持
私人生活的独立和完整，也鲜有新闻报道。但史铁生却
在2008年突然把写给陈希米的情诗拿出来发表，高调示
爱。陈希米回忆，铁生将情诗拿给她看。她当时只是和
看平常文字一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来才意识到，史
铁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要向全世界炫耀这爱情的
模样；他想要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优秀的妻子；他
要给她不同凡响的爱。

默契的爱，是那样的让彼此舒适。史铁生走后，陈希米
前前后后忙碌着，在选骨灰盒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发
表意见。陈希米回头想要问问史铁生的想法，这一扭头，
才发现，他真的离开了。在此之前，他们永远是一起决定
一切事，几乎总是意见一致、观念相同。他们总是知足常
乐，共同决定不买大房子不还房贷，不评职称不做官，不
挣大钱，不得大奖。赚的钱，足够买书，能在可口的馆子
招待朋友，还有能力帮助有困难的亲友即可。有商有量，
观念相和，他们永远都那么的契合，连精神和灵魂都彼此
连接。

无限的爱，塑造永恒的彼此。在德国时，陈希米和
史铁生都看中一款黑森林布谷鸟咕咕钟，但因为觉得太
贵了，一直没有买下来。史铁生走后，孤身一人的陈希米
决定动身前往去将它买回家。她带上王安忆从日本带给
史铁生的漂亮小木盒子一起出发，还盛上了一些骨灰，就
像和史铁生一起出发。咕咕钟买回来后，滴滴答答地响
着，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在时间的循环中交织。陈希米
从不去刻意校准这只咕咕钟，她想让这钟的时间和这个
世界的时间不同。如此，便拥有了一份是只属于她和史
铁生的时间。死是永远，人走了，从此不能在场；但爱也
是永远，因为他们足够相爱，便能永远在场。

史铁生和陈希米的爱情跨越了生活的琐碎与重压，
超越了生命的活着与死去，就像彼此生命旅程中的光，
用勇气和真诚书写深厚而质朴的故事。他们在每天的
柴米油盐间，探寻什么是爱；用全部生命的维度，诠释爱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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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翻开丰子恺的《闲居》，被他那简单有趣的生活
往事所感动。在书页的翻动间，我仿佛走进了丰子恺的
书房。他站在书房里，不停地更换书架和桌椅的位置。
它们在他的眼中仿佛成了艺术品，整个房间像一幅不断
变化的画。他从墙上摘下自鸣钟，用颜料和画笔为它涂
上天蓝色，又在其上画了几支翠绿的柳枝。看着他往后
退了两步，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情。不一会儿，两只小燕
子跃然纸上，丰子恺缓慢地将它们粘上钟面，让它们随着
时针和分针摆动。看着这幅生动的油画，他高兴得不停
点头。在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这就是他喜欢的生活，
感受每一个当下，在简陋的书房里，享受简单的快乐,要
在每个细节中找到乐趣与满足。

正如丰子恺那样，我也喜欢在生活的小细节中寻找
乐趣。一个闲暇的周末，我给自己包了几个香菇馅料的
饺子。一个个白胖胖的饺子，形状多种多样，有柳叶形、
元宝形、月牙形等，看上去整齐美观，仿佛一排排小巧的
艺术品。看到自己亲手包好的各种形状的饺子排满盘
子，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饺子煮熟后，厨房散发出浓
郁的香菇香气，十分诱人。闻着这浓郁的香气，我迫不及
待地夹起一个品尝。咬下去的那一刻，香菇的鲜美，饺子
皮的柔嫩在嘴里绽放，多汁鲜香，皮薄有嚼劲，满口留
香。尝到饺子的美味，我的内心充盈着幸福。每一口都
带来无比的满足感。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消散
了。原来，幸福就藏在这一个个用心制作的饺子里。

简单的生活最温馨惬意，如一盘外形精致的饺子，静
静等待火焰的升华；如五彩斑斓的泡泡，在阳光下闪烁着
美丽的光芒；亦如丰子恺精心布置的书房，每一处细节散
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都是平淡岁月中美好的点缀。巧
用心思，日子便能有声有色，只要用心去感受，便会充满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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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缘起
1560年2月，袁宗道出生于公安县长安里桂花台；

同年5月，曾可前出生于石首喻家碑黄泥湖畔，两地相
隔不过80余里。八年后的1568年12月，袁宏道在桂
花台荷叶山房降生，又过了两年，也是5月，袁小修来
到人间。

地灵人杰的公安、石首，就这样诞生了中国晚明
史上灿烂的文学群星。

相距不远，又是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曾可前和
袁氏兄弟是否年少时就声气相通、结社吟诗、观花走
马呢？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证明曾可前与
袁宗道有过交往。

