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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昆曲社尤梅俊——

漂洋过海的昆曲之音
杨 宁 陈洁然

史德亮和他的《芥子梦》
杨 宁 李汶璟

昆曲，是我国第一批
口述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被
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
花”。尤梅俊是新中国成立
后江苏省第一批学习昆曲
的学生，在退休后致力于传
承昆曲文化。他把这朵“兰
花”带到澳大利亚，与一群
爱好昆曲的年轻人成立了
布里斯班昆曲社，让昆曲在
大洋彼岸生根发芽。

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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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昆曲缘

尤梅俊今年已经 83岁高龄，但他仍清
楚地记得 60多年前踏入昆曲大门的情形。
1956 年，一出《十五贯》唱遍大江南北，使
昆曲事业受到国家关注。作为昆曲发源
地，江苏决定建立专门教授昆曲的学校，
又在江苏的中小学校发掘学习昆曲的好
苗子。

尤梅俊小学时担任少年之家合唱队的
领唱，因良好的嗓音条件被戏曲学院破格
录取。他生于书香世家，父母都是教师。尤
梅俊回忆说：“当时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学昆
曲。我的老师劝了许久，母亲先松了口，最
后父亲也同意了。”

进入学校后，他先学习了两年基本功，
然后才专门学习演唱巾生。昆曲有“生、旦、
净、末、丑”五大行当，其中的“生”又称“巾
生”，扮演青年男性角色。尤梅俊学戏的时
候，被老师要求一遍遍地唱，直到完全掌握
要领。

遗憾的是，离开戏曲学院后，尤梅俊没
有从事戏曲艺术工作，而是入职中国空分
公司。直到 60 岁退休后，尤老先生才重回
阔别已久的昆曲界。2001年5月，苏州昆曲
传习所所长顾笃璜邀请他到传习所工作。
他在顾笃璜面前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游
园惊梦》，被顾老先生称赞道：“他唱的巾生
是巾生。”

尤梅俊解释这句赞赏：“昆曲中巾生标
准的唱法叫‘龙虎音’，要求声调有大有小，
中间变换没有棱角，这个是很难练的。”

尤老先生有着深厚的昆曲底蕴和丰富
的昆曲知识。他介绍昆曲讲究标准，一个曲
牌是一段唱词，中间还有念白和舞蹈，要求

表演者一气呵成地完成一个片段。昆曲的
发音叫“中州韵”，同样讲究颇多。“昆曲里
的门道我可以说上两天。”老先生谦逊地
说，“昆曲博大精深，像我们这般水准的人
是学不透的。”

如今尤梅俊随女儿一同定居在布里斯
班，也把昆曲传承事业带到海外。他说：“我
的老师希望昆曲能一代接一代传下去。我
的父亲也说，人的一生很短暂，最好要为后
人留下一点东西。我要把我所学的昆曲都
留给后人。”

澳大利亚首个昆曲社

重回昆曲界后，尤梅俊除了在传习所
和昆曲进修班教授昆曲外，还创办曲社培
养业余昆曲爱好者。他在苏州创办了优兰
昆曲社，又在澳大利亚创办布里斯班昆曲
社。昆曲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但也因此抬高
了观赏门槛。尤梅俊说：“一个剧种要是没
有了观众，这个剧种就不复存在了。我创办
曲社就是要培养懂昆曲的观众。”

因女儿定居澳大利亚，几年前每到七
八月份，尤梅俊都会到澳大利亚探望女儿。
当地一群喜爱昆曲的大学生，听闻他的故
事之后，登门拜访向他讨教昆曲。一开始，
闲来无事的尤梅俊便和几个好学的年轻人
在家里聊聊天，拍拍曲，偶尔唱几段。前来
拜访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附近的邻居也
跟着学起来。

美好的时光悄然过去，尤梅俊离开布
里斯班时，学生们很不舍，而尤梅俊也想把
昆曲带到海外。双方一拍即合，在 2017 年
成立布里斯班昆曲社，这是在澳大利亚成
立的第一个昆曲社。尤梅俊在中国时，曲社
里有昆曲基础的成员就带领其他人跟着视

频学昆曲，待尤梅俊回到澳大利亚再纠正
错误之处。

澳大利亚夏季天气炎热，昆曲社通常
在尤老师家里开展活动。当天气好转时，成
员们转移到布里斯班南岸公园练习昆曲，
公园里还有一座孔子像。尤梅俊解释说：

“因为那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而且也
可以扩大昆曲的影响力。我们不能一直在
我家里闭门造车。”

尤梅俊注意到，在中国教昆曲时，还有
韩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等外国学生千里迢
迢到苏州学习昆曲。这些学生虽然不懂中
文，但他们会认真地模仿老师的发音，还用
自己的语言将音调标注在曲谱上。在澳大
利亚，反而都是华人学生来学习昆曲。

