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茶见诗》

是一本难得的书，着书

之人须品得了茶，读得了诗，

写得了文章。王亚老师兼有之，三

者融合为一，书中有诗性，有茶气。我

在一碗读书灯下，遇见一个茶仙人。

王亚老师说书里都是茶余时写的文

章，我们读来能见茶烟袅袅升起。她在后记里

写道：“‘起’似茶烟断续，徐徐不歇，文气也如此

才好，你以为幽眇无序时，它又绵绵不绝。”虽然

她自谦道，“我写文章时，时灵时不灵。”但书读下

来，才华与情趣蕴含其中，明明是散文，字里行间却

诗意丰沛。

《吃茶见诗》分为两部分，一册《茶烟起》，一册《营

闲事》。《茶烟起》写的是茶诗茶事，《营闲事》写的是

音、画、酒，皆是文人的情趣。王亚老师明明是生于当代

的女子，须为生计日夜营营，却趁茶余遁匿至古人生活

的天地。她与友人饮酒，饮至微醺；夜幕降临时，偷偷地

摘一朵腊梅，点缀心情；给自己熬上一碗茶粥，找寻外婆

留给自己的味道；独饮时，神交苏东坡、白居易等众多

文人雅士。

人们喝茶时，一般仅以好喝不好喝为区分，王亚老

师却能用文字写出茶的诸般滋味，就如同一个画家跟

人形容如何画一朵花，颜色、脉络、形状，条分缕析。而

描述“一口茶”，难度更甚，先要有敏感的味蕾，再要有

精准且富有美感的文字。

她笔下的茶有颜色：

“这茶水里有一抹鲜绿，与滚水泡来的黄绿

截然二致。”这就好像她在书里引用的白居易

的诗：“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让人联想

到，“活色生香”的字面理解，是要在生活

里看见颜色，生活才有滋有味。

她笔下的茶有脾性：

“熟普的茶气似乎颇合儒家

的中庸、淡然、温和，没有了

生 茶 的 莽 撞 个 性 。可

是，软软的更能

入胃入心，

将喝生茶时的浮躁

一股脑清涤了，一种散

淡气息由柔润的茶汤里弥散

出来。”

她笔下的茶亦有情味：

“冬夜里几碗胡椒茶喝下去，汗珠

也沁出来了，暖暖的，浑身通泰。后来，外

祖母过世后，我好多年不喝了。去年回家，念

起外祖母的胡椒茶，母亲便煮给我吃。不知是

哪个程序不对，还是茶与胡椒的问题，全然不是

那个味道。或者，我只是念那些坐在灶边煮茶的

夜晚吧。外祖母走了，茶慌病总不得根治。”

她对茶的感受是极好的，好在有滋味，有情味，

还有趣味。写能让人内心安静的文字，已是难得，她

却不限于此，常常有段落，让人不禁莞尔一笑。比如写

苏东坡为了得一个茶臼，在文章里千叮万嘱；比如写

自己揣测白乐天的“仍弄小男儿”，以为写的是“好基

友”，其实是老来得子；比如写自己懒，给自己的雅舍

取名时，想到云也懒，猪也懒，在懒云窝与懒猪窝之间，

取了“懒云窝”。

她是率性的，她说朱熹朱老夫子论学自然是集大

成者，作诗嘛，不说也罢。她既喜欢意境极美的诗，也

喜欢知堂的爽冽：“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

谈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

我将《吃茶见诗》与她八年前的《一些闲时》对

照着读，在文字里，我也看到了一位作家的成长。

在我的观感里，现在的文字较之过去，在“信、

达、雅”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文字极其凝练，富

有诗意，读来行云流水，内心舒畅。亦是吃

茶见诗。

与王亚老师六年未见，若是说六

年前对她的印象，偏向于她喜欢的

张岱，更有江南女子的婉约，今

年见她，则更像她喜欢的苏

东坡，明媚里多了爽朗

与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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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以同名粤剧为蓝本，讲述了一段

发生在广州的可歌可泣的革命爱情故事：周文雍与陈铁军，因为

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结下深情厚谊。为了地下工作需要，他们

以假夫妻身份作为掩护朝夕相处。他们彼此心底都充满着爱意，

但更多想到的是天下人的幸福，毅然选择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

业当中。起义失败后，他们双双被捕，在刑场上的他们，举行了一

场特殊的婚礼，然后壮烈牺牲。这场婚礼既宣示着他们的纯洁无

瑕的爱情，也充分展露着共产党员舍生忘死的革命情怀。

周文雍与陈铁军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革命烈士，是镌刻在

广州革命史的一座丰碑，他们的事迹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2009 年，周文雍、陈铁军夫妇一同入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影片《刑场上的婚礼》，让观

