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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候选人，崔世安的连

任似乎毫无悬念。8 月 31 日，现任
行政长官崔世安以近 96%的得票率
当选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候任人。
高票连任后，崔世安发表感言说：

“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承
担的事业任重道远。”

出身建筑世家
却没继承家业

崔世安出身建筑世家，其家族
与澳门前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何
家、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万祺的马
家并称澳门三大家族。

崔家在澳门如今已是第八代，
当初的飞黄腾达始自崔世安的祖父
崔殿明。他也被称为“澳门的建筑
大亨”。崔殿明有两个儿子，长子崔
德胜、次子崔德祺。崔德胜有两
子，长子崔世昌，次子崔世安；崔
德祺有两子一女，女儿崔筱瑜，长
子崔世平和次子崔世业，其中崔筱
瑜与崔世业现定居美国。而留在澳
门的崔世昌、崔世安、崔世平三位
堂兄弟，是澳门知名的“崔家将”。
崔世安的兄长崔世昌、堂弟崔世平

都是澳门现任立法会议员。
崔世安生于1957年。从幼儿园

开始，他在澳门名校岭南中学度过
了 13 年的校园生活。虽出身望族，
但崔世安并无世家子弟习气。在他
青少年的玩伴中，就有何厚铧。

1974 年，崔世安没有选择世代
相传的建筑业，而是考入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立大学城市卫生管理系修
读医学。此后又在美国俄克拉何马
州大学获得医务管理学硕士和公共
卫生博士学位。留美10年后，崔世

安学成返回澳门，创办“崔氏 X 光
医学化验室”。令人遗憾的是，父亲
崔德胜在他回澳门仅数月后便病
逝。1992年，崔世安以“同心协进
会”第二候选人身份参加葡澳第五
届立法会选举，高票当选。与此同
时，他积极参与澳门多个社团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人脉。

1999 年，崔世安获得时任行政
长官何厚铧提名，成为社会文化司司
长。任职期间，他成功推行 15 年免
费教育，并在抗击禽流感、非典等事
件中表现不俗。2004年，崔世安再次
出任该职，并在社会文化、医疗、教育
等领域不断派发“红包”，因此博得

“好好先生”“派钱先生”的赞誉。

巧妙化解难题
政绩可圈可点

2009 年，崔世安当选澳门第三
任行政长官。在第一个任期，其政绩
可圈可点。据统计，2010 年到 2013
年，澳门经济年均增长 14%，澳门本
地生产总值（GDP）由2009年的1693
亿元（澳门元，下同）升至 2013 年的
4135 亿元。人均 GDP 由 2009 年的
31.7 万元，上升至 2013 年的 69.7 万
元，排名世界第四。失业率由2009年
的 3.6%下降至 2013 年的 1.8%，基本
实现了劳动人口的完全就业。澳门入
境旅客人数，由 2009 年的 2175 万人
次上升至2013年的2932万人次。

数字虽然枯燥，但却最具说服
力。即便是澳门的“反对派”也不
得不承认崔世安任特首这 5 年，经
济持续向好，社会和谐稳定。

这 5 年中，崔世安也保持着“好
好先生”形象，似乎没经历什么惊涛
骇浪。但记者亲历的两件事，却改变
了这一看法。那是在一次立法会的答
询大会上，有议员就澳门医疗设施不
足，病床数过少质问崔世安，他立刻
回应：“病床数虽不足，但也不可以与
赌台数相提并论，不能说有多少张赌
台就要有多少张病床。”对方顿时哑

口无言。另一次是关于《候任、现任、
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
度》。该法案因被疑是为官员谋私，遭
到不少民众反对。最终，政府决定撤
回法案，待收集民意后，再提出文本
咨询。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崔世
安对民众的质疑回应说，自己“虽然
肥”，但不会“自肥”，以此表明自己绝
无立法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动机。记者
渐渐明白，崔世安之所以给人不多
言、“好好先生”的印象，一是因为他
憨厚的外表；二是
因为他的“普通话”
实在太过“普通”，
所 以 当 他 需 要 用

“国语”表达时，常
常 过 于“ 言 简 意
赅”。其实崔世安有
足够的智慧，常能
巧妙化解难题。

崔世安的妻子
是霍英东的侄女霍
慧芬，现为澳门管
理 专 业 协 会 副 会
长。她和崔世安一
样，身形高大，相
貌温和敦厚，行事
低调平实。她几乎
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但 2012 年伦
敦奥运会后，在澳门社会各界举行的
欢迎中国金牌运动员访问港澳的晚
宴上，崔夫人身穿中式旗袍出席。据
说，霍慧芬是他们的“粉丝”。

面对重重挑战
承诺广纳民意

学者认为，澳门现在既是历史
最好时期，但也是历史上最复杂的
时期。

众所周知，澳门是以博彩立足
的城市。早在2010年，赌收就排名
世界第一，现在博彩业的规模已是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8 倍。澳门最大
的优势是博彩，最大的隐忧也是博
彩。经济数据虽然亮眼，但赌收占