身为袁家的长子，袁宗道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潜
心读书、参加科考，10岁时即能作诗，27岁进士及第，
此后便入朝为官，一路顺遂，直至担任东宫詹事府詹
事，不幸于1600年在任上去世。

此时，袁宏道也已33岁，他25岁进士中榜，当过
吴县县令、国子监助教，刚刚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
事，兄逝，他即以病由告假还乡。

1601年，返乡的袁宏道在公安县城南买下 300
亩洼地，种下万株柳树，修筑柳浪馆，他将在这里悠然
度过六年时光。而曾可前42岁，一生的功名前程才
刚刚起步。他远赴京城，高中辛丑科一甲第三名，始
任翰林院编修，专职纂修国史。石首县次年便为曾可
前在绣林山下修建“探花第”，他是石首历史上唯一一
个考中探花的进士。

1604年，曾可前担任会试同考官，笔下圈点皆为
名士俊才，官场顺遂，他却以父亲年事已高为由，请假
归养，也回到了石首。

就在这一年，袁宏道在柳浪馆为曾可前的文集作
序，即《叙曾太史集》。这似乎是袁宏道与曾可前以文
相交的第一次明确记载。

从时间脉络上看，1604年之前，三袁兄弟早早在
外为官、游历，曾可前久居石首苦读经史子集，等到他
功成名就来到京城，二袁一个已去世，一个已返乡，遗
憾完美错过，他们密切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诗
词唱和和尺牍往返的记录。

当然，自袁宗道起，“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
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早已声名远扬，追随者众
多，作为荆州同乡，又有邻县之谊，“力主革新，反对复
古”，彼此遥相呼应肯定是少不了的。

那作为“公安派”中晚期重要人物之一的曾可前
与核心领袖袁宏道的第一次见面究竟是什么时候
呢？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见面？袁宏道没有详细记载，
曾可前《石柟馆集》《且孺堂集》已散佚，只有书名，更
找不到只言片语。

尽管这样，接下来的三年，袁宏道闲住公安柳浪
馆，曾可前安居石首探花第，是他们往来频繁、情深谊
厚的黄金三年。

柳浪雅聚
《叙曾太史集》中，袁宏道先明确写出在一片反对

讥嘲声中，曾可前对自己文章和主张的极力推崇，他
说：“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时诸君子所脍
炙者，谬以为非，遂欲去同取独，世争笑之，而退如曾
太史，独以为近古，过相印许。”

他反问道：“我和曾退如，向来并非亲密无间，难
道是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特别的志趣相投之处吗？”

接着，袁宏道将曾可前的诗文与自己相比，不惜
自贬，大力推许，称他的诗“清新微婉，不以亻隽伤其气，
不以法挠其才；而余诗多刻露之病。”又赞：“其为文高
古秀逸，力追作者。”充分肯定曾可前诗文的独特风
格，认为他的文章清新自然、委婉细腻，洒脱质朴，饶
有古意。

“此余与退如之气类也。”袁宏道肯定地说。
而今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袁宏道和曾可前之间志

同道合、亲密友谊的“定情之作”。
1605年，曾可前与袁宏道诗歌唱和，书信往返，

还同游二圣寺，到访柳浪馆，由文友而成知交。
袁宏道曾在诗中想象曾可前回石首后的诗意生

活：“花前白帢新云气，枕底青山旧日光。竹影侵溪朝
洗研，柳梢披雨夜焚香。”赏花、高卧、观竹、洗砚、听
雨、焚香，每一样都是雅事，每一件都是修行，这也应
是作者的自况。既然如此，何不相聚？

寒食节前，曾可前寄信给袁宏道，告知他节日时
要来拜访。袁宏道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回复：“湖上
腰如许，那能不系人。到门青李贴，屈指永和辰。筍

蕨抽蔘嫩，旗枪战火新。云山无处少，只少自由身。”
他一收到信，就开始期待，屈指计算客人到来的

日子，想象着此次相聚如同王羲之兰亭雅聚一般。
竹笋和蕨菜已抽出嫩芽，今春的新茶也焕发出勃勃
生机，届时便可用这些来招待客人，其欣喜之情溢于
言表。

寒食节时，曾可前果然从石首乘船而来，到访公
安。他们一同游览了斗湖堤东的二圣寺，当晚二人在
寺中居住，次日又到柳浪馆做客，并且约定同游三峡。

主宾之间是否尽兴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二圣
寺，两人几乎彻夜长谈，月光洒在身上，须眉仿佛都被
淡化了，直至“话到钟沉呗冷时”，仍舍不得去睡。世
间能寻得这样的对谈者，实在是一件幸福之事。同
样，在柳浪馆，他们沉浸于碧柳依依、绿草茵茵的美景
之中，聆听啁啾鸟鸣，不拘形式，悠然自在地度过了快
乐时光，唯有志趣相投之人才能如此契合呀。

