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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舞台漫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今年是彭儒同志诞
辰 110 周年，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5 周
年，您在北京参与筹办了纪念彭儒同志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能否谈谈筹办座谈会的初衷？

陈洪生：今年是伟大的湘南起义、朱毛会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5周年。我母亲彭儒是
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
发动了湘南起义。仅仅在湖南宜章碕石村，在彭
晒烈士和肖克将军的带领下，167名碕石战士上

了井冈山，他们大多姓彭，在红四军中被盛赞为
“彭家将”。我母亲是“彭家将”中年龄最小的一
员。后来，在保卫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战斗中，
有60多位“彭家将”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
们是英雄的湘南人民的光辉代表，他们的事迹折
射出的是光芒万丈的井冈山精神。以他们为代
表的革命英烈，用生命铸就了五星红旗、八一军
旗中的铁血英魂。

此次座谈会，不仅追忆了母亲为革命作出的
贡献和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也表达了后人对先辈
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高风亮节的
敬仰。在20世纪初的中国，曾经诞生了很多像
我父母那样的人，他们虽然已远去，但他们的精
神、他们的品质如璀璨的群星照亮了历史的天
空，照亮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值得我们
纪念、缅怀和学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座谈会上，有不少
开国元勋后代回忆起自己的父辈与彭儒同志并
肩战斗的革命生涯，那些往事让人感动，您母亲
出生在一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为什么会选
择一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呢？

陈洪生：我母亲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碕石
村一个乡绅的家庭。她的父亲彭镇岳参加过辛
亥革命，当过四届宜章县议员，是一位开明绅
士，他鼓励子女们上学读书，并帮助、支持掩护
子女们参加革命，母亲的二哥彭琦、堂哥彭晒、
彭暌等都参加了革命。母亲在兄弟姐妹中年龄
最小，自幼就受到家庭环境的教育熏陶，在她
13岁那年，就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大革命时期这所学校是湖南著名的学生革命运
动的中心，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
传工作。母亲在学校读了《共产主义ABC》《新
青年》《向导》等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她的世界观发生了
质的改变：小时候看到穷人受苦受累，吃不饱，
穿不暖，我很同情。后来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书，感觉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最光明的
社会，我要为之奋斗。

就是带着这样的革命信念与理想，在她长达
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坚守理想信念而
奋斗，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了母亲选择的革命道路
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母亲 14 岁就参
加了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您能分
享一些彭儒同志是如何坚定信念，迎难而上，战
胜困难的故事吗？

陈洪生：母亲14岁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
山，参加了朱毛会师。她最初是红四军的宣传
员，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她晚年回忆：“在阵前拿
喇叭筒向敌人喊话现在看来是‘落后’了，可在当
时的宣传效果特别好。所以，尽管我们宣传员的
工作很累很苦，还常要冒生命危险，有时吃不上
喝不上，但看到了那么好的宣传效果，心里感到
很欣慰，很值得。”

我三姐延生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她讲述过父
母在红军时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故事——
井冈山失守后，只剩下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我
父亲陈正人和我母亲彭儒以及一些战士们留在
山上。他们摆脱敌人的追赶，转入深山老林，条
件非常艰苦，没有粮食，当时我母亲正怀有第一
个孩子，身体很虚弱，他们忍饥挨饿在山上过了
20多天。有一天夜晚，荆竹山党支部书记刘苗
把父母亲带到一个老婆婆家里休息。老婆婆见
母亲衣衫破烂，满身泥雪，手冻得又红又肿，非常
心痛，赶紧烧火给母亲取暖，又找出一小碗豆子，
给我父母亲吃。老婆婆还把自己珍藏的一小包
盐，泡了一碗盐开水给我母亲喝。我母亲几十天
没有尝过盐味了，她端起这碗饱含老百姓对红军
深情的盐开水，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老婆婆见状忙说道 ：“这是红军分给我的盐，给
我盐的那个红军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有
盐同咸，没盐同淡’。”

对于这个情景，我母亲很多年后都记得，她
也曾讲给我们听，当年的战争环境很艰苦，但是
心里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份信念是来自人民的

信任与支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陶斯亮同志在座谈

会上提到，您母亲和蔼可亲，待人真诚热情，性格
温和善良，一直都非常朴素廉洁，是一个标准的
革命妈妈形象。这样的一位革命母亲，在您心中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陈洪生：在我们子女的心中，母亲不仅是一
个矢志不渝的革命者，敢于在阵前怀揣手榴弹向
敌人喊话的战士，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
共产党员，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共生育9胎10个孩子。在战争年代，
为了革命，有四个孩子先后寄养在老百姓和亲戚
家，她不得不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1929年秋，母亲在江西省永新县大湾村家
生下第一个男孩子，取名永生。小孩出生三天
后，托付给当地老表喂养，听说6岁时因无钱治
病而夭折。多年后，她和曾志等人重回江西时
触景生情，对曾志说：“曾志啊，你比我幸运，你
儿子石来发还找到了，我的永生却再也见不到
了。”她们相拥而泣。这是母亲的眼泪，也是共
产党员的眼泪。

