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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的南京，天气尚未见晴，气温已经 20 多度
了。街道两旁的古树枝繁叶茂，道路上空郁郁葱葱，
形如华盖的树冠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个圆形的拱
门，下面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一副生机勃勃的
景象。

对于朝天宫旁边的江苏省昆剧院而言，这正是热
闹的时候。从 4月 27日到现在，媒体和戏迷们纷纷上
门，大家都希望能亲眼看一看那位名叫单雯的昆曲演
员的模样。

4 月 26 日，第 29 届中国戏曲梅花奖最终名单揭
晓，单雯带着她主演的昆曲名篇 《牡丹亭》 荣登梅花
奖榜首。这位年轻的昆曲闺门旦仅仅30岁便摘得了象
征着中国戏曲最高荣誉的那朵“梅花”，成为昆曲界一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戏迷称赞为“最美杜丽娘”、

“昆曲女神”。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是中国的国粹。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单中，昆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培养一位
成熟的昆曲演员，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对于昆曲
主角的挑选，更是万里挑一。

1999年，10岁的单雯正式步入昆曲一行，至今已
有20年光阴。16岁时，她一鸣惊人，如今，她的演出
常常是观众爆满，甚至剧场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代昆曲传人，单雯让昆
曲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是属于新时代的风采。

“你自己不能放弃”

单雯出生于戏曲世家。在家里的书房中，母亲孙
珏一直珍藏着一本相册，里面收录了女儿从小到大每
一个年龄段的照片。

“仿佛留住了时光。”孙珏对本报记者说。
在相册里夹着一张特殊的证明，那是单雯第二次

报考江苏省戏曲学校的准考证。准考证上有一张单雯
10 岁的证件照，照片中的她长着一张圆嘟嘟的娃娃
脸，灵巧中略有稚嫩，非常可爱。巧的是，考场编号
也是10，正是单雯当时的年纪。

上世纪 50年代成立的江苏省戏剧学校，昆曲专业
招生频次很低，每20年才招收一批学生。而1998年正
好是昆曲招生的年份。

“父母都觉得机会难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去考。”单雯对本报记者说，她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最终因不满规定年龄而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幸运的是，第二年，小单雯得以再次补录入学，
与另外48位同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第四代传人。

然而她进了戏校才发现，“戏曲世家”的身份并不
是金字招牌，反而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

“其实我小时候有段时间也是坐过‘冷板凳’
的。”想起过去，单雯感叹说，“因为我是班上最小的
一个，那个时候老师不怎么愿意指点我。”

单雯说：“当时我母亲跟我聊起学校的事情时我就
跟她说，其实我自己早就理解了老师所讲的知识，也
知道该怎么去表演怎么去唱，但我就是不被老师发
现，她就是不给我机会站起来表演，我觉得我的努力
是没有用的……自己曾经说过这种比较丧气的话。”

孙珏告诉本报记者：“我当时经常会跟她说，课堂
上这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手把手地
教。可是你自己不能放弃，如果你自己放弃了，那妈
妈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孩子，必
须要靠自己！”

“所以我一直记住我母亲的话，暗地里非常用功地
去学。”单雯说，“最后甚至比那些老师手把手教的学
生要唱得更好。”

后来，在单雯妈妈的争取下，单雯终于获得了一
次登台演出的机会。

凤凰立于枝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年纪最小
的单雯用精湛的技艺和成熟的表演，艺压群芳，震撼
全场。从此单雯受到了真正的重视和关注，走到了舞
台中间、聚光灯下。

2005 年，16 岁的单雯出演了田沁鑫导演的 《1699
桃花扇》，扮演玲珑秀美的李香君，从此一举成名。

“昆曲蕴藏着共情力量”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
一片空旷的舞台，一声悠扬的曲笛，杜丽娘出场了。
梅青色的绣花帔，婀娜的莲步，半侧着身子，从

重重帷幔的一端迤逦飘来。台步轻移，绸绢曼妙，眸
子只是轻轻地一点，那流转而生动的眼波扫亮了全场
观众心扉。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昆曲人物，杜丽娘是明代戏剧

大师汤显祖笔下美丽动人的女性之一。而讲述杜丽娘
爱情故事的《牡丹亭》，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
品之一，与 《长生殿》《西厢记》《桃花扇》 合称中国
四大古典戏剧。

让杜丽娘从汤公的文字中走出，演成人们心中最
美好的样子，是单雯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