GDP比重逐年上升，一业独大的风
险与危害日渐显现。“经济适度多
元”提出多年，但“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的窘况一时难以改变。

同时，随着全社会整体学历提
升，中产阶层逐渐形成，他们追求
社会正义，又要发展空间、向上流
动，要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革
新的呼声渐高。对普通居民而言，
住房、交通、养老等问题已经严重
影响社会和谐。近年饱受博彩业挤

压的中小企业，同样怨声不断。
崔世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在胜选感言中表示，选举的结果
并非终点，而是迎接新挑战、落实
政纲的开始。有多少选票，就有多
少期待。面对重重挑战，崔世安承
诺广纳民意，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与澳门居民一起“同心
致远，共享繁荣”。澳门
居 民 将 在 今 后 的 5
年，检验新一届
行政长官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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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
周刚刚落幕，身为艺术总监的韩再芬来
不及休息，又开始着手准备11月在上海
的《徽州往事》巡演。

谈起艺德，韩再芬笑笑说“谈不出
什么大道理”，从唐朝的“采茶调”一路
走来，黄梅腔一直属于民间，“俏花腔”
愈久弥香，“平民戏”传唱不息，靠的就
是“真”“诚”二字。

艺术要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

10岁考入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14岁
挑大梁主演舞台剧 《莫愁女》，16 岁主演
电视剧《郑小娇》，韩再芬曾成功塑造过西
施、七仙女、孟丽君、杨玉环等经典形
象。每场戏的每个人物，韩再芬都尽力做
到“感同身受”，“我理解的艺术，要感动
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

《徽州往事》 是一部历时 6 年打造
的原创黄梅戏舞台剧，“这是一个不

断追求幸福，却始终没有得到幸福
的平凡女人的故事。”面对“舒

香”这个角色，如何演好这个颇
具时代烙印的“平凡女人”，

已是老戏骨的韩再芬依旧下
了苦功夫。一句台词、一

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都
需 重 复 拿 捏 、 把 握 。

光 是 一 句 “ 女 人 一
生 为 谁 忙 ” 的 七

字 台 词 ， 韩 再
芬足足练了

几十遍。

创新是对黄梅戏最好的坚守

同不少传统戏曲一样，黄梅戏遭遇过
寒流，韩再芬选择了坚守。多年来，韩再
芬获国家级和省级奖励40余项，功成名就
的她亦可以选择“出走”，然而她依旧站在
原地。

“不以光环索名利，一切为了观众。”
韩再芬的老师姚美美这样评价自己的学
生。在安庆潜山办黄梅戏“娃娃班”，组织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发放5块钱的爱
心票。“不做空中楼阁”，韩再芬选择做

“一切从观众出发”的实干派。
2005 年底，在原黄梅戏二团的基础

上，安庆市成立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成
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以艺术家名字命名
的国有戏剧院团，韩再芬
任院长。如何让传统黄梅
戏焕发新生成为“韩院
长”思考最多的问题。

打造黄梅网、建设黄
梅公馆、上线黄梅戏“彩
铃”，甚至在简单的一部
小戏中，都浸透着创新：
传统黄梅唱腔配合上戏剧
的叙事元素，辅之以丰富
乐 器 的 伴 奏 ，“ 再 芬 黄
梅”有了独一无二的韵
味。

“ 黄 梅 戏 就 是 民 间
戏 ， 最 重 要 在 于 接 地

气。”韩再芬认为创新是对黄梅戏最好的坚
守，与时俱进就是对观众最好的报偿。

德行是戏人的灵魂

“丢掉的文化和精神太多太多了”，韩
再芬平日里也会关注娱乐圈的“星”闻，
谈起频现的“负能量”，她直摇头。

“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抵抗太多
的东西。”在她看来，价值取向不正、信
仰不坚定的明星就容易做出失德的事情。

再芬剧院的年轻团员告诉记者：跑
龙套时马虎上妆、成了腕儿耍大牌都会
遭到前辈们的教训和指责，甚至乱丢纸
屑，老师们都会抛来一句“德行不好”。
在剧团，德行是戏人的灵魂，黄梅的生
命。

贾平凹的每一部长
篇小说，几乎都在探索
新的表达方式与创作技
巧。而永远不变的是，
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主
人公一概都是底层小人
物，每个人身上都深深
地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
烙印。贾平凹总是将纯
正的汉语传统和陕西方

言相互糅杂，构建起文本特征鲜明的文学世界。
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共 25万字，以老生

常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故事
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今
天，可谓是现代中国的发展之缩影。书中的主人公
叫“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
身在阴阳两界、长生不死，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
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老生
在小说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主线，把四个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连缀在一起。