母亲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想到的都
是他人，在工作单位首先想到的都是同志、战
友。在家里首先想到的是丈夫，是儿女，是子孙，
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丈夫、儿女、子孙。如果有
剩饭剩菜从来不倒掉，都要吃完。打补丁的衣
服，都要穿到不能穿为止。

母亲当年刚定级时就是行政10级，她本身
是做组织工作的领导，资格又很老，按道理讲调
级完全够条件。上级几次要给她调级，她都把指
标让给别人，很多年都没有调过级。

母亲工资不高，一家人生活有时候开支花销
都不够，但是遇到自然灾害、遇到亲朋好友有困
难时，她就会慷慨解囊。据不完全统计，离休后
母亲支援各地灾区人民、赞助希望工程、接济亲
朋好友共支出33万多元。更让我感动的是母亲
在去世前又嘱咐我们一定要为她交最后一次党
费5万元。

母亲说：“我去世后，你们不要向组织上提任
何个人的要求，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你们
要用我的积蓄向党组织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如
有需要，将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供医学事业解
剖，为医学科学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每当想到母亲的遗嘱时，我都忍不住热泪盈
眶，这就是我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大爱无疆的母
亲，她把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献给了普天下
的劳苦大众。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的父母相识在
井冈山，后来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在战争年代，
聚少离多，但他们坚贞的爱情始终贯穿了彼此
的一生，能否谈谈您心中父母的爱情是什么样
子呢？

陈洪生：我父亲是江西遂川人，1925年入
党，1927年参与领导万安暴动。1928年2月，父
亲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了井冈山，后任湘赣边界特
委副书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母亲与父亲在井冈山相识，成为革命伴侣。

母亲说，上井冈山后父亲给她写了一封情
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其中写道：愿与您结为“秦
晋之好”。母亲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就
找贺子珍和她的二嫂吴仲廉解释。贺子珍告诉
母亲“秦晋之好”这句话意思是愿意和你结为夫
妻。吴仲廉、贺子珍还帮助母亲起草了回信。

我的父母经历了革命战火的洗礼，也经历了
动荡的十年挫折。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
父亲含冤去世前，母亲还被关在河南农村干校都

没有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也成了母亲终生之痛。
母亲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和父亲安葬在一起。母
亲逝世后，经中央批准，她的骨灰和我父亲陈正
人的骨灰合放在一个特制的骨灰盒里，安放在北
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厅，与朱德、陈毅、康克清
等昔日的老领导、老战友的骨灰安放在一起，永
世相伴。纵观父母的一生，把小爱融进对党和人
民的大爱之中，他们一心为党、相濡以沫的爱情，
为我们树立了风雨同舟、责任担当、互敬互爱的
家庭观。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您成长在这样一个
革命家庭，曾作为知青下过乡，后来到了部队，转
业后又到保利集团工作，您一路走来，您觉得自
己传承了父母亲哪些优良品质？又是如何践行
传承下去的？

陈洪生：从我记事起，母亲常给我讲她参加
革命的故事，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使我幼小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爱国报国之心，我
的启蒙教育不仅仅来自书本，还来自父母以身作
则的教育，他们用自己革命的一生，教育子女们
要做一个对祖国和社会有用的人，也教会了子女
们做人处事的方式，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我大哥瑞生退休后用了三年的时间，他把对
母亲的思念与敬仰写成了一本名为《井冈山的红
杜鹃》的书。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他在书中的
题词写道：“亲爱的妈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
中”。这何尝不是我们子女的心声，母亲的品格
与风范正如井冈山盛开的红杜鹃一样，映照在后
人的心中，永远芬芳。

我二姐宜生不忘母亲的嘱托，先后组织在遂
川、宜章碕石、莽山瑶族、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
地等老区创建了七所红军小学。

我二哥迪生帮助解决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纪念
设施的建设经费，协调、助力遂川金矿开采立项。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
到山西和湖北插队，各待了一年半时间，锻炼了
我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让我对农村有了更
深的了解。后来，我参军到部队，一直非常努
力，工作积极，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记得在一次
党代表会前选举党代表，当时是差额选举，我是
作为被差额对象参选，结果我得了高票，我当时
在部队的工作是得到大家认可的。1985年，我
曾随中国南极代表团首赴南极参加长城站建成
典礼，也曾作为国防部代表出席联合国五常中
东军控会议等国际会议……

细数我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到
保利集团，我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也
牢记父母的嘱托，为人正直厚道，团结同志，作
风民主，廉洁自律。我时常怀有感恩之心，因为
我深知人生中每取得一步成就，都离不开党的
培养和人民的信任。

当我为人父母后，也常常教育自己的后代不
要忘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美好幸福生活，带
他们回到宜章，到井冈山，重走父辈们走过的路，
重温历史，教导他们不忘初心，要把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新时代新征程，中
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仍保持着旺盛
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
幸福，您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告诉您的父母？

陈洪生：新时代，新征程，社会发展一日千
里，但我们依然不能忘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道德
规范和做人的真谛，我们每个人都应做一名无愧
于自己时代的人，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为人民
的幸福和安康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对千千万万
革命先辈、先烈和英雄的最好告慰。