“我是学闺门旦的。闺门旦里有许多角色，比如
《长生殿》中的杨贵妃、《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桃花
扇》 中的李香君。”单雯说，“她们每个人物的个性都
不一样。”

“杜丽娘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为了追求自己的
爱情，她才相思成疾而过世了。在过世之后，变成了
汤大师笔下的鬼魂，不违背自己的初心，去寻找心爱
的书生。”单雯眼中透着一种坚定，“追求自己内心的
理想，需要勇气也需要代价。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

单雯表演的 《牡丹亭》 分为 《游园》《惊梦》《寻
梦》《写真》 和 《离魂》 五折戏。其中第一折 《游
园》，讲的是青春正好的杜丽娘第一次踏入自己家的
花园。

“其实《游园》是最难演的。”单雯说，“她的情绪
很难把握。古代的大家闺秀是不出房门的，所以叫闺
中女子。杜丽娘也是听了自己贴身丫鬟的怂恿才第一
次走出房门。丫鬟对杜丽娘说，小姐我们家里还有一
个这么美的花园，咱们一起去玩吧。于是杜丽娘才第
一次走进了自己家的花园。”

“走进园子里，杜丽娘很兴奋。”单雯说，“第一次
看到这么美的景色，人面花光，心中是那样的震撼，
良辰美景尽在眼底。不禁吟诵出‘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华美诗句。走到后面的时候，杜
丽娘发现，唉，我不就跟这个牡丹花一样锁在院子里
吗？墙那么高，没人看见她，就自己孤独地绽放，然
后慢慢地老去了。”

在单雯看来，就像 《游园》 这折戏一样，昆曲是
从一种小情调中蕴藏着一种共情的力量，通过典故与
中国的文学传统勾连在一起，通过真挚的情感表达创
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单雯说：“舞台上的留白代
表着观众可以自己去脑补，其实越是这种脑补的意
境，就越美好。”

“这是演员最好的时代”

“旦角祭酒”“梅花榜首”“昆曲皇后”，一直以
来，在昆曲界，这三个名词合在一起，只用来形容一
个人——张继青。

今年 80岁高龄的张继青身兼闺门旦、正旦两个行
当之长，1984 年她荣膺首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
奖”榜首；她的表演被作家白先勇评价为“艺术的最
高境界”，她是触发白先勇打造青春版《牡丹亭》的那
个关键灵感……这些荣誉让张继青成为中国昆曲界最
了不起的演员之一。

2007 年，一代名伶张继青收单雯为徒，悉心教授
单雯昆曲表演的精髓，至今已12年有余。

“张老师跟我说杜丽娘要‘收’着演。”单雯说，
“她有时会说，你淡一点好了，表情淡一点。”

“ 《牡丹亭》 的表演极好地体现了昆曲闺门旦清
雅柔美的特色。”张继青说，“要演好这出戏，分寸要
恰到好处，眼神也要到位，十分见功力。”

“我一开始不能理解‘淡一点’的含义。”单雯
说，“后来我琢磨了好久，终于明白，‘淡一点’意思
就是‘书卷气’。”

“我一直跟她讲，你不要只听我的唱，你要听自己
唱。”张继青说，“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发现自己的问
题。”

2018 年 10 月，“紫金文化艺术节”在南京举行，
单雯与恩师张继青同台演出《牡丹亭》，这是张继青的
戏曲生涯中最后一次登台演出。看着单雯扮演的杜丽
娘“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张继青感叹：“以前
一直还拿你当个小孩子看，现在终于长大了，要刮目
相看了。”

对于张继青而言，12个春秋的悉心培养终于结出
硕果。4月26日晚，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3届
曹禺剧本奖颁奖晚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单雯主演的《牡丹亭》，一举摘得梅花桂冠，名列
榜首，一位年轻的“昆曲皇后”就此诞生。在张继青
获奖 35 年后，徒弟单雯再次以其薪火相传的 《牡丹
亭》拿下梅花奖并同样位列榜首，这份传承令人感动。

在颁奖典礼现场，单雯感慨地说：“对于我来说这
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会好好演戏，努力呈现更多更好
的作品。”

“现在这个时代是演员最好的时代。”张继青说，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这个时代，不要轻易地让它从手中
逝去。”

“我从小就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很庆幸我的
爱好恰好是我的工作。”单雯说，“现在，昆曲变
得越来越好，我很幸运自己身在其中。我想这是
很多昆曲演员始终坚守的力量来源，我只是很幸
运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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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