虽然贾平凹的文风有着明清文人笔记的传
统，然而在作品中直接写历史文化还不多见。毫
无疑问，《老生》就是一个例外。这部小说在挖掘
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眼光投向了历史的深处，以
解读 《山海经》 的方式来推进历史、认识历史、
解读历史，具有很强的空间感和纵深感。

也许是贾平凹长期生活在西安的原因，厚重

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直影响他的小说创
作。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山海经》 作为
远古时期的山水草木动物神话故事，如同
一部神秘的天书，上千年来都吸引着人们
孜孜不倦地进行解读。在创作 《老生》 中，
贾平凹凭着对小说艺术的熟练拿捏和对《山
海经》 的独到认知，认为自己的创作是该接
一接历史的地气了。

然而，真正深入到《山海经》的精神世界，一
切都比想象中难很多。他曾3次试图放弃《老生》
的创作。为了拓展创作视野，他再次来到民间，在
秦岭拜访七里八乡最有威望的老人，“没有私心偏
见地说公道话”，这是他从农人身上得到的思想启
发。“写小说何尝不也就是在说公道话吗？”在这种
质朴思想的感召下，《老生》
创作再也没有中断，3 个月
一气呵成完成初稿。

可 能 是 人 过 60 的 原
因 ， 对 于 古 老 的 文 化 传
统，贾平凹兴趣倍增。在
他眼里，“从秦汉上寻到先
秦 ， 再 上 寻 到 上 古 、 高
古，就感觉那个时期，好
像天地之间，气象苍茫，
一派高古浑厚之气，有着
这 个 民 族 雄 奇 强 健 的 气
息。”

●艺术本身应该是严肃
的，而不是一群搔首弄姿的人
的江湖。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必须得有个脊梁骨，就是
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脊梁。”

——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
阎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现在，主旋律电影很多，但真正立得住的却不多。为什么？
因为创作者不了解他所描写的对象，于是苍白地从概念出发，直
奔主题。“主旋律”是很伟大的三个字，社会需要它、人民需要它，
但如果我们粗制滥造，不珍惜作品，就会使“主旋律”大打折扣。

——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平表示。

●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根性文化”。对古村落的
保护，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遗产本
身，还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如设立生态博物馆、民族
文化生态村等对文化遗产进行“就地保护”，这样有助于文化在其
植根的“土壤”里“生长”“发芽”“开花”“结果”。

——学者蔡熙认为。

●影视是烧钱的生意，成本上的压力永远存在。那么，投
资方或制作人回收成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剧情、主演和导
演、编剧的号召力，当然都有，但最关键的还是它们最后形成
的核心竞争力——开播后口碑对于收视率的支撑。

——文化批评家徐江认为。

●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开展产业化的难度比较大，因为有
些书可以给孩子们想象的空间，制作成动画或者电影作品反而
会丧失这种效果。儿童文学作品的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需要非常专业的团队来规划执行。当然，我们也期待国内的
儿童文学出版物的产业化能创造出像迪士尼那样的辉煌。

——作家郑渊洁谈儿童文学产业化。

●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各种内容鱼目混杂的年代，
特色就如一面旗帜，昭示着我们的存在，显现着我们的价值。
每个出版社都应逐步摸索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在中国这个巨大
的市场里，任何细分领域的领先都是我们生存的机会。

——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说。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现实，是非
常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文学作品与现实本身终究是不一
样的。一些作家越来越关注生活表层的五花八门和鸡毛蒜皮，
却无心无暇去顾及和挖掘埋藏在生活深处的东西。文学在思想
越来越苍白无力、故事越来越没啥意思的同时，形式感却越来
越强。这样的作家一多，就有可能把文学摆弄成了一堆除了形
式啥都没有的东西。弄得最后，作家自己都觉得有些四顾茫然。

——作家陈铁军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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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先生好先生””
的的

政政治治智慧智慧
苏苏 宁宁

从 《废都》、《白
夜》、《怀 念 狼》 到

《秦 腔》、《古 炉》、
《带灯》，再到最新出
版 的 长 篇 小 说 《老
生》，他已经出版了
十五部小说。在当代
中国文坛中，现年62
岁的贾平凹绝对算是
一个“文坛劳模”。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
始，几乎每隔两三年
的时间，他就有一部
长篇小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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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两次获得文艺家“德艺双馨”称号；出道36年，

她已算不清自己演过多少角色，光是去年一年，她就演了

近百场；她说：“身为演员，要认清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

台上有艺，台下无德，算不上双馨。没有德行，再高明的

艺术也会跌价。”她就是黄梅戏传承人韩再芬。

“平民戏”传唱不息
杨玉华 陈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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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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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徽州往事》》剧照剧照

崔世安 （前排左一） 童
年时代与父母、哥哥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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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与夫人霍慧芬崔世安与夫人霍慧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