故而，袁宏道发自内心地吟出“绿水携来寻和者，
白云收去赠相知”，表达了此时此刻得遇良友的欣喜
之情。

拜访结束，曾可前棹返石首时，遇到了瓢泼大雨，
于是将船停到江岸边，住到附近的杨上舍家。他专门
派人冒雨送一副卷册给袁宏道观看，想必这是难得一
见的好卷轴，才会如此急于分享。

似乎从这一次开始，袁宏道和曾可前便成了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例如，他们之间能够自然地分享私
事。曾可前虽不大热衷功名利禄，却好像喜爱美女，
新纳了一个小姬，此女不仅美丽动人，还擅长书法。
袁宏道听闻后，立即写诗写信去祝贺,接着连用几个
典故夸他找到好女子。

想象得出袁宏道一脸坏笑的表情，两人的形象立
即变得立体起来，为文之活泼诙谐可见一斑，果然真
性情。

这一次，曾可前到访柳浪馆也与袁中道相见，相
与唱和，拉开两人深厚友谊的序幕。

如切如磋
1606年 5月 12日左右，曾可前与雷思霈一起访

仙归来，再次游公安，造访柳浪馆。
雷思霈是宜昌人，他曾经与曾可前同校张居正的

《张太岳集》，是同事也是好友。
他的诗文创作理论与袁宏道一脉相承，主张为文

应当“言人之所欲言 ，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
敢言”。这一次，袁氏兄弟加上曾可前、雷思霈，众人

“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吟诗唱和，算是“公安派”
重要人物在公安的一次难得的雅聚。

袁宏道居柳浪馆六年，似乎闲暇甚多，但他并没
有懒散度日，恰好在这段半隐居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
的文学创作，刊印两部著作，即《瓶花斋集》《潇碧堂
集》。曾可前、雷思霈应该是这两本文集的首批读者
之一，他们分别为这两本文集作序。

曾可前《瓶花斋集序》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措辞
简洁却极具张力。

文中说：“袁宏道的文章，师从的是秦、汉之风，诗
则学老杜。文乍看好像无一字不形似苏轼，又无一个
字是苏轼，完全融会贯通，自出新意，随处耳目，俱可
书诵，就像苏轼的文章出自于秦汉一样。袁宏道作诗
自出机轴，看似杂糅了贺奇、仝僻、郊寒、岛瘦、元轻、
白俗等多样风格，实则这些特质在杜甫诗中亦有迹可
循。他对俗儒片面解读杜甫之举深感不满，于是深入
钻研杜甫诗作，凭借独特的创作手法匡正时弊。”

总而言之，曾可前在这篇文章里给予袁宏道的诗
文极高赞誉，为袁宏道的独特的文学主张在文坛的传
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袁宏道也迅速对这篇《瓶花斋集序》予以回
应：“瓶花序极佳，发前人所未发。”“如此等作，自是
不朽文字。”

不过，袁宏道觉得其中有些许可供商榷之处，需
略作修改，他亲自动笔改妥后，还随信附上文章，以便
与曾可前继续深入探讨。

正因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之间的文学
交流才这般真挚恳切、毫无保留，可以说是彼此欣赏、
相互砥砺。

这一年，袁宏道与曾可前另有四首唱和诗，每一
首都清新秀丽、情真意切。

北京聚首
1606年秋，袁宏道假期已满，回京复官。
据《石首县志》载，曾可前“1604年归养，达三年之

久，在父亲劝说下，他勉强赴京，不久竟致仕而还。”那
就是说，曾可前也大约在1607年来到北京，居住在憨
园，虽然时间短暂，得以与袁宏道同朝为官。

在异乡，即使公务繁忙，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更
为密切。

清明节，两人与友人一同陪祀京北昌平。
袁宏道拜访憨园。憨园最大的特点就是书多，各

种各样古老的书籍藏在那里，任由蠹鱼在其中栖息。
而古树参天的庭院里，艳丽的鲜花正在开放，呢喃的
燕子在轻声细语，侍儿浑沌，稚子沉酣。住在这里的
人，心里该是多么宁静，世俗的巧诈远去，对逝去的一
切坦然对待，即使昙花一现般的美好也要追寻。

