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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我与角色漫谈·

山月成了我永恒的故乡记忆

陈晓晖，笔名陈
钰栩，广东潮州人，
现居汕头。汕头市
作家协会会员。有
多篇文学作品发表
在国内各报刊，出版
有个人散文集《故乡
山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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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故乡山月明》这本新书
后，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故乡用山水养育了我，我用文字还
原心中的故乡，这就是我走上文学创作
道路的缘由。从此，我拥有了两个故乡，

一个是地域意义上的故乡，一个是文学世界中的
故乡。

我的家乡在广东潮州，那是一座山清水秀的
小村落，村民种植水稻果蔬，饲养家禽，民风淳
朴。那里山脉连绵，乡野青绿。山岭有野花野果，
田园有青菜黄瓜，溪里有鱼虾田螺，这些都能让一
个孩子获得心灵和味觉的惊喜。家乡物产的丰饶
使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光。可以说，自我懂事
起，我就在翻阅故乡这本书，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
睛在观察一座村庄的四季更迭。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喜欢文
艺。他没有上过学堂，自查字典识字，特别喜欢阅
读文史类书籍，把日常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都用
于买书。我11岁那年，他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只
留下一间破旧的老屋，还有一柜子的藏书。这些
文学和历史书籍成了年少的我最好的精神食粮，
像一面镜子立在我的眼前，照见中华上下五千年
浩荡的历史文化、圣贤的智慧、人世间的一切真
理，如明月一般拂亮一个孩子的心灵。

感谢文学，让我在艰难的岁月中看到生活的
希望。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作品，逐渐融入我的骨
血，滋养和丰富了我的心灵。我阅读过的故乡，也
成了支撑我在异乡拼搏的动力，是我的精神原乡、
文学之根。

有人说过：“故乡是一个离开才能拥有的地
方。”离乡多年后，故乡像远去的童年岁月一样，似
乎无法捉摸。但当我提起笔时，它就像海市蜃楼
一般呈现在我的眼前，一帧帧镜像，是那么的清晰
明朗。用远镜头的方式打量自己的故乡，更能发

现故乡之美。
我将散文集取名《故乡山月明》，源自我的故

乡三面环山，我家屋子建在半山腰，当月亮从山峰
冉冉升起时，墨蓝的夜空中，盛满皎洁的月华，山
影重重，银霜铺地，这样的美景温柔而深刻。因
此，山月成了我永恒的故乡记忆。

我在书中第一部分，描述的是故时光阴，我的
童年以及成长经历。可以说，作家都是从故乡出
发开始写作的，童年则是故事的开端。文章《树的
力量》，我以隐喻的方式，回忆苦难岁月中，奶奶对
我的呵护和关爱。史铁生的奶奶并没有成为一颗
星星，而是永远留在散文《奶奶的星星》里。我也
一样，把奶奶留在了我的文字中。

写《父亲的岁月》这篇文章时，我再次读了刘
亮程的散文《后父的老》，他有一个正在变老的父
亲，虽然是继父。我对父亲的印象则停留在少年
时期，我在想象他变老的样子，我把记忆中的父亲
和想象中的父亲进行重叠，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父
亲。他的人生故事坎坷而悲壮，他身上的勤劳善
良、朴实隐忍这些品性，则是一个时代潮汕农民典
型的缩影。

《他是天空的孩子》写的是我的弟弟，他五岁
时，被村子里的池塘给带走了。我一直觉得那是
我的责任，是我没有照顾好他，时至今日，我仍不
敢触摸这个深不见底的伤口。思索许久，我决定
用杨绛《我们仨》开头那样，以梦境似的描述还原
当时的故事和心情。

母亲离开我时，是不辞而别的，那年我才十三
岁。后来她一直没有再回来找我，似乎从人间静静
地蒸发了。直到二十多年后，当我得知她的下落
时，赶到那座村庄却只见到了她的遗体。《失踪的母
亲》一文四千多字，是我用泪水揉出来的，哭了无数
次。我笔下的母亲与众不同，她是文学世界中最不
完美的母亲形象，也拥有最真实的人性。

用文学的视角讲述人生故事，追忆往昔，逝去
的光阴重新走回来，写作使我们仿佛拥有了第二
次生命。村庄正在消逝的事物，通过文字重返人
们的视野，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挽回。

一本书写故乡的散文集，不能总停留在对过
去岁月的描绘中，更重要的还要记录当前大环境
之下的新农村。当我一次次深入走进村中，我发
现鲜活与美好。在时代的变革中，故乡正以一种
新的方式存在，从村容村貌、人情习俗，村民的生
活方式，甚至乡野的植物，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一切都在往我们未知的方向改变，我记录下
这一切，也坚信故乡将越来越美。

