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贵州美食，首先想到的是一锅红艳
艳的酸汤鱼，一边嘴里会不自觉地冒着酸
水，另一边肚里的无数馋虫已被勾起……

苗家人有句俗语：“三天不吃酸，走
路打绕圈。”可见，苗家人爱吃酸，更会
吃酸。一道苗家名菜——酸汤鱼，更是

“跳”出苗岭深山，让世界垂涎不止。
提到酸汤鱼，绕不开凯里，更绕不开

吴笃琴——一位生长在苗岭明珠凯里山城
的苗族女儿，她也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苗族酸汤鱼制作技艺传承人。

6月上旬，当凯里酸汤鱼制作技艺入
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消息公布后，
吴笃琴兴奋之余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苗家人家家户户都自己做酸汤，但
我们吴氏酸汤是祖传秘方，做了380多
年，因口味好而被苗家人喜爱。”吴笃琴
说，“我七八岁时，就跟着父母在街上卖
酸汤，如今这锅汤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
19代了，现在我又有了徒弟，我们会将
酸汤一代代传下去……”吴笃琴讲起了酸
汤与自己的缘分。

从前，酸汤只是苗家人日常餐桌上的
一道普通调味菜，能够“跳”出苗岭深
山，成为璀璨夺目的民族品牌美食，与吴

笃琴早期的开发和长期用心经营分不开。
1985年，吴笃琴与爱人在凯里城西

路边20多平方米的地方，搭建了一间木
棚，开办起一个仅能放一张桌子的“饭
店”。“那时的酸汤只是我们自家人的饭
菜。偶尔盛些给客人们尝尝，他们都觉得
这道菜鲜爽异常，特别是再煮上鱼，与酸
汤相得益彰，格外鲜美。”于是，吴笃琴
决定放弃其他菜肴，专门做酸汤鱼。

“我们的食材全部是用当地的食
材，而且发酵过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对匠心的坚守，让
吴笃琴的酸汤鱼从一间小店铺成长起
来，并成立了亮欢寨这一贵州知名连锁
餐饮品牌。

“苗家人讲究饭养身歌养心，而酸汤正
是苗家人养身的佳肴。”吴笃琴说，“自然发
酵而成的酸汤中，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多种
维生素及矿物质，吃了酸汤，夏天解暑、冬
天暖身，还有醒酒的功效，再配上鲜美的稻
花鱼，使酸汤鱼兼具美味和保健的功能。”

吴笃琴表示，苗家酸汤的历史虽然久
远，但是在传承过程中也要不断创新。她
说，其实原始的苗家酸汤就是将熬制的米
汤通过自然发酵制成的白酸汤，而后为了

迎合更多人的口味，才渐渐在白酸汤的基
础上加入新鲜的西红柿、红辣椒等，制成
了大家所熟悉的色泽红艳、更能勾起食欲
的红酸汤。

对千千万万苗家儿女来说，酸汤鱼不
仅仅是一道菜，而是苗家人世世代代的文
化载体。吴笃琴深切体会到民族食品的魅
力，于是她在扩大经营时，请来了苗家姐
妹，为她们定做了独特的苗族服装，教她
们用苗家人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接待客人
唱歌敬酒，让客人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
感受到苗族文化带来的愉悦和快乐。

如今的亮欢寨已经发展成为集黔东
南州传统美食经营、民族文化展示、苗
族酸汤研发和原生态种植养殖为一体的
餐饮企业。

说起对未来的规划，吴笃琴表示，以
前就想把这锅汤做好，让苗家的酸汤鱼走
出深山，被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如今凯里
酸汤鱼技艺成了国家级非遗，对标准化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酸汤的标准化一直
是个痛点，因为是自然发酵，所以酸度的
标准还需要综合多种因素使其统一。”吴
笃琴说，她正在筹建凯里的酸汤生产线，
在扩大产能的同时，也将酸汤酸度标准
化，以利于酸汤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和所有的苗家儿女一样，吴笃琴脸上
总是挂着甜美的笑容，她的热情好客总能
感染人。3年前，记者曾到过吴笃琴的亮
欢寨，不仅对酸汤鱼的味道念念不忘，更
记住了这位传承人真诚甜美的笑容。“疫
情前，经常有外国人专门跑到我们店里尝
酸汤，他们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凯里酸汤
的时候，我特别自豪和骄傲。”吴笃琴告
诉记者，让凯里的酸汤鱼被世人所认可，
是她的责任，更是她的使命。