众更深刻地领略到了周文雍与陈铁军对爱人、对战友、对国家的

真挚情感，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爱情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炙热的革

命情怀的突出表现，展现出革命先烈的理想境界与信仰的力量。

两人之间的爱情，是在险恶环境下艰苦斗争的革命爱情，他们心

中深爱着彼此，但心中装的是对家国人民的大爱。从小家到大

家，他们无私奉献，为中华复兴的共同理想而殚精竭虑、不懈

奋斗，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无怨无悔。他们的事迹被

周恩来总理称为“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影片结尾感人至深，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在反动派黑

洞洞的枪口前，周文雍与陈铁军骄傲地宣告着他们浓厚的革命

情谊，抒发家国之大爱。“这刑场，就是我们正式结婚的殿堂，让

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一句句自豪的呼

喊，展现的是一种怎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枪响之后，导演

运用蒙太奇的方式，接续了木棉花散落大地的镜头，既象征

着两位烈士英勇就义，又是浓烈英雄情结传扬四方的彰显。木

棉花是广州市的市花，被誉为“英雄花”，它颜色红艳，躯干壮

硕，拥有顶天立地的姿态与壮士傲骨，花瓣的色彩就像英雄的

鲜血染红了树梢。影片接下来呈现的是一段如梦似幻般的理

想场景，周文雍与陈铁军在阳光之下放声高唱“扫去阴霾三千

丈 ，来 日 看 赤 色 神 州 ，锦 霞 漫 天 艳 阳 沐 四 方 ，世 代 相 传 永 莫

忘”，这是对未来中国繁荣富强的礼赞与期许，在风起云涌的

革命年代，一位位像周文雍 、陈铁军这样的有志青年前赴后

继，为国捐躯，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如今的旭日东升。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烈士芳华展现的是革命信仰的坚定，革命理想的

崇高，革命精神的伟大！

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我们自觉赓续优秀传

统文化，反映时代精神，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

好。用粤剧电影弘扬红色精神，是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

华地域文化的生动反映。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作为传统粤

剧与现代影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在保留粤剧艺术传统唱腔、身

段、程式化表演的基础上，按电影规律对粤剧的形式进行了创新

表达，舞台场景以广州起义纪念馆作为实地取景，运用科技手段

还原了 1927 年的广州城，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穿越回革命年

代。影片采用了 4K 超高清技术进行拍摄，清晰还原了人物的表

情、动作细节，呈现出比现场舞台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与情感渲染

力。影片的故事呈现与人物塑造也做到了精益求精，由粤剧表演

艺术家欧凯明与崔玉梅联袂出演，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粤剧艺

术的曲韵精华。两位老师为了塑造好角色，充分展现革命烈士的

精神风貌与情感表达，花费大量

时间刻苦研读的记载英雄的

人生历程，史志、剧本等各类

相关资料，甚至夜里依然挑

灯夜读，揣摩品味人物

的 基 调 特 征 ，这 也

体 现 了 粤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对

作品演绎精

益 求 精 的

匠心。

因 此 ，影

片在院线上映时，吸引了大量观众

前来观看。戏曲艺术与影视艺术

相融合的形式对优秀文化的传承

具有重要意义，影片里岭南地域

文化与崇高革命精神并重，讲好

了一部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有

利于令革命思潮与粤剧艺术深入

人心，既普及了戏曲美学，又弘扬

了英烈精神。影片用粤韵书写了

烈士芳华，是一部优秀的红色文

艺作品，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

力，为未来的红色文艺作品创作

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文艺精

品的创作基础。

《刑场上的婚礼》：
粤韵书写烈士芳华

蔡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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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老 作 家 叶 之 蓁 重 新 披 挂 上