潮汕文化隶属岭南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
源远流长，有自己的根脉和特色。在《故乡山月明》
一书中，我把有家乡特色的民情风俗、饮食文化、四
季流光、草木滋味写成了一篇篇散文，展现农家日常
生活之美。五月粽子、中秋拜“月娘”、冬至汤圆、过
年的鼠壳粿和卤鹅，以及地方民俗“营老爷”等，都是
原汁原味鲜活的地方文化。有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也有对现今生活的描述，用文字钩沉出来的潮风潮
味，是每一个潮汕人念念不忘的乡愁。

我让故乡插上了文学的翅膀，让它飞向更开
阔的世界，写的虽是自己的故乡，其实也是众人心
中的故乡。

在我看来，故乡是一本写不尽的书，在文学的
世界中，触摸本土文脉，书写乡土故事，也是对地
方文化的一种弘扬。

未来，我将把视野从故乡的书写，扩展至整个
潮汕、岭南文化。乡土文学，更强调在场，要深入
乡野调查走访，才能刻画好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
多元和活力。

在这片辽阔的疆域中，我希望自己以散文的
形式一直写下去，写一座城市的前生今世，写一座
村庄的草木光阴……

——陈晓晖散文集《故乡山月明》创作谈

我与文学漫谈·

“一座黄梅城，满城戏中人；一曲黄梅调，
谁人不知是安庆。”

如今的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不仅是安
庆具有地方文化独特的名片，也成为中国黄
梅戏发展培养人才的摇篮。

作为黄梅戏演员的韩再芬，从10岁开始，
就与黄梅戏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在她近40
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先后主演了《女驸马》《徽
州女人》《徽州往事》《不朽的骄杨》及《郑小
姣》《孟丽君》等经典黄梅戏舞台和影视作品，
撑起了黄梅戏的一片蓝天。

其中黄梅戏《不朽的骄杨》是韩再芬领衔
主演并首次导演的剧目，这部戏以三件小物、
三层维度的新视角，讲述了女革命家杨开慧
参与革命，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不屈不挠地与
敌人斗争、周旋，最后光荣牺牲的人生历程。
她以独特诗意的表演方式，塑造了鲜活感人
的杨开慧舞台形象。

一个角色，一种精神与力量。是如何做
到出神入化塑造了生动的杨开慧舞台形象
呢？以及如何传承发展戏曲？请听韩再芬的
深情讲述——

沉浸历史 走近英雄内心

那是2021年4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剧院决定要创排黄梅戏《不朽的
骄杨》后，联系了几位导演，但是他们都没有
时间，档期已满。该剧必须要在7月1日前完
成首演，时间紧，任务重，我决定抱着把自己
演的桥段先走走试试的想法，边排戏边找导
演。因此，《不朽的骄杨》开排时其实是一个
名义上没有导演的剧组——但是全剧人员都
非常认真。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服装道具
等，大家都一丝不苟地准备，直到顺利地联
排、彩排、首演。就这样，在排演的过程中，我
由主演“被迫”一不小心成了导演。

一戏一品格，一戏一样式。创排《不朽的
骄杨》这部黄梅戏时，我想到的就是结合时代
的要求予以创新。在我演绎的作品里，这部
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是一部主旋律题材
作品，主人公是历史中的女英雄，如何在短短
的100多分钟时间里，展现出她短暂光辉的
一生呢？

执导《不朽的骄杨》，我首先想到的是，不
仅要以传统黄梅戏曲的风格，也要用现代叙
事的手法走进英雄的内心世界；让观众看完
这部剧后，能彻底了解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体
悟到她那份理想信仰与革命精神。虽然身处
时代不同，但是时代需要英雄，感知革命英雄
带给我们的力量。

为更好地演绎好这部作品，我带创意团
队前往湖南采风八天，走访杨开慧故居，看到
一景一物，内心仿佛是一种洗礼，她心中那份
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解救劳苦大众，不惜自
己的生命代价。当我沉浸在历史中的时候，
杨开慧的那份精神融进了我的内心，如何用
表演去演绎杨开慧，在“体验、体谅、体贴”人
物中，更坚定了几分自信。

《不朽的骄杨》是我导演的一部“处女
作”，对我来说，就是朴素的“三活”理解和做
法，即：编剧要让杨开慧“复活”，导演要让杨
开慧鲜活，演员要把杨开慧演活。

真情投入 感悟角色力量

在《不朽的骄杨》这部剧中，全剧巧妙运
用闪回插叙的形式，主要是采用了三件小物
件串联全剧，杨开慧通过一张照片、一只怀
表、一支钢笔的回忆，展开她14岁、19岁、29

