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苗晓红

我一生爱书，因爱书爱上一个
爱书的人，才演绎出了不少与书有
关的情感故事，“钟爱一书，受用一
生”，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1958年底，我从航校毕业后，
先分配到徐州空军某部，1959年3
月，调至北京空军某运输机部队的
五大队，五大队有个叫何孝明的无
线电师。因同在一个飞行大队，经
常见面，便与他渐渐熟悉了。

有一次，我和何孝明去盖房工
地劳动，休息时我问他：“听同志们
说，你喜欢看书，还买了不少书。”

“不多，才300多本。”“有没有写女
飞行员的书？”“有一本《一个女领航
员的笔记》。”“真的？”“你看过这本
书？”“这是我的最爱。”接着我简要
讲述了《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改
变我人生轨迹的故事：

“高中时，我阅读了大量中外名
著，其中有《一个女领航员的笔
记》。这本书的主人公，也是书的作者拉斯阔
娃，是苏联首批女领航员，她创造过很多世界
纪录，是第一批获“苏联英雄”勋章的女性。

1956年春夏之交，我正准备高考时，几
位空军军官和兵役局的同志来我们学校招
收飞行员，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男女生
都招。我自阅读过《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
后，就特想当飞行员，我便争先报了名。非
常幸运，我校参加体检的所有女生，只有我
一人合格。通过严格政审后不久，我接到了
入伍通知书。当我将这一喜讯告诉父亲时，
不承想他竟拍着桌子对我怒吼：‘你如果不
考大学，胆敢去当兵，我就不认你这个女
儿。’面对父亲的高压威逼我没退缩，毅然放
弃高考投身军营，成为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
员。我之所以有勇气违抗父命，是因为有心
中女神拉斯阔娃的‘撑腰’。参军后，我一直
想买这本使我‘变轨’的书，但至今未能如
愿。你这本书是从哪里买来的，能不能帮我
买一本？我太需要这本书了。”

何孝明憨憨笑道：“古人云，‘宝剑赠英
雄，红粉赠佳人’，你这位佳人不爱红粉爱图
书，就将《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送给你吧。”

“我哪能夺人所爱，借你的书看看就行。”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中

学时读《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我只是一个
普通读者，看的是热闹，而这次重读，有了质
的变化，我已是女飞行员，女飞行员看女飞行
员写的书，看的是门道。《一个女领航员的笔
记》，不再是一般的课余读物，而是一本“飞行
指南”，是一本教科书。拉斯阔娃成了我飞行
的“教官”“标杆”。

拉斯阔娃为何能屡创世界纪录？为何
能独自一人在原始森林里生存十昼夜？油
箱漏油，飞机随时有起火爆炸的生死关头，
她为何仍能淡定地与同伴逗趣？她为何能
改变男性指挥员们对她的歧视，并赢得他们
的尊重？当飞机上的导航设备故障，又没有
地面指挥的情况下，她为何仅凭一张地图，
就能引导机组完成远航任务？卫国战争爆
发后，由她组建的世界上第一支女子航空兵
部队，为何能威震长空？

我通过细读深思，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
案。拉斯阔娃之所以能成为“苏联英雄”，是
因为她技术精湛，作风顽强，谦逊好学，无私
无畏。这些优秀高贵的品质，都来自她那颗
为女性争气，为祖国争光的大心脏。这也是
《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一书的“书魂”。

对号入座，我与拉斯阔娃之间有巨大的
差距。不过，差距不是我飞行的“减速板”，而
是我奋飞的“加速器”；差距是我学习的课题，
前进的方向。我立志，竭尽全力扇动我的翅
膀，在历史的天空中，去追赶我心中的偶像。
后来的飞行实践证明，我的军功章中有拉斯
阔娃的一份。

1964年初秋，何孝明的藏书《一个女领

航员的笔记》不慎遗失。孝明看我
比他还难过，便安慰我，并承诺一定
替我再找一本《一个女领航员的笔
记》，那时，我俩已成为恋人。

但寻寻觅觅多年，这本书也未
能找到，直到1974年春天，已和我
结婚8年的孝明在某军事院校学习
时，在学校的图书馆借到了《一个女
领航员的笔记》，他便用课余时间摘
抄了这本书。

见到手抄本我是既高兴又遗
憾，高兴的是又见到了久违偶像的
名字和主要事迹，遗憾的是手抄本
毕竟不是原貌，更不是全貌。孝明
看出了我眼里的“阴晴圆缺”，便发
誓，挖地三尺，也要为我寻找到《一
个女领航员的笔记》。