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在昆曲中同样适
用。因为学习昆曲的学生里女生比男生
多，只学过巾生的尤梅俊，为了在澳大利
亚更好地教授昆曲，还特意学了花旦的表
演方式。在一次次演出过程中他摸清了花
旦的表演程式。尤梅俊是一个负责任的老
师：“我一定要把‘旦’的表演做好，不能误
人子弟。”

双向奔赴传承昆曲

在尤梅俊身体力行传播昆曲的同时，
他的学生们也积极参与其中。这些学生同
样喜爱着昆曲，为昆曲传承尽心尽力。

小波是昆曲社的社长。入社后，她先
是学习表演《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旦
角，之后又学习了《山桃红》等巾生唱的曲
子。小波说：“昆曲的腔确实要比其他的戏
曲难学，但只要你学会了一首，其他的曲
子你就能触类旁通了。我很喜欢这种有韵
味的教学。”

昆曲社成员丁悦是苏州人，小时候就
梦想着学习昆曲。刚进入昆曲社时，她一字
一句跟着尤梅俊学习昆曲演唱，学会的第
一首曲子是《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绵搭
絮》。“昆曲入门并没有这么简单，可能你学
了一节课之后，一出门就都忘了。”丁悦说
道，“身在澳大利亚，昆曲寄托了我对家乡
的思念。”

为了更好地宣传昆曲，昆曲社在国内
外社交媒体创建“布里斯班昆曲社”账号，
上传昆曲社演出照片，或是宣传日常活动，
邀请当地华人体验昆曲。昆曲社成员既有
年轻学生，也有 70 岁的老人家，都积极参
与曲社的活动。

除了网络宣传，曲社经常在当地大学
和社区表演宣传昆曲，春节、中秋节、端
午节、多元文化节等节日都有他们的身
影，有时也会被邀请开展昆曲推广讲座。
昆曲社的成员也很乐意参加这些活动，
尤老师则是昆曲社表演的主力。小波说：

“大家愿意看尤老师的演出，因为很好
看，很专业。”

澳大利亚本地人也喜欢看昆曲。虽然
不懂中文，但他们通过昆曲社介绍的英文
梗概以及演员的动作眼神便可领会一二。
他们也被昆曲华贵的服饰和演员优美的
身姿所吸引。丁悦记得有一回演出的时
候，即将登台的演员在楼道练习演唱《皂
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结果发现几个
当地人在楼上围观。丁悦笑道：“他们其实
很感兴趣，但又不敢打招呼。”

尤梅俊认为，昆曲在传承中不能改变
传统。在教学时，他不仅保持着曾经老师们
教授的传统的昆曲唱腔，也习惯使用工尺
谱教学。尤老先生说道：“就像我们苏州的
北寺塔，如果门窗全都换成新的，那还算古
迹吗？所以一定要保留昆曲传统的根。”

史德亮，美国中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曾获美国化学
工程师协会颁发的最优秀博士称号。在工作之余，他历时
10年完成了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芥子梦》。在2023年5
月17日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上，该书获第二届世界
华人影视文学奖。

不忘梦想，挥洒笔墨

“我在小学期间就读了四大名著。”史德亮回忆说，他
从小就热爱阅读，对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梦想有一
天能够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在选择了学习工科并攻读博士的时间里，他不
得不将文学创作暂时搁置。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
梦想。工作之后，史德亮开始尝试写一些作品，比如短篇
小说。

作为一名工程师，史德亮游历了世界各地，与来自不
同国家的人们交往，“所以想把不同国家的人写下来，这
样就越写越多”。因此，他原本的短篇小说逐渐发展成了
一部长篇小说，最终问世的便是60万字的《芥子梦》。“我
决心写一部跨越 100 年的长篇小说，把中国从 1900 年至
2000 年这 100 年的故事都写下来。”史德亮说。《芥子梦》
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全书以杨芥子一家五代人的经历为主
线，将家族的兴衰命运融入时代洪流之中，展现出中国社
会的百年巨变。

精益求精，倾注心血

“精益求精”，史德亮用这 4 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创作过
程。为之付出的10年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在这10年里，他
每个工作日抽出两小时空余时间写作，周末更是坚持写作5
小时，不断修改和打磨。《芥子梦》从最初的100万字到最
终的60万字，史德亮改动了5次以上。

为了真实生动地描绘历史，史德亮查阅了大量文献资
料。工科的学习教会了他严谨和求实，他将这种精神贯彻
到了小说创作中，“拿出了写论文的精神”。在描写八国联
军侵华战争中的娘子关之战时，他收集了清史、八国联军
统帅瓦德西的日记和 《芝加哥论坛报》 的报道三方资料，

通过史料的互相印证来确认事件真相。
史德亮不仅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提到难忘的创作

