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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雨细细密密，随着船娘摇动的木橹滑

落，又汇入弯弯碧水中。烟雨丝帘间，“垒起七星

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婉转唱腔将时光牵引至那战火纷飞、斗智斗勇的

年代。

这里是江苏常熟沙家浜，芦荡火种积蓄力

量的地方。 80 多年前，这个阳澄湖畔的小渔村

风起云涌，当地村民为保护受伤的新四军战士，

与日伪军斗争周旋。现代京剧《沙家浜》虽然定

格的是那个年代，但新时代的沙家浜仍在演绎

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今日沙家浜，处

处好风光。

现代京剧 演绎烽火岁月

坐着船驶进密密的芦苇荡，听着风吹过芦苇

细长叶子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39 年 9 月，活跃在江苏阳澄湖周边地区的

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为开辟苏北抗日

根据地，撤出东路地区，奔赴新的抗日战场。“江

抗”撤出后，在阳澄湖畔留下了一所后方医院和

36 名行动不便的伤病员。他们在沙家浜依靠当

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边医治伤

病，一边与日伪军巧妙周旋。这便是现代京剧

《沙家浜》发生的背景。

金耀良，阿庆嫂原型之一范惠琴的外孙，如

今是常熟市新四军研究会的秘书长，他一直在搜

集材料，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金耀良说，当

时后方医院没有固定的地址，日伪军一来，群众

和医护人员就得带着伤病员一起转移，农家的客

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以及湖中的

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

医 疗 床 ，蚊 帐 一 挂 就 是 手 术 房 。 每 逢 敌 人“ 扫

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

密密的芦苇荡中。待敌人走了，再将伤病员接进

村子。那片莽莽苍苍的芦苇荡不仅是天然的庇

护所，也是伏击日寇的好战场。

就这样，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在芦苇

荡中不断上演，阳澄湖畔成了抗日战争中催生

“芦荡火种”的革命摇篮。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

这片芦苇荡受村民保护养伤的战士，把这段经历

记述了下来。 1960 年，上海沪剧团根据这段历

史，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一经演出，便大受欢

迎。1964 年，北京京剧团将《芦荡火种》改编成现

代京剧，并定名为《沙家浜》进行公演，广为传唱，

剧中阿庆嫂、郭建光等角色深入人心。

《沙家浜》唱遍神州大地，历久不衰，不仅唱

出了军民鱼水情，也让沙家浜名闻天下。

红色旅游 寻访革命足迹

芦荡村是《沙家浜》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之一，

也是新四军前进袭敌、后移休整的苏常太抗日游

击根据地。村子位于沙家浜风景区的最南端，是

曾经沙家浜芦苇荡的中心地区，绿化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村庄中间，一道瀑布从假山中流泻而

出，村外河道纵横，流水潺潺，尽显水乡风貌。近

年来，当地政府在推进“千村美居”过程中发现，

芦 荡 村 有 一 处 老 宅 是 抗 战 时 期 新 四 军 养 伤 旧

址。当地将旧址翻修，并收集了大量珍贵历史资

料，生动还原出当时的场景。这里如今不仅成了

群众家门口红色革命教育的打卡地，也是村民议

事的好去处。

沙家浜镇文保单位江抗东路司令部筹备会

议旧址，是原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的所在

地，也是新四军伤病员痊愈后重返抗日战场的出

发地。走进旧址，讲述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沙家浜

这片热土上的成长史、斗争史和军民鱼水情深的

故事徐徐展开：1939 年 11 月 5 日，江南抗日义勇

军东路司令部筹备会在常熟唐市东土地堂召开；

11 月 6 日，“新江抗”在唐市宗戈村正式成立。伤

病员身体恢复后，全部参与到江抗东路抗日队伍

中，成为“新江抗”的骨干力量，唐市成了“新江

抗”发展壮大的一个起点。

“沙家浜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地

点。”常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晓红说。丰富

的红色资源，让当地串联起“沙家浜革命历史纪

念馆”“江抗东路司令部筹备会议旧址”“千村美

居”等红色元素，推出“薪火”“记忆”“文韵”“小

康”等多条党史学习教育的“红色定制”路线和特

色服务，为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体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项目。常熟沙家浜培训中心讲师朱晓婷介

绍，现在不仅仅要把红色故事讲给游客听，更要

让他们走进芦苇荡，沉浸式体验。

绿色发展 建起生态家园

在沙家浜旅游度假区，乘坐摇橹船在水面上

荡漾，观赏两边的芦苇荡、空中的飞鸟，让人感到

和平安详。“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

岸柳成行……”唱本里的景致跃然眼前，今日的

沙家浜也是一座美丽的绿色生态公园。

常熟沙家浜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副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瞿 晓 峰 说 ：“ 我