改革开放初期，街头涌现出了
不少打印、复印、影印店铺。孝明通
过转业到社科院的战友，借了一本
《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拿去影
印。当我乍见影印本时，以为是原
版，像见到久别的恩师一般，喜极而
泣，便立即翻看起来，看着看着发现
不对，这不是我念念不忘的原版书，
它没有我喜爱的插图，书脊上也没
有书名。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了孝
明一个热情的拥抱，感谢他的良苦
用心。

孝明见我对影印本不十分满
意，便继续穿梭于各旧书店之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1月初，
孝明终于在一旧书摊淘到了我梦寐
以求的《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这
是北京某中学图书馆清理出的旧
书。孝明在我俩相爱整20年的日
子，给了我一个惊喜，兑现了他的承
诺与誓言，寻回了我的最爱，解除了
我多年的心结。

1989 年我退休后，离开了蓝
天，心情特别郁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孝明
将我拉至书房，开导我：“你之所以成天闷闷
不乐，是因为得了相思病，想蓝天了。”

说完，他从书柜里拿出《一个女领航员
的笔记》正版，指着书继续道：“这是你钟爱
的书，作者是你崇拜的女神。你停飞了，也
可以像拉斯阔娃那样，创作出中国版的《一
个女领航员的笔记》，继续在蓝天‘御笔飞
翔’，延续你的蓝天梦，蓝天情。你虽没有她
那样的丰功伟绩，也没有她身上的耀眼光
环。但你有自己的优势，你比她的年龄、军
龄和‘飞龄’长得多(拉斯阔娃在30岁时壮烈
牺牲)，飞行经历丰富得多。更主要的是，中
国至今不仅没有女飞自传，连反映女飞战斗
生活的文学著作都罕见，需要有人填补空
白，为女飞历史留书，为蓝天姐妹树传，为中
国妇女航空事业鼓与呼，让中国女飞故事走
向世界。”

丈夫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
顿开。我决定以《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为

“蓝本”，以我的飞行经历为主线，写一本《我
是蓝天的女儿》，总结自己，激励后人。

经过8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我是蓝天
的女儿》的创作，2000年 12月由蓝天出版
社出版。尽管远不如《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
精彩感人，但还是受到了空军首长和机关的
好评，空军政治部将其作为传统教育教材下
发飞行部队，飞行人员人手一册。

2003年8月，中央电视台4频道“让世
界了解你”栏目组，看中了《我是蓝天的女
儿》一书，邀请我录制了一期节目，那是我第
一次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更可喜的是，
2022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扩容再版《我
是蓝天的女儿》，书名改为《蓝天的女儿》，于
今年8月出版。

在拉斯阔娃精神的鼓舞下，继《我是蓝
天的女儿》之后，我又相继出版了《共和国首
批女飞行员》《女人的天空》《一代天娇：中外
早期女飞行员史话》《共和国蓝天的女儿》。
我的丈夫何孝明也出版了《女飞行员》《女飞
行员之恋》两部长篇小说。在我出版的5本
著作中，有两本书再版，这是广大读者对我
的厚爱与“奖赏”，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倍
感欣慰。

为缩小与偶像拉斯阔娃的差距，我不断
提速。除勤奋笔耕外，停飞30年后，82岁的
我，于2019年5月21日、28日和11月8日，
分别在北京石佛寺机场、成都金堂机场，驾
机重上蓝天，创造了我国最高“飞行年龄”纪
录。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大网民的关
注，我又有了新的称号，网友们称我为“硬核
奶奶”。

回望我留在蓝天、书海中的航迹，虽因偶
像太伟大，我与拉斯阔娃之间仍有很大差距，
但我从未停止追赶的双翼，至今仍翱翔在追
赶的航线上，生命不息，追赶不止。

苗晓红，1937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朐
县。1956年6月被选为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
员，同年入党。1958年航校毕业后分配到北
京空军专机部队飞行，历任机长、师训练科
参谋、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等职。1989年退休
后开始文学创作，2019年5月，82岁时驾机重
返蓝天，有“硬核奶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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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剧《向警予》主创人员创作谈：

赵瑞泰，国家一

级编剧，著名剧作家，武
汉戏剧家协会名誉主
席。曾获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第十届文华新
剧目奖、中国电视“金鹰
奖”、中国电视“飞天
奖”、第八届中国话剧金
狮奖终身荣誉奖等。代
表作有话剧《春夏秋冬》

《母亲》等，电视剧《宋庆
龄和她的姐妹们》等。

■ 口述：赵瑞泰 著名编剧

楚剧《向警予》首演成功的那天，
我内心很激动，创作这部戏，也是我内
心的一个愿望。

我与向警予亲属相识相交四十五
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了革命后代气质，那就是默默无
闻、低调为人行事。我为这家人写了八
部作品，从采访对象成了无话不说的家
人，因此，写楚剧《向警予》实际上是出
于情感和责任。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告诉观众，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的女创
始人，她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女性独
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理想的执着追
求。这就是我们的先烈，那些革命前辈
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要为了我们的
今天去奋斗？因为他们心里装着更美好
的未来，是我们今天的样子。