经历时，他首先回忆起参观曲阜孔庙的经历。书中有一个
关于孔庙的情节，但他一直写不满意。直到亲眼见到孔子
的雕塑、院中的古树和碑上的文字，他才如被电击一般，

“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于是福至心灵，思如泉
涌，下笔也就流畅起来。

这10年间，史德亮还去过许多地方。他参观了山西运
城的关帝庙、武乡的八路军纪念馆，美国的林肯纪念馆，墨
西哥的玛雅文明金字塔，英国的牛顿苹果树……这些写作过
程中的文化探寻至今让他印象深刻，许多旅途记忆也化作了
书页之上的文字，让《芥子梦》拥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书中还包含许多科学知识。科技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
中重要的一部分，史德亮作为工科博士，对这方面的了解
颇为深入。他深入浅出，在书中用易懂的方式科普了牛顿
定律、欧拉方程等知识。

描绘历史，展望未来

在谈到创作的核心思想时，史德亮用 8 个字进行了概
括：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他说：“我希望读者通过这本
书，能更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由衷地认识到中
华文明的伟大之处，并从这百年的巨变中，看到中国未来
发展的巨大潜力。”

接下来，史德亮计划进一步推广他的作品。一些读者
可能因为 《芥子梦》 篇幅较长而不愿意阅读。但实际上，
这是一部章回体的群像小说，“很多章都可以是独立的故
事”，“很多主人公的故事都非常精彩”。“把这些故事单独
拎出来，或者放到一起，都可以做成影视剧或者短视频。”
史德亮说，他已经制作了几个短视频。通过在第二届世界
华人作家笔会上获奖，他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关注 《芥子
梦》，进一步推动相关短视频和影视剧的制作。

儿时的文学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对于这位新晋作家来
说，第二届世界华人影视文学奖既是肯定也是鼓励。谈到
未来，他表示肯定会进行更多的创作，虽然他并非全职作
家，但仍会保持对自己的高要求，“只有把作品精心打磨到
完全满意以后，才会让大家看到”。

澳大利亚湄洲妈祖金身回“娘家”

近日，澳大利亚华人联谊会在悉尼举办了“南半
球澳大利亚湄洲妈祖金身将首次回‘娘家’”新闻发
布会。

澳大利亚华人联谊会荣誉会长兼天后宫主席刁振
谋在发布会上致辞表示，此次澳大利亚湄洲妈祖金身
回“娘家”活动，将不仅局限于湄洲祖庙，还将延伸
到各地，并展开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和艺术互动活动。
透过艺术表演、讲座等形式，让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和
艺术团有机会深入探讨湄洲妈祖信仰的历史和文化内
涵，促进澳中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主席杨志唯表示，
这次南半球澳大利亚湄洲妈祖神像首次回“娘家”
访问活动是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一次寻根文化之旅，
旨在促进澳中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搭建澳中文
化艺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两国民间文化及文化团体的
互动，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
友谊。 （来源：中新网）

哈萨克斯坦中国总商会换届

近日，哈萨克斯坦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中国总商会）
2024年换届大会暨招待会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根据
会议章程，本次大会推选中国建设银行阿斯塔纳分行担
任会长单位，分行总经理王松华担任会长职务。

当晚在招待会现场，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使
衔参赞苏予出席并致辞。他指出，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
坦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期待中国总商
会充分发挥提供服务、搭建平台、反映诉求的作用，与各
中资企业携手推动中哈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作出新贡献。

据王松华介绍，中哈两国经贸往来在2023年取得显
著成效，两国贸易额达 410亿美元，同比增长 32%。中国
总商会将积极把握机遇，做好服务，探索符合两国实际
情况的商会工作模式，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
作、高质量发展作出努力。 （来源：中新网）

古槐后裔山西洪洞寻根祭祖

近日，“第三十四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暨国
家非遗祭祖习俗展演”在山西临汾洪洞举办。来自海
内外的古槐后裔代表，相聚“华人老家根祖圣地”，赓
续根祖情怀。

韩国国际跨文化发展研究学会会长孙占芳说：“凝
视着姓氏牌匾，似可与始祖对话。清明时节雨，归乡
慰亲情，大槐树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凝聚力。”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
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洪洞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起源地，洪洞大
槐树更是见证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历经
数百年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如今的古槐后裔遍布全
球。大槐树下清明共祭移民先祖，是“华人老家”洪
洞每年的传统。

活动现场，情景剧表演《回家》、城市宣传主题曲
《洪洞是我家》、特别策划 《万里寻亲》 ……一个个洪
洞特色文艺表演，演绎着“无论沧海桑田，思乡鸟依
旧应时而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惦念着这棵古槐，留
恋着这块沃土”。

（来源：中新网）

近年来，浙江省仙居县坚持党建引领、绿
色发展，守牢水环境保护底线，利用污水处
理厂尾水处理场地建造生态湿地公园，通过
净水植物来净化尾水，美化环境，成为一个
休闲、健身、娱乐、文旅融合的多功能市民公
园。图为近日，鸟瞰仙居县污水处理厂生态
湿地公园。

王华斌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