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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杨俊：：黄梅一梦四十年黄梅一梦四十年

杨俊，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表

演艺术家。湖北省演艺集团艺术

总监、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

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梅戏传承人，

被誉为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

代表作有黄梅戏电影《孟姜女》《血

泪恩仇录》，黄梅戏电视剧《貂蝉》，

黄梅戏舞台剧《妹娃要过河》《未了

情》《双下山》等。曾获全国电视剧

“飞天奖”、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

表演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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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云枝，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西安植物园研究员。已

出版科学散文集《我的植物闺蜜》

《低眉俯首阅草木》《植物智慧》等

十余本书，其中三部专著荣获国家

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部

专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青少

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有作品

被翻译后在海外出版。曾获中华

宝石文学奖、全国大鹏生态文学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一等

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

黄梅戏“生”在湖北，“长”在安徽。
我生在安徽，长在湖北。
黄梅戏与我有着一生解不开的缘分，我对

黄梅戏就有了一生的痴恋。

一波三折，重燃黄梅戏的希望

12岁那年，我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学
习黄梅戏表演。

记得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时，拉着我的
手说：“我送你只能送到这里了，以后的路要靠
你自己走。”父亲那期待的眼神一直敲打着我
的心。尽管过去这么多年，但只要想起这一
幕，无形中就给了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我从小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长大，都
说穷人孩子当家早，我就属于这类早当家的孩
子，比较懂事独立。当初选择上艺校，就是为
了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起初我并不懂黄梅
戏是什么，在学习期间，受到老师的用心指导，
加上自己勤奋练功，在学校里就演绎了不少角
色。最后，我以全班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分
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毕业那一年，我17岁，正是对人生充满向
往的年龄。然而现实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我
苦于自己一直演不到适合的角色，在舞台上演
的总是配角，基本上都是几句简单的台词。这
与我内心的追求相差甚远，有一种受挫的感
觉，就在我感到迷茫时，尝试了去拍电影。

那是我在香港的一次演出，我在《女驸马》
中扮演丫鬟小春红，被香港李翰祥导演看中，
当时他正在拍《垂帘听政》这部电影，让我扮演
丽妃。试镜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处于喝凉水都
会胖的阶段，圆嘟嘟的脸出现在宽荧幕上时，
李翰祥导演对我扮演的人物产生了疑问，感觉
与舞台上的我判若两人，后来我就没有演上丽
妃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打击。那时
大家都知道我去拍电影了，但现实是因为自己
的脸型胖而错过，心中五味杂陈。

现在回头来看，如果说当时演上了丽妃这
个角色，也有可能我后来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但是现实却没有这样，所以说命运没有让我远
离黄梅戏。

在我遭受打击后，遇到《西游记》导演杨洁
老师，是她给了我艺术生涯的第二次生命，让
我重新找回自己。她让我在电视剧《西游记》
《三打白骨精》这集中饰演了村姑，尽管是一个
很小的角色，但也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不
仅要演出妖怪的狡猾，还要把妖怪变成村姑的
软弱也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西游记》这部电视剧里，我塑造了村姑
这个角色，重新点燃了自己对表演的欲望，也
为我后来拍黄梅戏电影《孟姜女》打下了基础。

每一次转身，黄梅戏更走进我的生命

《孟姜女》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之一，1986
年，我主演了第一部黄梅戏电影《孟姜女》。

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我想，不仅要会唱，
还要会演，用演与唱来塑造人物，表达作品的情
感，把握人物每一个细节的变化，来打动人心。

在拍摄《孟姜女》黄梅戏电影中，我倾尽所
有的精力，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首先完成了
所有唱的工作，然后就是揣摩人物的每一个动
作与变化，去理解感受角色的内心情感，与角
色共鸣。可以说，黄梅戏电影《孟姜女》上映
后，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我的名字渐渐在
祖国大江南北被熟悉，也迎来我艺术生涯的第
一个高峰期。

1989年，湖北省委正式提出“把黄梅戏请
回娘家”文化战略。我就从安徽合肥来到了湖
北黄冈，做了湖北黄梅戏“垦荒人”，从无到有
成立了湖北省黄梅戏剧团。

也许有人会奇怪，我在安徽发展得挺好，
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合肥。

回头看，与其说是有一个远方在召唤我，
倒不如说那个远方就是我对黄梅戏的追求。

到了黄冈，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切都是

从零开始。从一开始的招兵买马，到后来填补
湖北省黄梅戏剧团很多空白，这一路走来，遇到
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靠什么去战胜呢？那就
是一颗热爱黄梅戏的心。因为热爱，所以坚
守。我在黄冈黄梅戏剧院待了19年零六个月，
那段时光是我艺术生涯中乘风破浪的时光。