们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结合绿

色 生 态 资 源 开 展 红 色 教 育 和 生 态 旅

游 。”如 今 ，作 为 全 国 红 色 旅 游 精 品 线

路之一，沙家浜延伸红色产业链，走出

了红色旅游绿色发展之路。

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起初生态环境

较为单一，以林木和芦竹为主。近年来，

公园重视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和营造，公园

保留了浮叶植物生境，同时通过水生植物

种植、浅滩构建、捆扎芦竹浮岛制作等方

式 ，丰 富 鸟 类 栖 息 地 类 型 ，完 善 了 湿 地 生

境。曾经面积只有 150 亩的芦苇荡，如今已

扩大到 6000 亩。泛舟其中，菱荷相间，水鸟

时现，在体味抗日烽火的同时，也在感受心

灵的静谧与平和。

瞿晓峰介绍，沙家浜把保护湿地生态、

丰富生物多样性、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作为

发展目标，面积达 6000 亩的湿地公园内湿地

面积超过 75%。据专家测定，目前沙家浜湿

地中禽鸟超过 140 种。洁白如雪的羽、苍劲华

丽的翅，成千上万栖息于此的白鹭成了芦荡

深处的一道风景。在芦苇荡里，时有一两只

站着捕鱼，悠然自得，整片芦苇荡便成了一幅

如诗般的画。

芦 荡 村 村 民 朱 春 冬 经 营 了 一 家 农 家

乐，布置成上个世纪的农居风格，墙上贴着

京剧《沙家浜》的海报。如今，沙家浜景区

内外的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间接带动

本地农民 1.3 万人就业，农民年均收益增

长 15%以上。“我们是沾了红色旅游的光，

享了绿色发展的福。”朱春冬感叹。

“绿 波 不 尽 尘 难 染 ，芦 苇 深 处 浮 人

家”。 50 多年前，一部现代京剧《沙家

浜》，让阳澄湖畔的这个江南小镇沙家

浜闻名全国；如今，这里依旧河港纵

横，绿波摇曳，芦苇荡间沙鸥翔集，一

幅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水乡风光。

图①：沙家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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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沙家浜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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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沙家浜 处处好风光
本报记者 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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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

血，一朵琼花分外红”。一部影片，让大江南北都记住了一

位有着“火辣辣大眼睛”的女战士；一个角色，让 20 岁出

头的祝希娟摘得新中国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

员的桂冠。

回忆起 60 多年前在电影 《红色娘子军》 中的点滴，耄

耋之年的祝希娟仍然十分激动：“这个角色是我电影事业的

巨大转折点，给予我许多经验、感触和启迪。”

1959 年，祝希娟还是一名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被电影

《红色娘子军》 的导演谢晋选中，饰演女一号吴琼花。如何

卸下书卷气，锻炼成红军战士？

“为了演好电影角色，剧组来到海南，我们体验了 1 个

多月的红军战斗生活。”祝希娟回忆，剧组主创人员同当地

老百姓吃住在一起，每天的日程都很满——6 点钟起床参加

军训，太阳落山才回住处。白天训练，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翻

看当地档案馆提供的历史资料，再结合影片剧本，揣摩人物

性格，深挖故事情节。

在娘子军老战士冯增敏的指导下，祝希娟穿短裤、打绑

腿，在朝霞里练操，在烈日下行军。当时，谢晋要求她们每

天扎着绑腿上兵操，睡觉时“枪”不离手，以快速进入娘子

军的生活状态。

“经历这一个多月，吴琼花的形象在我心里渐渐有了雏

形，我塑造她也有了心理准备。”祝希娟说，生活是创作的

源泉，之所以能把吴琼花演好，完全是靠在生活中找感觉。

“鼻子晒脱皮了，脸晒黑了，而心更红了。”

年轻人正值爱美的年纪，但为了戏，祝希娟什么都可以

抛去。那时候她长了 5 年的辫子留到了腰，但导演一句话

“剪”，她就剪了。

电影拍摄过程中，全剧组一心放在戏上。“当时已颇有

知名度的陈强在戏里戏外都非常认真，只要我俩有对手戏，

头一天他都要对对戏。”这一点让祝希娟记忆犹新。

岁月变迁，参演 《红色娘子军》 的经历让祝希娟始终难

忘，激励着她奋斗与前进。“演吴琼花也是向英雄学习的过

程，让我顽强地做很多事情，永远向前进。”

回忆人生，祝希娟说她自己从来向前进，不管遇到多大

的困难。

上图：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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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希娟

“一朵琼花分外红”
郑海鸥 陈炳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