吴笃琴：让一锅酸汤“跳”出苗岭深山
本报记者 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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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故事非

一年一度的“八喜·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
节”大幕将启。在7月4日至8月31日的59天里，小朋友
们将在69场精彩演出、10个特色艺术夏令营、10场名家讲
堂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暑假。

近日，多年来倾心支持“打开艺术之门”的指挥家谭利
华、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以及北京保利紫禁城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回顾了“打开艺术之门”
28年来走过的不同寻常的艺术教育之路。

对谭利华来说，夏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是个充满回忆的
地方。在过去的20余年中，每年暑假，他都会带领北京交
响乐团与孩子们见面。今年，这个约定将被续写。7月 4
日，谭利华和北京交响乐团将为第28届“打开艺术之门”
暑期艺术节启幕。

徐坚介绍：“去年‘打开艺术之门’7月31日恢复线下
演出，推出了27场精彩演出、7期线上云端艺术夏令营。
今年我们从7月4日开始到8月31日，在孩子们暑假期间，
推出名家名团、挚爱经典、国乐流芳、童趣时光、青春芳
华、紫禁城听戏6大系列、69场精彩，可以说是‘满血复
苏’了。”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外音乐家很难往来演
出，也为国内的演出市场带来不一样的契机，中国音乐家更
加活跃，剧院有机会发掘、深耕国内的艺术内容。”徐坚
说。7月6日，小提琴家黎雨荷、钢琴家元杰将首演作曲家
谭盾根据电影《英雄》音乐所作的《英雄奏鸣曲》，届时，
谭盾将在演出中加入与黎雨荷、元杰对谈环节。本届“打开
艺术之门”还首次邀请了羽管键琴家江禹杉。通过琴童们经
常练习的《小步舞曲》《二部创意曲》等作品，江禹杉将用
熟悉的旋律介绍羽管键琴这件神秘、动听的乐器。此外，为
了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战略，天津青年京剧团首
次受邀参加“打开艺术之门”。

艺术夏令营是“打开艺术之门”的另一块金字招牌，去
年被搬至线上的夏令营，如今得以重回剧场。10个艺术夏
令营中，既包括深受欢迎的京剧、琵琶、合唱、打击乐等门
类，也有全新开设的昆曲、古琴、埙笛箫夏令营，其中，琵
琶、古琴、埙笛箫等夏令营已不限于启蒙阶段，开设了进阶
班课程。而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夏令营在招生人数上也
有所控制和调整，增加行程健康码数据收集。

据悉，今年“打开艺术之门”演出门票依然保持在20-
100元的亲民价。演出于5月1日及5月20日，分别开售7
月、8月的演出票。首轮开票当天售出1万余张演出票，开
幕式门票8分钟售罄。10个艺术主题夏令营开票不到一周
几乎全部额满，吸引了660多名孩子和艺术爱好者。截至发
布会当日，演出已售出门票3.5万张，11场演出售罄。

“打开艺术之门”元气回归
——69场演出、10个艺术夏令营陪孩子欢度暑假

本报记者 刘圆圆

一代人的情结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句话或许对《红灯记》并不适用。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九十年代的观众眼
里，一千个看《红灯记》的观众心中只有一
个铁梅，那就是刘长瑜老师扮演的铁梅。

没错，1964 年由钱浩梁、高玉
倩、刘长瑜等京剧名家出演的 《红灯
记》，就有这样的魔力。

师从刘长瑜、手把手被指导描戏的
张佳春，最能体味这种感受。

有一次，她在家中琢磨戏，捧着刘
长瑜老师的剧照在镜前模仿攥辫子的经
典动作，耳畔忽然传来一声：“刘老师
的手是反着的。”她低头对比这个小细
节，发现果然如此。

而这声音正是来自刘老师的忠实粉
丝——张佳春的妈妈。自从张佳春开始
排练 《红灯记》，她的身边少了一位

“慈母”，多了一位严格要求的义务“监
督员”，甚至连妈妈的眼神都“犀利”了
几分。

“刘老师是这么举红灯的！”“刘老
师不是这样唱的。”

……
每次笑着望向妈妈认真的神色，张

佳春都感觉是看到了一代人的影子。
“刘长瑜老师是我妈妈和她同龄人

的偶像，甚至是偶像中的偶像。《红灯
记》的词，他们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里面的动作、走位都可以信手拈来。当
时只要有唱歌、跳舞等文艺演出，每个
女孩都会争着扮演‘铁梅’，最流行的