“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
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这是向警予从法
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总结出来的
一个结论，提炼出这句话是由于长期
生活的积累，我把这一句话放在了剧
本里。

向警予为了革命，在33岁那年就
把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在这
部戏里，我想通过她的思想发展，层层
递进，使其走向革命之路。在编剧时，
我想强调，她不仅仅是妇女运动的领
袖、巾帼英雄，还是一个有家有爱人有
孩子的人，但为了革命理想，她毅然决
然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惜别亲人。
所以在剧本上，我不仅突出描写向警予
英雄人物的品格，同时更加细腻、真实
地描写革命先烈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写
了“姐妹情”“同志情”“夫妻情”“母子
情”“家国情”等感人肺腑的情节。

1928年的1月，向警予被敌人抓
捕，陈环桥和向警予关在一个监狱。
我曾采访过与向警予一起关在监狱的
陈环桥，当时在监狱里，向警予有哪些
地方最让她感动？陈环桥告诉我：向
警予在监狱里，除了每天想着党的工
作以外，就是会看身上携带的一张孩
子照片，对着照片，含着泪给孩子写儿
歌，希望孩子们快快长大。她给孩子
们写的儿歌中说：“希望你们像小鸟一
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
社会成长！”

在舞台上，向警予看照片这出戏，
不是编出来的，而是来源于一段真实
的场景。1927年，国民党在武汉对共
产党人进行屠杀，中央几次让向警予
撤离，但她为了革命工作坚决不肯。
所以我重点把向警予肩负党的使命这
一段在舞台上做了渲染，向警予有情
有爱，有孩子，但是当革命需要的时
候，她不顾一切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都是千万革命
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长
向警予，追求理想、忠于信仰 、至死不
渝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与铭记。

在剧本上，此次用楚剧形式再写
向警予，突出一个“情”字，更深入揭示
人物的内心痛苦，为的是更真实更接
地气。我不但要写出向警予的伟大，
而且要写出身为母亲的痛苦与不易，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艰难痛苦的时
候振作起来，我要挖掘她的内心，她的
内心是痛苦的、怀念的、思念的，在舞
台上，传递给观众的是一个真实、伟大
的向警予。

何艺光，湖南省

花鼓戏剧院国家一级导
演。主要作品有花鼓戏

《郑培民》《老表轶事》
《走进阳光》《齐白石》
等，以及京剧《广陵散》、
豫剧《乡试》、话剧《老阿
姨》等。其作品曾获得
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等。新创剧目《桃花烟
雨》入选2018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重点剧目。

夏青玲，楚剧领

军人物。武汉楚剧院副
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曾获湖北省三八红旗
手、武汉市三八红旗手
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曾获中国艺术
节“文华表演奖”、中国
戏剧“梅花奖”、湖北省

“牡丹花”戏剧奖等。代
表剧目有《双玉蝉》《李
三娘》《宝莲灯》《向警
予》等。

听她们说们说

■ 口述：夏青玲 向警予扮演者

2018年的时候，编剧赵瑞泰老师
跟我说，让我来演向警予，我感到意外
又惊喜。赵老师觉得我的气质比较适
合饰演向警予，但是我想，这样一个英
雄人物，我该怎么在舞台上演好？

这部戏对我来说有不一样的意
义，因为向警予是我崇敬的英雄。要
演好这个角色，我开始了前期的准备
工作。武汉戏曲院的周淑莲老师是这
部戏的作曲，她曾经写过《寻女》，获得
过“梅花奖”，她对楚剧的音乐十分了
解。楚剧的音乐分为三大板块，第一
个板块就是小调，然后是板腔，再就是
高腔。我很幸运能够得到周老师的指
导，在排练期间，我一有时间，就到周
老师家，请她指导我该如何配合好音
乐，找到更合适的唱腔。

为了更符合向警予的舞台形象，
我跟随剧组去了向警予学校、向警予
纪念馆，了解了她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这些都让我深刻感受到她是如
何从一名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为

不怕牺牲的革命家的。她也有母亲
的柔情与坚强，为了在舞台上把向警
予的英雄之气表达出来，何艺光导演
专门做了一些设计，让我学一些武旦
的舞台戏。向警予的形象有了武旦
的表现，还要有少女时代那种对生
活、对社会前景向往的青春感。在第
一出戏也就是向警予少女时代与同
学们一起读书的时候，音乐柔和静
谧。另外就是要表现出向警予的一
种英武气派，那种加入革命后，面对
敌人的酷刑，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
这时的音乐便激昂、震撼。