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

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

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

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

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

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

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

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
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
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
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

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
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
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
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
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
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

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
的优秀作品赢
得人民喜爱和
欢迎。

—— 摘 自
习 近 平 在 文 艺
工 作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2014
年 10 月 15 日）

“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豫东平原上，有个大胡村，它隶属河南
省 柘 城 县 李 原 乡 ， 是 个 贫 困 村 。 2016 年
底，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任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

小伙很精神，名叫史亚威，“90后”，是
县特色商业区管委会招商办主任。不管大官
小兵，群众最认实际。大伙就看他咋干。两
年 多 下 来 ， 群 众 觉 得 ， 这 小 伙 “ 干 嘞 不
孬”。“扶贫的事是大事，干好大事主要靠小
事。”这是史亚威的体会。

村里有个贫困户叫李兴中，夫妻两人都
50 多岁，没有特殊劳动技能。史亚威鼓励
他们，可以去收木材，到安平镇史老八村一
带贩卖，那儿有不少做木材加工生意的，需
要原材料。史老八村是史亚威老家，他熟，
能帮着联系门路。听到这个建议，李兴中很
想干，但没有本钱，史亚威就帮他申请到 5
万元政府贴息贷款。能吃苦，肯动脑筋，李
兴中经营木材收购一段时间后，成了村里脱
贫致富带头人。后来，史亚威又鼓励几名家
庭经济较差的村民，做起了榨油生意。“有
了小生意，活钱就多了，就能早脱贫。”

史亚威发现，帮人找一份活儿干很关
键，能让人自信。贫困户胡春灵今年 64 岁，
妻子因病去世。作为帮扶人，史亚威和村两
委负责人到胡春灵家走访，制定了脱贫方
案。先是鼓励他树立信心，为他申请了公益
性岗位——村环卫工。这样胡春灵每月有了
550 元工资收入，有活儿干有工资，人也开
朗多了。后来又介绍胡春灵儿子胡银武学习
电焊技术，学成后外出打工，现在每年为家
庭增收 3 万余元。家庭设施改造方面，给他
家的厨房、厕所等进行了“六改”。村里建
有光伏发电站，贫困户每年有分红收入 300
元。胡春灵家里家外有了很大变化，2018年
家庭人均收入 1 万多元，感觉日子很有奔头。
为了预防风险，政府还为胡春灵家购买了一

些保险。
“说实话，扶贫一忙起来，年头忙到年

尾，很多事特别具体。”史亚威说，这样一
来，公私兼顾很难平衡。去年初的一天，他
请了假，计划拍婚纱照。刚和摄影公司约了
时间，就接到帮扶对象胡永祥的电话。胡永
祥说：“想今天到县里办慢性病卡，可儿子
和儿媳都不在家。”史亚威和未婚妻韩丰商
量，暂缓婚纱照拍摄。他开车去大胡村接到
胡永祥，带他去县人民医院打印申请办理慢
性病卡需要的病例。办卡的程序并不复杂，
对农民来说却很陌生，需要有人带着。慢性
病卡办完后，胡永祥说想上个厕所，去偷偷
买了两包烟。回家路上，胡永祥拿出烟想表
示感谢，到家后又拿出 200 块钱硬往史亚威

兜里塞，史亚威很感动，但婉拒了老人的好
意。送完老人，看看时间，错过了拍婚纱
照。就这样，前后约了几次拍照，一直到举
行婚礼，婚纱照也没顾得上拍。未婚妻成了
妻子，结了一个没有婚纱照的婚，韩丰并不
抱怨。她理解他，因为她也是一名扶贫干
部，是县千树园管委会派驻李原乡郑寨村的
一名“90后”扶贫队员。

现在，大胡村还有 13 户兜底保障户 18
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1%，符合贫困
发生率低于 2%的贫困退出标准。脱贫不脱
政策，史亚威的驻村帮扶工作要到 2020 年
底结束。这样的“90 后”扶贫干部，全国
还有很多。

从一鸣惊人到观众爆满，从年少成名到摘得“梅花”

“最美杜丽娘”一红就是十几年
杨俊峰 苏碧滢 赵 鹏

“扶贫的事是大事，干好大事主要靠小事”

大胡村来了个“90后”
陈雁飞 张远铭

“扶贫的事是大事，干好大事主要靠小事”

大胡村来了个“90后”
陈雁飞 张远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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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史亚威（右）在与贫困户拉家常。董 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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