1996年，我重新回到安徽参加“中国第二
届黄梅戏艺术节”，凭借古装戏《双下山》获得
了优秀剧目第一名和个人表演金奖。之后，又
凭借一今一古、一悲一喜两部戏《未了情》和
《双下山》，个人也迎来高光时刻，获得了中国
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

在常人看来，已是功成名就的我，在黄冈
也有一席之地，不理解我为何要离开黄冈，奔
赴武汉。其实我离开黄冈，心里很纠结很难
过。我记得坐在家里沙发上痛哭了一场，那一
颗颗眼泪有着说不清对黄冈的眷恋，也有着对
黄梅戏艺术更高的追求与向往。

在当代艺术多元的背景下，尤其湖北黄梅
戏需要找到更大的平台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广
与传承黄梅戏，总觉得有一种使命推着我要再
次走向远方，于是就离开了黄冈。

其实每一次转身离开，都是一次零的开
始，正是每一次零的开始，让我一直在黄梅戏
艺术路上勇攀艺术的高峰。

七年磨一剑，打造鄂西派黄梅戏

今年5月，《戏码头》特别献映我从艺四十
周年系列展演，其中就有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演
绎的原创黄梅戏《妹娃要过河》，这是我到了武
汉后，历时7年精心创作的一部具有鄂西派的
黄梅戏。

“望穿秋水二十年，阿朵无怨无悔……”
《妹娃要过河》讲述的是客家青年船夫阿龙和
土家族姑娘阿朵的爱情故事，全剧以黄梅戏和
土家歌舞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呈现，独特的民族
风味，温婉的黄梅声腔，恢宏的舞台呈现，给观
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

有人说我俊美秀丽的扮相，细润舒柔的声
线，演活了年龄跨度近30年的角色。剧中的阿
朵18岁，我首演阿朵的时候已经是近50岁的人。

其实在演这个角色时，阿朵痛苦与挣扎的
时候，似乎和我多年来在追寻黄梅戏路上的坎
坷、坚守一样，那个勇敢纯真的阿朵和我仿佛
是一体的。回想艺术生涯的40年里，尝不尽
的甘苦，道不完的故事，似乎自己早已融于了
阿朵这个角色。

做成是一个事，做好是一个层次。这是我多
年来从艺的理念。因长期练功，不小心受伤导致
了膝盖积水。为了让自己演绎好每一个角色，在
舞台上绽放艺术的美丽，我都会克服自己身体的
不适。每次演出完后，我80多岁的老妈妈用很
热的毛巾敷着我的膝盖，有时候腿肿得像馒头一
样，就用烧好的火针治疗。静心想一想，没有伤
痛，没有泪水，哪有欢笑呢？黄梅戏早已是我身
上的血和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黄梅戏要创新，别具特色的剧本很重要。
之前想过创新《天仙配》，但这早已是经典剧目，
要想超越是很难。从湖北民歌《龙船调》开始，
对于这样的创新，我一开始心里是没有底的，用
黄梅戏的方式重新深度解读湖北民歌《龙船
调》，把湖北特色的土家族文化与黄梅戏相融
合，无论是从戏曲语言，还是音乐舞蹈，以及人
物塑造上，都要有不同程度的挑战。那么民族
特色与黄梅戏的风格，两者之间能不能融合在
一起，相得益彰呢？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2010年末，我和我的团队就全身心地投入
创作中。可以说那些日子，躺着睡觉、做梦都是
想着如何把黄梅戏的味儿和土家族风情巧妙融
合在一起，心有所念，必有回响。没有想到的是
这部原创大戏首演就得到业界人士的肯定。

业界专家称《妹娃要过河》是湖北黄梅戏
里程碑式的剧目，并说我用艺术创作证明了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一位网名叫宁宁的观众说，人生总会有两

位女性，一位温暖着我们的岁月，一位惊艳着
我们的时光，温暖岁月的肯定是我们的母亲，

而惊艳岁月的那位，就是杨俊。
……
面对来自业界人士和观众的喜爱和肯定，

我内心感动不已，但同时回顾这些年走过的
路，难免心生感慨：我是一位平凡的戏曲人，我
只会唱戏，历经挫折与打击，一次次转身离开，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曾经有过的荣誉和辉煌都
属于过去，观众没有忘记我，我站在舞台上，就
要用好的作品回馈我的戏迷们。