阵，向读者们奉献了中篇新作《水火张

铁砣》，可谓身手不凡。

“水”，指主人公生活在水边，河岸。

“火”，主人公生活在铁匠之家。张铁砣

何许人也？叶先生新作中的“男一号”，

在广袤的南方，一个临水的小镇，一个

姓张的铁匠人家，有个小小少年，叫张

铁砣。他上小学，成绩平平，屡屡留级，

但是他渴望长大，像模像样地尝试与王

爹聊天、品酒，幻想着长大后，至少可以

支配王二勇、王三勇，娶王家幺妹做妻

子。然而，暑期之后，张铁砣将回到校

园，尽管他打铁颇具悟性，尽管他觉得

自己已经长大。小说结尾，河滩上，铁砣

沉沉浮浮，生死未明。浮现在他脑海中

的是，自己不在了，张师傅会怎样，王爹

会怎样，其他街坊会怎样，老师、同学们

会怎样……这时，王家幺妹说，铁砣没

死，因为我没梦见他，他会回来的。小说

就此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

想。

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洗练，叙事异常

流畅，意象密集呈现，“闲笔”也很多，其

主体虽主要讲打铁，讲戏水，讲生活日

常，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西并不生

硬，更不枯燥，而是让你能听到少年生

长拔节的声音，渴望长大的喘息，充满

着生活的原汁原味。

中 国 现 当 代 的 小 说 中 ，青 少 年 苦

闷、叛逆、觉醒的形象居多。而张铁砣的

出现，不免让人眼前一亮。小小少年，内

心觉醒，在水与火中渴求成长，发出了

自己独特的光亮与声音。

成长是一个人生永恒的主题，也是

文艺创作的永恒母题。有人说，文学写

什么？无非是衣食住行，春夏秋冬，生老

病死。此外，生活并无新鲜事。仔细想

来，真是这样，概莫能外。当我们进入张

铁砣的成长史，看到的是河水汤汤，听

到的是铁与火的交响，领悟的是民俗、

民情与成长的烦恼和欢乐。从这个角度

看，叶先生笔下的张铁砣，还是让人眼

前一亮，通篇弥漫着人间烟火气，当然

也透露了作家的绵绵才子情。

比之于青年时期的叶之蓁，比之于

“我们建国巷”系列小说，我认为，当下

的叶之蓁更值得研读、值得期待！

悦读 在水与火中成长
——读叶之蓁新作《水火张铁砣》

陈文潭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温琳 实习生/叶俊珺
通讯员/吴君茹

说到青年舞蹈家黎星，很多观众曾被他在《舞

蹈风暴 2》中的表演打动。作为全能型舞者，黎星不

但获得过国内顶级舞蹈赛事的大满贯，还是首位国

际六项舞蹈大奖的获得者，集编、导、跳于一体，可

谓战斗力爆表，被网友称为“舞蹈界的天花板”。

7月 23日晚，由他主演并曾获得第十五届文华

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的原创舞剧《沙湾往事》在神

农大剧院隆重上演。

在演出前，利用化妆的间隙，记者采访到了黎

星，聊了舞剧《沙湾往事》、舞者出圈、舞者成长等等

话题。他向年轻舞者建议，既然选择了舞蹈这条路，

就要坚持走下去，每个能被你看得见的舞者，都坚

持了十几二十年。

聊出圈
“综艺只是一个让大家认识你的途径，舞蹈才

是一个舞者的内核。”

记者：很多观众认为你是“舞蹈界的天花板”

“教科书般的顶级舞者”，你觉得有压力吗？

黎星：我觉得，舞蹈不存在天花板这件事，因为

天外有天，天花板外还有天。艺术是一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事情，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生活的感受和

感知，去感受他看到的舞蹈作品魅力。

对于我而言，压力肯定是会有，不是因为观众

说我是“天花板”而产生的压力，而是来自于你新的

演出，新的创作和一次次的表演，是否别人会觉得

你没有比之前的自己更好。

记者：现在舞者“出圈”特别不容易，现在很多

舞者通过上综艺“出圈”，有的通过舞蹈作品“出

圈”，你会选择哪一种？

黎星：我肯定会选择以舞蹈作品“出圈”。综艺

只是一个让大家认识你的途径，舞蹈才是一个舞者

的内核。舞者上综艺关键在于舞者的态度，是想让

别人记住你的人，还是通过你的舞蹈作品认识你。

对于参加综艺《舞蹈风暴》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

那是一个不同于剧场的舞台，去展示我们想要表达

的作品，通过舞蹈作品让大家知道我，这才是最重

要的。

记者：演绎舞剧和舞蹈作品，你觉得哪个更具

挑战性？

黎星：肯定是舞剧，因为舞剧不仅包含了独舞、

双人舞、群舞，还要舞者去体悟剧里人物的情绪、情

感，需要你拥有戏剧的积淀和塑造人物的能力，它

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现，而不仅仅只是舞蹈。

有些舞者可能拥有很高超的舞蹈技巧，但是他

在塑造人物的时候非常薄弱，还有的舞者在双人舞

时能够表现非常好，但他在独舞的时候，身体的表

达能力就有限。所以要成为一名舞剧演员，不仅仅

在于舞姿，还在于情感、情绪、戏剧、文学等各个方

面的沉淀。

聊舞剧
“我觉得我碰到一群做事方式一样的人，在一

起做一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这是你跟李艳超共同完成的第一部舞

剧，当时你是怎么接到这部剧？

黎星：接这部剧是一个相互吸引的过程。那是

2014 年，我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小演员，周莉亚、韩

真编排的作品有非常多打动我的细节和点，有我

很喜欢的戏剧表达，他们也在我身上发现他们喜

欢的闪光点，我们又是对做事情极度认真的那种

性格，而且大家在排《沙湾往事》之前有过一次合

作，合作得非常愉快。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和李艳超

排《沙湾往事》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

会，二话没说就加入了。后来，我觉得我碰到一群

做事方式一样的人，在一起做一件我觉得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沙湾往事》是一部同时具备民族气质和