他们还一同前往净土庵游览，这座庵堂住持是
曾经桂林渚的宫人，庵堂装饰低调而朴素，有空灵
清幽之美。

四月的某一天，是曾可前父亲70岁生日，袁宏道
写《寿曾太史封公七十序》。文章开头说：“曾退如太
史，与余同臭味，肝胆齿颊，若共有之，谬自以为元、
白、欧、梅不啻也。”这是对两人友情高度认可，然而话
锋一转，“而论仙宗一事，独与余稍异。”于是洋洋洒洒
地讨论动与静、养生与求仙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见
解，曾可前经过长期思考后，表示袁宏道说得有理。

曾可前五月十二生辰，这是袁宏道连续两年为曾
可前生辰赠诗。“竹树森疏翠绕身，与君连日坐花茵。”
他们在一起聚会，轻松自在，一起看世上美好的事物，
不用去追求做神仙，那样挺麻烦，对简单事物的欣赏
和内心的宁静才是至理。

袁宏道还和曾可前一起重访城西崇国寺葡萄园，
这应是“公安派”的发祥地。十年前，袁宏道在北京期
间，得以博览公家藏书，与黄辉、江盈科及兄长袁宗
道、弟弟袁中道等人一起组建“蒲桃社”，定期于崇国
寺品评诗文，在交流切磋中不断修正自身创作理念，
自成一派，蔚然成风，何等兴盛和高迈。

如今，人事已杳，只留下衰败的园区，令人伤感，
但“不放云烟渺漠，焉知鸿鹄能飞。”

可同乐，亦可互相倾诉苦恼，表达忧国忧民之心。
这一年，北京有段时间应该是连日暴雨，大家都

躲在府中不能出门，袁宏道至少写了八首苦雨诗答曾
可前，互致关切和问候。

七月初六这一日，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大水漫
城，袁宏道写道：“霆轰电射不终朝，何事阴淫怒不
消。楼上女儿齐浣屧，宫中铜狄尽浮腰。汉官着笠趋
龙尾，河鼓张油度鹊桥。大道狭斜俱眼底，那堪十户
九萧条。”大雨中北京城内的情况令人忧虑，幸而两人
俱还安好。

余韵留芳
或许是雨灾肆虐，使得生活陷入困顿；又或许是

对家乡老父的牵挂过于深切，曾可前最终毅然辞去官
职，回归故里。

临行前，他向袁宏道赠诗一首，诗的末句写道：
“归去湖亭先问柳，双柑吾肯负黄鹂。”袁宏道得知挚
友即将离去，伤感喟叹：“茂草长林不共栖，孤灯寒箔
影凄凄。”然而，既然曾可前心意已决，袁宏道也唯有
表示尊重与祝福，还热情相邀，说柳浪湖随时欢迎他
前来饮酒赏鹂，静享悠然时光。

就这样，两位好友依依惜别。此后，袁宏道在宦
海之中一帆风顺，屡屡受到重用，每日公务繁忙，千头
万绪，即便如此，他仍在百忙之中精心刻印《破砚斋
集》，终因劳累过度，因病于1610年在沙市去世。

1608 年，袁小修开启东游之旅，首站便抵达石
首。曾可前与当地文化界的众多人士一道，热忱接待
了他，登绣林，游龙盖，瞰长江，访山园，谈诗论画，乐
不可支。袁小修也不负所望，在此留下了杰出的游记

“绣林三记”，传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曾可前与“公安派”其他主要人物有没

有交集呢？1605年，桃源县江盈科在四川官舍逝世，
曾可前委托门人内江李应魁参与后事料理，为他“书
名篆石，藏于隧中。”

袁宏道去世后一年，雷思霈、曾可前也相继离开
人世。冬，王元翰有诗《走石首哭曾长石馆兄》。

据《石首县志》记载，曾可前生前散尽家财，修
桥补路，造福一方，“十年囊无余物"，也曾为民请
命，因而在老百姓的心中，筑起了一座丰碑。

遗憾的是，曾可前的文集未能流传于世，所幸
有袁氏兄弟留存下他的些许文墨，让后世之人得
以一窥当时文坛风云际会的独特风貌，也为那个
时代难能可贵的真挚友谊所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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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在思量
思量那长长的路
我的心 在蜿蜒中奔向远方
雪山在凝望
凝望那清清的湖
我的情 在碧波上随风荡漾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壮美的胸膛
走过风雨 走出忧伤
总想依偎在你的身旁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温柔的臂膀
岁月有情 山河无恙
总想陪你到地老天荒

雄鹰在飞翔
飞向那蓝蓝的天
我的梦 在星光下灿烂绽放
晚风在歌唱
歌唱那高高的树
我的爱 在摇曳里尽情流淌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壮美的胸膛
走过风雨 走出忧伤
总想依偎在你的身旁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温柔的臂膀
岁月有情 山河无恙
总想陪你到地老天荒

附：《我爱这辽阔的地方》歌词

MV画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