从艺四十周年系列展演，这对我的艺术生
涯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扬帆再出发。

培育下一代，让黄梅戏的美更有生命力

回首一路走来的岁月，有过人生的高光时
刻，也有过人生的遗憾。

我这一辈子没有机会做母亲，我把所有的
精力投入了黄梅戏事业中。

记得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时候，
我发言时，向在座的姐妹们说，我的人生是有
缺憾的，我希望在座的年轻女性朋友好好把
握人生每一阶段，每个人生阶段该干什么就
干什么。

错过了当母亲的机会，想来是一件很伤痛
的事情，但我始终相信，时间会拿走一些什么，
但也会给予一些什么，是黄梅戏给我带来了
158个孩子。我个人没有孩子，但是黄梅戏的
传承人有很多，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016年，在我担任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
院长期间，学院招收了学习楚剧、汉剧、黄梅
158个孩子，他们都是从自全省各地基层和农
村学校考入的，通过在校7年的系统学习，用扎
实的戏曲之工，为湖北戏曲可持续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今年3月，准备公演的黄梅戏《舞衣裳》，因
为疫情被推迟了，这是我和剧院的学生们一起
演绎的作品，《舞衣裳》主要讲述唐朝元载从一
介寒士到官拜相国，后因贪腐无度导致人生覆
灭，其妻王韫秀在丈夫处于不同阶段戏剧性的
内心变化的故事，表达了人的欲望追求和处世
智慧之间的哲学思想。

做人要有人品，从艺要有艺德，这样才能
走出自己精彩的艺术人生。这些年，我把自己
的从艺心得分享给孩子们，和他们一起探讨黄
梅戏艺术的魅力。看着孩子们一点点地成长，
在各大戏曲比赛中获奖，在央视春晚等各大舞
台上亮相，我的内心感到很欣慰。

2017年，黄梅戏青年演员程丞荣获第28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并两次上了央视春晚。2019、
2021年，我院在校定向班学员（汉剧、楚剧、黄
梅戏）三个剧种学生分别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获得表演二等奖、团体二等奖荣誉。

如今，我作为湖北演艺集团艺术总监，同
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
梅戏传承人，肩负楚剧、汉剧、黄梅戏多剧种传
承和发展的重任，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
战，但我对艺术的追求永远如初升的太阳，有
股新鲜的活力。我想，传统戏曲要代代相传，
不仅要在传统文化上创新剧本，也要做到发展
和培养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向上生长，向下扎
根”，黄梅戏的未来才能更繁荣，黄梅戏的美才
能更有生命力。

一草一木皆有情。我的名字里有个“枝”
字，我常常觉得我这辈子注定与草木有缘。

到今年6月，我在陕西省西安植物园（陕西
省植物研究所）里工作了整整三十年，我既是草
木的研究者，也是草木的记录者。

这么多年，我与植物已成为知己。植物扎
根在我的心里，我扎根在植物生长的土地上，用
文学和漫画的方式，探索植物生存的智慧，感受
植物带给我的哲学启迪。

植物世界的神奇启发了我的创作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我在童年里挖过野菜、
挑过猪草等，那些生长在田间的草木，美丽又质
朴，不知不觉间让我喜欢上了植物。

1988年，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在生物系植
物生理专业就读。上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
的文学名著，提升了文学素养。记得参加学校
举办的校园散文大奖赛，还获得了一等奖，这给
了我不少信心，这些经历也为我工作后的科普
创作奠定了基础。

199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植
物园，一开始主要负责科普宣传工作，我们植物
园收集保育了3000余种植物。面对植物世界
的博大神奇，我一个个观察植物，一点点了解植
物，听老师讲解植物时速写植物，讲解结束后一
遍遍回访植物，直至对上千种植物了然于心。
我一边工作，一边像记日记那样积累我认为神
奇的植物素材。

印象中有一天，有一位男子花了一千元买
了一对人形何首乌，来我们植物园鉴定真假，我
也是第一次看到长相如此奇特的何首乌——酷
似一对卡通版真人，有头、躯干和四肢轮廓，叶
子从头顶上长出来……经过植物园的几位老师
鉴定后，发现这何首乌是假的。

如此鲜活的事例，让我产生了用文字记录
的愿望，我把整个事件记录下来，成了一篇科

普文章。
在植物园工作的三十年里，发生过许多与

植物有关的故事，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是我科
普创作的源泉，不知不觉间我撰写了十多本关
于植物的故事。

2002年，也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十年，中国
科协首次面向社会征集优秀科普图书，我人生
第一部科普著作《趣味植物王国》入选。2005
年，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青少年推荐的
百种优秀图书”。