现代气质的舞剧，那在编排和您个人的演绎上怎么

看待这种融合性的突破创新？

黎星：《沙湾往事》之所以演了 9 年，还有那么

多的观众愿意看，我觉得不光是周莉亚、韩真、黎

星、李艳超等这几个主创人员的名字，更主要的是

它开创了中国舞剧的一种特色和风格，所以能演到

现在，尽管内容是一个经典老故事，该剧在舞剧方

面的创新甚至是超前，让大家觉得它像一杯经典老

酒，回味无穷。

记者：你觉得《沙湾往事》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

的舞剧，跟其他题材的舞剧，有何不同？

黎星：我们在制作《沙湾往事》的时候，并没有

把它当做主旋律题材的舞剧去做，而是想着当年轻

的艺术家面对生死离别的大情绪时，尤其加入家国

情怀后，如何展现戏剧里的人物。我们尝试的不再

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尝试着把我们这一

代年轻人对于这样情绪的理解和感受，真实地表达

出来。我们不只是在讲故事，而是演绎故事背后我

们理解的情绪。

聊成长
“人生就是要多尝试，没有哪个选择是不对的，

关键在于你选择的那条路，可不可以走得足够饱

满，足够热情。”

记者：对于当下很多年轻演员考编，你对这个

现象怎么看？

黎星：我觉得演员喜欢考编就去考编，喜欢自

由就去闯，各有各的好，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不

能被定义。我曾经就在编内，在文工团待了 5年，

穿了 14 年的军装，到现在做自己的工作室。前

面十几年，我觉得我是一个安稳的人，但积蓄

到了力量后，现在又是一个冒险的人。以后，

可能我冒险了 10 多年，接着又会选择其他的

方式，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多尝试，没有哪个选

择是不对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的那条路，可不

可以走得足够饱满，足够热情。

记者：能不能给年轻舞者，提提学

舞的建议。

黎星：我的建议就一点，如果

你真的确定要学舞蹈，你就要坚

持，你要耐得住寂寞，不会在很短

的时间内让大家看到你，甚至永

远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备受瞩目的

舞者。但是我觉得舞蹈会教会你

很多，比如说承受、忍耐以及坚

持，如果你跳了十年二十年，你

还在舞台上的时候，势必你已经

学会这些东西了。

但凡一个舞者站在舞台

上能被你知道的，没有积年累

月十几二十年的练习，承受

冬天排练厅的冷，夏天排练

厅的热，是不可能被看

见的。所以对于年轻的

舞者，既然你选择了

舞蹈，就要做好坚

持的准备，如果没

有准备好，千万

不要来。

记者：最后，能否聊聊湖南和株洲？

黎星：虽然我是第一次来株洲，但是我是土生

土长的湖南人，我的家在郴州，我的母亲是长沙人。

对于我而言，故乡湖南是一个人间烟火之地，对于

我而言是一个幸福感饱满的地方。

我对株洲印象特别不一样，这是一座绿色之

城，走到哪都能看到茂盛的植被，整洁又干净。更让

我惊喜的是，株洲有一座漂亮且专业的剧院，作为

剧院人我非常羡慕，还能在剧院里给大家进行演

出，感觉非常棒。

“教科书般的顶级舞者”是如何练成的

受访人介绍

黎星，青年舞蹈家、编导，毕业于解

放军艺术学院。曾获第四届首尔国际舞

蹈大赛、第二十九届德国汉诺威现代舞

编导大赛、第十四届罗马现代舞大赛、第

九届全国舞蹈比赛、第二届全军舞蹈比

赛、桃李杯等多项大赛“金奖”，并于 2011

年 、2013 年 连 续 两 度 荣 获 中 央 电 视 台

CCTV 电视舞蹈大赛表演金奖，主演的

作品《沙湾往事》《天路》连续两届获得中

国艺术节文华大奖。2021 年获《舞蹈风

暴》第二季亚军。

1

2

3

◀
《
沙
湾
往
事
》
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