岁的人生历程，讲述她从芳华初现，到成长
成熟，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动人故事。

我在剧中出演的是29岁的杨开慧，也
是她生命最后的四个小时，这对她来说是无
比珍贵的。

在我看来，黄梅戏的表演艺术，不仅仅是
体现在淳朴流畅唱腔上，还要具有感染力的
神态动作，这样才能丰富人物表现力。

让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狱中，我穿着
那件带有血迹的大襟白衣，面对敌人的诱逼，
我不仅要表现出淡定从容，更要把那份视死
如归的气概表达出来，为了能够让人物鲜活，
每一处细节都不能忽视，一个眼神，一个转
身，都要有情感注入。

在黄梅戏的表演上，“倾诉”性情境是一
种普遍的传统表现手法，剧中的唱段《静等枪
声震天响》是剧中的核心唱段，一共有一百多
句，由我一个人演唱，单从唱法来说，声腔共
鸣，气息要行如流水，还要注入情感，一气呵
成，这样才会引起观众共鸣。舞台上的我，通
过这一段段慷慨激昂的唱词，那份爆发力可
以说令我自己都难以想象，这大概就是角色
带给我的力量。

出演这部作品，让我收获了许多意想不
到，其中最意想不到的是在安庆市，给当地中
学生出演《不朽的骄杨》，当时我还担心，这些

孩子们不喜欢看怎么办？如果到时候他们退
场了，那不是很尴尬？当我在台上边演边仔
细观察台下孩子们的反应，看到他们那份专
注表情，我的内心很踏实，也很欣慰。

他们看完后还用文字表达了观后感，其
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杨开慧的拒不签字，是
忠，是对党、对国家、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不懈追求；是孝，是作为高风亮节杨昌济老师
之女的谨遵家训、恪守仁义；是情，是对身处
困境伴侣的不离不弃、生死相依；是智，是看
破反动派企图动摇革命者信念的眼光长远、
着眼大局。

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令我很感动。扮
演杨开慧，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精神的
洗礼，“人啊，一生再短，都应闪光”。这是剧中
的一句台词，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鞭策与鼓舞。

我是一名演员，一名艺术工作者，也是黄
梅戏的传承人，舞台就是我的生命。我相信，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我会用我的艺术积淀，带
领黄梅戏的“接班人”，争取创造出更多有品
位、有格局、有审美、有温暖的作品，回馈大家。

传承戏曲 愿人人都成主角

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我还有一项重要
的使命，那就是想方设法培养戏曲人才。戏
曲艺术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离不开人才的培
养。人才是第一资源，我认为，要培养更多的
高精尖人才，首先是要搭建平台，根据演员的
艺术特色、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等特点，采取
个性化培养，如师徒传帮带、定制演出平台等
方式，打造出老、中、青、少人才梯队，让人人
都能成为主角，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剧院一直都是按照“诚实做人，勤劳做
事，敬业平和，善待观众”的院训，不拘一格地
招引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比如，2010
年的时候，再芬黄梅成立了青年团，专门选取
了一部讲述忠孝故事的经典剧目《五女拜
寿》，作为青年团担纲主演的首部大戏。这部
戏中共有8对夫妻，他们性格各有特色，为什
么选这部戏，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无论
是从唱腔还是形象方面，就是希望通过演绎
这部戏，充分展示每位演员的艺术才华。

从2016年开始，我们又开始推出“今日头
牌”青年名角专场演出，受到了同行和戏迷朋
友们的关注与喜欢。当时推出这个专场演出，
也是希望每一位演员在技和艺上要有所提高，
真正优秀的演员，是要有真功夫、真本事在身
的。想要挂头牌，必须要有真本事！如今，“今
日头牌”已经成为再芬黄梅戏人才培养的重要
计划之一。这7年以来，剧院推出许多像王泽
熙、余平、张恒、汪晨晨等优秀的青年演员。

今年3月，剧院创新性地推出了“今日头
牌——生旦丑专场演出”，有黄梅戏《十五贯》
选场“访鼠”、黄梅戏《碧玉簪》选场“三盖衣”
等九折戏，从这一出出戏中就能看出演员们
在不断地成长，他们的才艺也越来越成熟。

我希望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土壤中培养
出来的都是由内而外地成长、有个性的演员，
每一场戏都要演出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用
自己的才艺去构建更好的精神世界。

韩再芬，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
梅戏），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安徽
省剧协主席、安庆市文联主席、安庆再芬黄
梅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
同济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两
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

“白玉兰戏剧奖”以及全国“德艺双馨艺术
家”称号等。代表作有《徽州女人》《徽州往
事》《公司》《不朽的骄杨》等。

■ 口述：文琦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今年春节，当我知道陈琳教授去世
的消息后，心中非常难过。