在植物的世界里探索，会越来越多地感受
到植物在生存繁衍过程中的智慧。2014年我
以文学的手法写了科学散文集《枝言草语》，国
家科技部优秀科普作品的获奖词是这样描述
的：这本书里，有科学严谨的科普知识，同时也
融入了作者从生活角度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
借助花草来阐释人生。

植物是自然界最朴素又最易被忽略的“哲人”，
像白玉兰是纯真无瑕的挚友，无花果是默默奉献的
谦谦君子等。植物的这些生态习性会给予我很多
的感悟，我后来创作了《植物哲学》这本书，在写作和
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植物的生存智
慧，形形色色，叹为观止。

把这些植物生存繁衍的智慧结集起来，又
有了《植物智慧》，人类的好多发明创造，也都源
于植物对于人类的启迪。譬如鲁班造锯的灵感
源于茅草，降落伞的发明受蒲公英的启发，尼龙
搭扣的发明来自苍耳，螺旋桨的发明来自槭树
种子等。

植物巧妙的生存智慧、植物生存的哲学以
及巧夺天工的美感，不断启发着我的创作。在
创作中，我喜欢捕捉植物在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呈现出的柔软与坚硬、平和与挣扎、无奈与向
往，蒲公英的随遇而安，白杨会追赶头顶的一米
阳光，野燕麦懂得适者生存，柚子树会把过去抛
在脑后适应现在等。

在科学研究与科普活动间隙，我用文字和
漫画为植物“代言”，我希望植物被更多的人了
解、接纳和喜爱，继而热爱我们的生存环境。

形象化、拟人化、漫画化表现植物奇妙

我无意间迷上漫画，觉得漫画比照片更生
动，能引起人的思索或共鸣；直观、幽默的漫画，
也能更好地诠释植物的生命之美。

十多年前，我决定自学漫画。记得当年我
买回大量的漫画书，订阅了各种漫画报刊，每日
里反复欣赏临摹，先解决形似问题，再融入自己
的创意，直到最后用漫画能够清晰表达出自己
的思想。我的漫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之
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

2010年，我出版了科普漫画书《漫画生态
“疯情”》，该书2011年5月荣获第五届北京市
优秀科普图书奖。

植物的生命蕴藏着生长的无限可能和许多
惊人的智慧。2017年，我出版了《漫画植物的
智慧》，将角峰眉兰、凤仙花、马兜铃、山姜花等
近200种植物奇妙的生存智慧，作了形象化、拟
人化、漫画化表现，让更多的读者爱上草木，了
解草木奇特的生存习性，学习与草木息息相关
的科学，感悟自然的神奇。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我所有出版的著作
中，我都会为每一篇文章设计一幅漫画插图，用
漫画诠释科学，也成为我的风格。

有人评价我的绘画作品如同出自一位少女之
手，画风清新灵动，充满童趣。其实在我眼里，植物
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清新灵性的状态。

我有三组成熟的漫画展电子版资料——
“植物智慧”“植物哲学”和“生态”漫画展。目
前，这些漫画已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62家
植物园、公园和学校进行了展出，这种几乎覆盖
全国的漫画展览，对物种保护和生态教育起到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让植物生存的智慧启迪人们

作为中科院科学家演讲团西安分团的副团
长，科普讲座也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多次随团走进大中小学校和社区，宣讲植物生
存的智慧和植物带给人类的哲学启迪，足迹遍
布甘肃、四川、云南及陕西各地。

今年4月，我的新书《草木祁谈：科学家给
孩子的植物手记》正式发布，这本书主要是将植
物科普知识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将
科普知识学习与儿童的观察实践、文学创作相
结合；将植物档案、科普故事、手绘漫画、传统古
诗词、植物精美图片与观察手记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和漫画，让孩子们亲近
草木、了解草木、爱上草木。

这么多年，我越了解植物，就越喜爱植物。
我笔下姿态万千的植物，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大
家对植物的认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文学也越来越受到
关注，我写了《红豆杉：灾祸与福祉》《与植物恋
爱》《我是你的邻居》等生态散文，相继发表在
省级文学期刊《广西文学》《黄河文学》《青海
湖》上。其中《与植物恋爱》将科学与文学相结
合，以一位大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将植物视为
恋人，一生钟情沙漠植物研究与培育的老科学
家形象，这篇文章被收录在《2021年中国生态
文学年选》。

回顾三十年的科普之路，我不知道的、不
能解释的植物之谜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地学习
和积累。如果说我有什么创作经验的话，那就
是，在跋涉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并在这个过
程中享受与收获。

对于未来，我的笔墨不会仅仅停留在花草
树木的科学性上，我将对生态环境持续关注，在
作品中融入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感悟植物带
给人类的哲学启迪，关注植物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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