在中国，桑蚕业贯穿几千年的文化底蕴，让我
们心生敬畏，也给了我们创作作品的原动力。如何
把先民们栽桑、养蚕、织绸等农事稼穑活动搬上舞
台，展现华夏泱泱大国五千年的精神和风采，用他
们的故事还原中华民族最初的信仰，这是我一直努
力思索的问题。

第一次到南充采风，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生动
而美妙的丝路神话和故事原型，我们主创团队便
下决心要尽全力打造出一台关于丝绸文化的剧。
于是就有了《东方丝源》。

《东方丝源》以南充丝绸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
线，从华夏文明起源、嫘祖养蚕造丝为民、张澜实
业救国、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到南充经济发展
和丝织业革新，其间融入了大国工匠精神和青春
奋斗精神，倡导了无私奉献、奋发有为的新时代价
值观。

在我的构想中，杂技情景剧《东方丝源》时长
1小时30分钟，分为六个部分：丝源、丝年、丝魂、
丝恋、丝都、丝路。内容从嫘祖发现蚕丝、张澜办
学建厂、实业救国到国家的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
再到新时代南充儿女再创丝绸产业辉煌的奋进历
程，推动丝绸等传统制造业产品走出国门。

当导演的指挥棒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不敢

有丝毫的懈怠，只想认真
讲好中国丝绸故事，将那
些对中国丝绸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的人，以杂技的表
现形式再现舞台，并用桑
蚕文化为连接点，为观众
勾画出跨越几千年的文化
积淀和中华文明的灿烂画
卷——

远古时期，在嘉陵江畔
的一支賨人与巴人部落混居的聚集点，人们生活、
劳作的情景被一一再现。初始，祖先们靠采摘野果
生活，后自制石器，并用骨器、木器等劳作工具生
产，射箭投标、飞石撒网、钓鱼抓鸟、驯养家禽、钻木
取火、编麻制衣……

舞台上，小演员们挥汗如雨。
《东方丝源》除了10多名艺校的舞蹈学生外，

全是本土演员。因为杂技有着不同于歌剧舞剧门
类的特点，属于高危行业，我作为一名资深杂技人，
始终把杂技演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在我心中，情景杂技剧《东方丝源》将以它标志
性的跨界特色来呈现中国南充丝绸的故事。我们
祈愿从创排开始直至上演，让新剧目每个桥段都充

满温馨，充满情怀，充满精彩。在这部剧里，人们可
以看到湖泊、桑山、天光、花海……

从筹备到演出，南充市杂技团举全团之力与主
创团队通力合作，2023年春节，在四川省南充市高
坪区的“丝绸源点”六合剧场里，丝绸新城变成了欢
乐的海洋，交织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面。主题会
歌《东方丝韵》的旋律久久回荡在空中。

杂技剧《东方丝源》闭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
让我深受震撼。《东方丝源》经历了太多的思考和磨
合，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也为之注入了
很多创意与智慧。

在或明或暗的烛火中，《东方丝源》一路走来，
过于明就过于通透，丧失珍贵的朦胧美；过于暗就

过于晦涩，丧失大众的欣赏性。在剧目的舞台上，
我将行而上和俯而下的起承融合，有形和无形的相
互交替，通透和暗喻的手法互补，呈现出五彩缤纷
的视觉效果。

艺术融合是艺术与技术的互补和互动。从技
术性上增强杂技表现功能，开拓表达空间，是我一
直以来的追求。艺术融合也是对能力与魄力的双
重检验，所以导排的《东方丝韵》能够让观众喜欢，
我想内在就是王道。

接下来，我要在中国的故事土壤里寻找人
类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创作出更多像《东方丝
源》这样有“思想之美”“文化之美”“力量之美”
的好作品。

女红军，一个响亮的名字闪耀在中国革命史上。她们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书写了光辉璀璨的华章。日前，纪念井冈女红军

彭儒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深情地回忆了彭儒一生的革命事迹。

追忆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彭儒的革命人生带给儿女们怎样的触动呢？作为革命后代，又是如何践行传承优良的革命精神呢……为此，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女红军彭儒同志之子陈洪生。

彭儒：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
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干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首届全国三八红旗手。
1913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
碕石村，1927 年加入共青团，1930 年
转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
上井冈山，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
战士之一，与吴仲廉、曾志被称为井冈
山妇女运动“三杰”。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和十二大上皆当选为中央纪委
委员。1987年，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
党的十三大。2010 年 10 月 5 日在北
京逝世，享年98岁。她是参加过井冈
山斗争最后离世的老红军。

陈洪生：彭儒之子，1950年出生，
1977 年4月入党。1970 年参军，后转
业到保利集团，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保
利集团董事长。

——对话女红军彭儒之子陈洪生

1990
年10

月
彭
儒
与
子
女

1962年夏陈正人、彭儒在北戴河

深入血脉的“丝”恋
李西宁，中国杂技家

协会原副主席、陆军西部
战区战旗文工团团长，国
家一级编剧。中宣部“四
个一批”人才，全国三八红
旗手，国际国内杂技赛场
知名评委，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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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剧《东方丝源》编导李西宁：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