陈琳教授是我国著名外语教育专
家，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教
书一辈子，自称“百岁教书匠”。

可以说，我与陈琳教授的缘分是
从跟着广播学英语的时候开始。

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学
校里的主课是语文、算术，没听说过

“外语”是什么。我的父母都从事工艺
美术行业，他们也没学过任何外语。
有一天，我父亲突然给我买回一本《广
播电视英语》。就这样，12岁的我开
始跟着广播学英语。那时，电台每天
播出两次，一次是早上六点多，一次是
在晚上。每天早上我被父亲从被窝里
叫起来听课，为了让我清醒，他用凉毛
巾给我擦脸。晚上，不管学校有没有
作业，听广播学英语，是我雷打不动的
学习内容。就这样，我这个从来没听
过英语的孩子，全凭跟着收音机，学会
了英语的听、说、读、写。

那年我12岁，在没有成人辅导的
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听懂、学会、跟上
学习陈琳教授的广播函授课，这完全
得益于这位了不起的陈琳教授，由他
主编并主讲的《广播电视英语》科学易
懂。而我，只是他数以千万计的素未
谋面的学生中的一个。唯一能显示这
层师承关系的，是让我终身受益的、从
收音机里模仿来的，陈琳教授那标准
的英语发音。

改革开放之初，《广播电视英语》
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1985年，因学
习《广播电视英语》而在学校里英语成
绩一直遥遥领先的我，如愿以偿考上
了北外英语系。在北外学习的四年，
为我一生的事业和生活奠定了基础。

我们这个年级，是英语系第一次
在大三实行“专业倾向”制的。我当时
在几种专业倾向中，选择了自己最感
兴趣的“文化班”。多年以后，我才得
知，“要结合专业学语言”是陈琳教授
一直在积极呼吁的，而我们能用英语
去学不同的“专业倾向”，很可能是陈
琳教授多年努力呼吁的结果。

在北外，遇见爱。大学毕业后，
我由“北外学生”变成了“北外女
婿”。在家属院，有时能碰上陈琳教
授，他永远是那么风度翩翩，即使上
了年纪，也身形矫健、充满活力，那种
精神状态，让人没法不佩服。同时他
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无
论谁跟他打招呼，他都亲切回应，笑
容可掬。

陈琳教授今年1月21日去世的消息，我没敢告诉
正在病中的岳父，怕他太难过。

我的岳父杨芳林1956年进入北外上大学时，学校
教学使用的就是陈琳教授那时刚刚编成的、新中国第
一部全国大学英语专业通用教材《大学英语课本》。学
生们对这位年轻有为又温文尔雅的年轻老师无不佩服
有加。后来，我的岳父毕业后也留校任教，与陈琳教授
成了同事。离退休后，他们又共同为老教授协会外语
专业委员会工作了十余年，陈琳教授是理事长，我岳父
是秘书长，两人的交往甚为密切。

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常听岳父
说起陈琳教授有一本自制的“日程本“，他会提前为每
个月每一天安排好工作内容，一目了然。那实际上就
是后来人们常用的“效率手册”，而陈琳教授那时已经
使用这种高效的工作方法几十年了。他的一生著述等
身，社会影响巨大，靠的是超人的勤奋努力，无一日虚
度。耄耋之年，他仍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他的日程
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每日工作，让看到的人无不
为之动容。

岳父还经常提到，陈琳教授能成为中国大众英语
学习最强有力的推动者，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编了某一
套教材，或者上了电视的某个节目出了名。几十年来，
他默默地做了各种别人“看不见”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我岳父被英语系派到北外附中
任教，那时，陈琳教授就是最热心扶植附中专业课教学
的大学老师。他经常在工作之余从西郊的大学专程到
和平门的附校去，跟北外附中的老师们讨论教学情
况。后来，我岳父兼任英语系办刊物《英语学习》的编
辑，凡是需要向陈琳教授约稿请他向读者介绍怎样学
好英语时，他无论多忙，总是有求必应。

对各种渴望学外语的人，陈琳教授都尽力帮助，他
在教学方式上不拘一格，敢于尝试，没有学历歧视，他
素有爱才、惜才的美名，通过电大、夜大、函授、培训，他
让英语作为一种技能帮助很多年轻人改变了命运，成
就了很多原本失去读书机会的青年人。

2021年9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
上，百岁的陈琳教授携夫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校友集
体纪念婚礼。那时我们与他一起登台、一起合影时，他
的气色还那么好，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而今，他已作古。怎不教人唏嘘！

文琦（左一）与其岳父杨芳林（左四）和陈琳教
授（左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上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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