发型就是留‘铁梅’一样的大长辫
子。”张佳春笑着说，妈妈手中攥着长
辫、身板挺立地站着、目光望向远方的
那张照片，至今依然被珍藏，是妈妈的
最爱。

到底是怎样一出戏，可以如此这
般，成为一代人心中难忘的经典？当亲
身表演后，张佳春有了理解和同感。

摘得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
大赛金奖、入学明星研究生班后，张佳
春开始学唱、排练的第一部戏正是《红
灯记》。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刘长瑜老师
的亲授下接过新一任的“接力棒”，掀
开了第三代铁梅扮演的序章，也由此真
正“穿越”回1964年，和整整比自己
早“出生”20年的“铁梅”融为一体。

她就是“铁梅”

暗黄色的灯光下，木桌椅静静地散
落着，眼前的家似乎一切都没变，但似
乎又已面目全非。

终于从生死边缘回过神来的铁梅，
忽然趴在桌上放声痛哭。

“铁梅当时陪绑到了刑场，眼睁睁地
看着日本侵略者打死了自己的奶奶和爹
爹。日本侵略者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夺
取密电码，将她放回家中，你想想年仅
17岁的她会是怎样的心情。她已经傻
了，等回味过来，冲着空荡荡的家喊了
一声‘奶奶、爹’，用光了最后一丝力
气。”说到刑场斗争的那一幕，记者眼前
的“铁梅”眼圈泛红，忍不住停下讲
述，喝口水平复情绪。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

赳。”“眼泪救不了你爹，铁梅，挺起
来！”和这些记忆一同涌进脑海的，还
有奶奶临被捕前痛说的革命家史。“咱
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
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三代人，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奶
奶是爹爹（李玉和）的师娘，铁梅是烈士
遗孤。一家人都很亲，却不是亲，但因有
着共同的信仰，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奋
斗，更胜似一家人。”此时的张佳春，喃喃
说着的似是台上的“铁梅”未曾吐露过的
心声。到现在，她依然听不得“痛说革命
家史”的背景音乐，只要旋律一响，她的
心就会跟着上下翻滚。

“《红灯记》是‘十年磨一戏’磨
出来的经典，它的经典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来源于这种情感。而这也是现代戏相
较传统戏最难演的部分。”张佳春说，
传统戏有武打、水袖、技巧等各种表现
形式，现代戏却不同，穿着平常的衣
服，没有更多增色的搭配，要演出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感情。

“所以，并不是攥着辫子昂扬地喊
出口号的就是铁梅，她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她的灵魂要在那儿，她的情感要在
那儿，她从绝望中重拾希望的那道坎，
依靠着革命信念‘挺起来’的那段历
程，要在心里过上一遍又一遍，人才立
得住！”

最紧张的一出戏

“《红灯记》至今依然是我登台表
演时最紧张、最忐忑的一出戏，台下的
观众很多都是老戏迷，他们就像无数面

镜子在照着我。”张佳春坦言。
这“演好不易”的难关，就落在了

这出样板戏的“样板”二字。
比如，铁梅有一个小板凳，什么时

候拿起来，哪个音符放下，又在唱哪个
字的时候用脚轻轻踢回去，都有严格要
求。比如走步，哪块步子大，哪块步子
小，哪几步是跳着走的，哪几步是小搓
步，都有讲究。还有最重要的道具红
灯，什么时候举，手握在哪儿，哪个音
符把它拨亮，每一处都要严丝合缝。

“而一旦本是‘5’这个音符转身，
而你在‘3’的音上提前转了就出了错，
后面的节奏就会对不上。”张佳春说，

“所以说它为什么成功，会被观众认为是
精品中的精品，就是因为十年时间，所
有参与者都把心扑在了这部剧上，它的
每一处音乐、场面、剧情、动作都经过
无数次修改打磨而成，精细到了令人难
以想象的程度。”

演这出戏，张佳春笑称像“褪了一
层皮”。“我们这一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有那么好的样板，有老师亲自传
授，少走了很多弯路。但第一版《红灯
记》就像难以超越的经典，我一直在朝
着那个目标努力，也在朝着人们心中的

‘铁梅’靠近。”

“红灯”一直亮着

今年，恰好是张佳春学演 《红灯
记》的第十年。人生的阅历、时间的磨
砺，让张佳春更懂“铁梅”，也更能代
入地去理解那个年代革命先辈所面临的
艰险和坚定的信仰。

“就像那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穷人
的脚步走，照着工人的脚步走，过去，爷
爷举着它、爹爹举着它，现在是铁梅举着
它。红灯就是一盏永没有熄灭的号志灯！
《红灯记》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铁
梅正是后来人，举着红灯的她继承了家人
的遗志，就是红色革命的传承者。”张佳
春说。