从2019年首演到现在，每一场演
出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与挑战，在
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始终贯彻信仰两
个字。我觉得在舞台上有两场情感戏
很打动人心，一场就是向警予跟湘妹
子分别的戏。向警予作为姐姐，带着
湘妹子走南闯北闹革命，但是到了敌
人要来抓她的时候，湘妹子为了保护
向警予，装扮成她的样子，让其赶快撤
离，当湘妹子跪在地上的那一刻，我也
为之触动，“我何曾不想回家乡，我何

曾不想怀抱儿女，侍奉高堂，但是我的
生命不属于我……”唱腔的渲染，感人
的唱词，女性的勇敢深深触动着我。

还有一场戏是在牢房里，当向警
予看到自己儿女的合照时，与亲人诀
别的悲痛难以言喻，我当时在舞台上
看着这张照片，想到那就是当时真实
的照片啊！于是，我全身心地去投入
这个角色中，一边唱，一边眼泪情不自
禁流了出来，母爱的深沉与无奈是我
所能共情的。这一出戏，让台下观众
也感动流泪。

出演这部戏给我最大的触动是我
觉得人要有信仰，要坚守心中的理
想。向警予虽然牺牲了，但是她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她的精神永远激励着
后人。

回想自己在艺术这条道路上走过
的40多年，如果不是以心中的信仰来
面对我戏曲之路上遇到的坎坷的话，
我很难战胜困难、勇敢地走下去。直
到今天，我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每当
舞台下的掌声响起，我想那就是对我
最好的鼓励。

■ 口述：何艺光 导演

“我从黑暗中走来，向着光明走
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
国妇女运动先驱、伟大的革命家向警
予烈士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她牺牲
时年仅 33 岁，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
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真实地
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巾帼英雄
的生命意义！

对于这样一个非凡的革命女性形
象，让我在创作之初便产生了无比的
敬仰之情。在楚剧《向警予》这部剧
中，带给我更多的是一份共产党人行
动的思辨、信仰的坚定、精神的感动。

如何将伟大的历史人物以艺术的
形象展示在舞台上，我想无论是从体
裁、风格，都应该以历史为基点，尽管
这是一部带有悲壮色彩的正剧，但是
我们在讲述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时，会不禁感慨向警予牺牲奉献精神
的伟大。

在导演这部戏时，我采用了以现
实主义为题旨、精微写实和形式浪漫
主义的“戏曲现代戏”手法。可以说戏

曲表演的写意性风格是该剧的主要表
演样式。舞台空间的假定性和虚实结
合的视觉感受，为情节的发展、矛盾冲
突的构成提供充分的空间意蕴。聚焦
向警予人生最后十余年时光，讲述了
她在家乡创办女校受挫，随蔡和森一
家赴法国，回国加入共产党，并于1927
年来到武汉，次年遭遇背叛被杀害的
经历，再现了这位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的生命历程。

众所周知，我国戏曲剧种繁多，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各自的声腔体
系。我对楚剧《向警予》的总体音乐
要求是要具有地域性、革命性、时尚
性等特点，简约的音乐主题，丰富的
唱腔音乐贯穿整部剧，采用江汉地区
的音乐素材，凸显其语言和音乐的独
特风味。以赞美性的音乐思维确立
该剧的音乐主题。把戏曲传统音乐
时尚化，注重唱腔、音乐的现代诠
释。让每个演员在演唱中都有韵味
浓郁的楚剧元素，这样观众才能欣赏
到原汁原味的汉腔楚调。

剧本的基本结构是分场式，我们
的演出结构是连缀式。在场景的转换

中，找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情节的内在
逻辑与戏剧性关系。让剧情与戏剧情
势的发展与观众的期待和兴趣有机生
成，再加上音乐、舞美、灯光、音效，以
及延伸出剧本文字以外的思维或者感
觉空间，都成为这种连缀性的内容。
这样，戏的整体不会因为转场而产生
拖沓冗长甚至是“无意义”的感觉，避
免影响演出的节奏和观赏性。我们必
须严格依照戏曲表演的基本原则，如：
唱做念打、四功五法，来构成整台演出
的表演样式。同时，我们不排除在一
定程度上吸收和借用其他艺术门类的
经验或者手段来丰富和补充我们在表
现人物中所需的艺术表现力。

结合戏曲“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特
性来传情达意演绎故事情节是这部戏
的一大特点。比如不拘泥于一些具体
场景的实际说明，而是通过表演与音
乐，加上灯光舞美的合力决定我们的
艺术空间无限的意蕴。

所以在演出时，一台完美的演出
除了具备剧本、艺术样式、舞台呈现的
基本水准以外，更多的是各部门的有
效融合和通力协作。

以“戏曲现代戏”手法赞颂革命精神

“我用信仰两个字诠释表演”

向警予的非凡人生

“一个真实、伟大的向警予”

本文记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