此时的张佳春更能读懂观众的“眼
泪”和他们对这部戏的喜爱。“它教育
着人们，当年有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抛
头颅、洒热血，才换取今天得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观众的眼泪，是为那份真挚
的情感、坚定的信仰而流的。几十年过
去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祖孙三代的精
神还在，那盏红灯依然亮着。”

当前，更有不少年轻人愿意重温这
一经典，张佳春也乐于用一个个选段来
引发他们的兴趣。“以他们喜闻乐见的
方式传播，可能一个短视频的某一句词
就能触动他们，让他们得以领悟这段红
色经典的精神，就足够了。”

回过头来，张佳春很想和“铁
梅”说句悄悄话：“你真是个了不起的
革命者，感谢你们一家人来到我们的
生命里。”

第三代铁梅扮演者张佳春：

《红灯记》也是咱们的传家宝
本报记者 徐金玉

“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57年前，京剧艺术片、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火遍全国。
如今，这部戏依然是国家京剧院最叫座、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一个甲子即将过去，人们对它的

印象和热情却似乎保了鲜，依然停留在那个斗志昂扬的激情岁月里。
套用第三代铁梅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张佳春的话，“《红灯记》也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传家宝！”

本报讯 6月25日，为期5天的“花开时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第12届‘春之花’全国美术作品
邀请展”在京闭幕。

100件参展作品中，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出近50余
种花卉，品类丰富、形态多姿，带给观众视觉上的享受，更
寓意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其中20件被评为优秀
作品。

据悉，这些以花卉为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作者中，有年过
八旬的老党员，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有社区美术爱好
者，也有国家院团的专业画家，体现了专业的艺术性和广泛
的群众性。

此展览由北京市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市西城区文化
和旅游局、北京市西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北京市西
城区第二文化馆主办、北京市西城区美术家协会等协办。

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馆长吴彤彤介绍，此次展览
作为文化馆开展的一堂“艺术党课”，以此向党的百年庆
典献礼。 （马健）

“春之花”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我们这一代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那么好的样板，有
老师亲自传授，少走
了很多弯路。但第一
版《红灯记》就像难以
超越的经典，我一直
在朝着那个目标努
力，也在朝着人们心
中的‘铁梅’靠近。”

——张佳春

第一代第一代““铁梅铁梅””刘长瑜刘长瑜（（右右））与第三代与第三代
““铁梅铁梅””张佳春张佳春

传承和发扬苗族酸汤鱼是吴笃琴的责任传承和发扬苗族酸汤鱼是吴笃琴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记者从6月24日举行的第二
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获悉，该赛将于6月
底开赛，分职工组和学生组两个组别。

据了解，第二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属于国家二类
赛，是咖啡行业唯一一个国家级赛事。职工组全国总决赛于
2021年9月3日-5日在中国国际咖啡展举办，大赛将产生3
位全国技术能手。学生组总决赛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

根据比赛规则，第二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以团队
赛为主，两位选手为一组，以咖啡馆为单位报名。比赛参考
咖啡厅高峰期出品流速，要求每组选手在15分钟内完成8
杯拿铁咖啡、4杯美式咖啡、2壶手冲咖啡、4杯创意咖啡
的制作。竞赛模拟咖啡厅随机出品模式，比赛前参赛选手将
现场抽取出品顺序菜单，并须按照抽取的菜单顺序制作。竞
赛晋级规则为两组对抗赛，由咖啡行业国家级专业裁判员和
现场的大众裁判现场打分。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徐
恒玫介绍，竞赛围绕“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主题，倡
导以咖啡师职业为本，引导咖啡从业者不盲从于国外技术，
不迷恋于高端设备、稀缺豆源或单一物料，回归职业定位，
从我国本土咖啡市场和从事岗位的真实需求出发，提升自身
的综合从业技能和素养，为服务企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实现
自我价值和收入提升。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咖啡分会会长杜红国介绍，截至目
前，大赛在全国开设分赛区12个，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海南、云南、江苏、广西、新疆、西藏、四川、
湖北等。第二届赛事首次试点连锁品牌赛区，麦咖啡品牌北
京赛区将于7月3日在北京富力广场开赛。

大赛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办，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咖啡分会承办，由三元牛奶独家冠名。

“三元杯”第二届全国咖啡师
职业技能竞赛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