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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常讲，沅陵是他的第二故
乡。沅陵隶属于湖南省怀化市，古称辰
州，素有“湘西门户”之称，是湖南省
面积最大的山区县，境内山峦重叠，溪
河纵横，春山如笑，水韵悠长。抗战爆
发后的1943年，厉以宁跟随父母避难
迁居沅陵，就读于从长沙迁至此地的雅
礼中学。在雅礼中学读书的那段日子，
给厉以宁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后
来他多次跟我们提起过沅水上的木船和
白帆、酉水旁的水鸟和芦苇、远处青山
顶上的薄雾和明月，以及船工的号子、
倦归的飞鸟、清爽的江风。1946 年，
厉以宁随全家回到南京并转入金陵大学
附中读高中；1948年，他被保送入金
陵大学，在化学工程系就读。1949年4
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19岁
的厉以宁欢呼雀跃，决定投身火热的国
家经济和社会建设中。1949年12月，
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先在沅陵教育用
品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在湖南沅陵湘
西剿匪胜利纪念塔修建委员会任事务
员，直到1951年9月去北京大学读书。

这一时期，厉以宁在沅陵学习、工
作、生活了5年时间。在那里，他结识
了何重义、蔡士德、赵辉杰等一批志同
道合的朋友，也对沅陵这块土地产生了
深厚的眷恋之情，先后写下了20多首
与沅陵有关的诗词。1985年蔡士德夫
妇来京出差，顺道看望厉以宁夫妇，厉
以宁特地问起沅陵近况，并挥笔写下了

“乡土恋，故园情，老友重逢话不停”
的词句，对沅陵的牵挂和思念溢于言
表。此后，他五次回沅陵，又写下了
10多首关于沅陵的诗词。

其一，写于1949年的《渔歌子·
湖南沅陵老鸭溪》：

四月江村春意浓，秧田初绿杏花
红。风伴雨，雨随风，山头藏在舞
云中。

此为这一时期，厉以宁所写有关沅
陵的最早一首词。南京解放后，厉以宁
跟其他同学一样激动和振奋。刚刚回到
沅陵参加工作的厉以宁，不由想起了自
己6年前在沅陵上学时的乡村美景。那
时经常途经的老鸭溪，是一个风光秀美
的湘西小山村，村子住有几十户人家，
农家房屋或依山而建、或傍水而居，错
落有致、繁而不乱。尤其是每年4月，
农家房前的稻田禾秧初绿，蛙鸣阵阵，
屋后的野花千姿百态簇拥盛开，路旁杏
风渐缓、桃花又绽，入眼俱是春光掩映
万重姿。一到雨天，便是一蓑烟雨洗村
姿，万丛薄雾锁远山。厉以宁讲，他很
喜欢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
山前白鹭飞》这首词：“西塞山前白鹭
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自己当初创作
的《渔歌子·湖南沅陵老鸭溪》，便是
仿效和致敬张志和之作。

其二，写于1951年的《渔家傲·
别沅陵》：

酉水拖蓝城下绕，辰山叠翠桐林
俏。梅雨初晴青石道。看晚照，梯田处
处蛙声闹。

两度萍踪非预料，而今离去仍年
少。惜别依依君莫笑。难再到，深情试
赋渔家傲。

这首词是厉以宁这一时段所写有关
沅陵诗词中的最后三首之一。在沅陵工
作的两年时间里，厉以宁利用空闲时间

仔细研究了唐诗宋词的历史、格律、词
牌、风骨与技艺，仿写和创作了多首诗
词。自中学阶段在老师的指引下初入诗
词创作门径后，这一时期的潜心研究使
他的诗文积淀、底蕴和创作水平再次得
到提升。1951年 7月，厉以宁在长沙
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9月离开沅陵前往北京，从此
拉开了他的学术生涯序幕，开始了毕生
致力的经济学研究。临别之际，他站在
沅水之滨，久久凝视着远处的酉水拖
蓝、苍山叠翠，当时骤雨初晴，晚霞映
照着田间青石小道，回顾自己此前的足
迹，展望此后可能的人生旅途，厉以宁
忍不住思绪万千，既有对自己在沅陵读
书工作生活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美好的
憧憬，还有对同学好友的不舍。厉以宁
很喜欢“渔家傲”这一词牌，尤喜范仲
淹的《渔家傲·秋思》一词：“塞下秋
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
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
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
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
泪。”这首《渔家傲·别沅陵》便是他
站在沅水之滨的第一次创作。在此后的
岁月里，他用这个词牌又写过几首词，
借以抒怀和激励自己不屈前行。

其三，写于1988年的《醉花间·
重到沅陵溪子口》：

晴前雾，雨前雾，晴雨都由雾。清
晓岸边行，雾满垂杨渡。

花香泥土路，叶绿油桐树。当年树
已枯，乡恋情如故。

1988 年夏，在阔别沅陵 37 年之
后，厉以宁应湖南省委、省政府邀请，
赴湖南长沙讲学。作为湖南省选区选出
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厉以宁对湖南
的感情很深，对沅陵的牵挂也更浓，一
是抗战时期他曾经在沅陵上过学，二是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在沅陵参加工作
的，三是夫人何玉春是地道的沅陵人，
他是沅陵女婿，四是他是湖南省选区选
出的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所
以讲学结束后，厉以宁携夫人匆匆赶回
了久别的沅陵。何玉春自小在这里长
大，自1953年参加高考离开后，也是

首次回到故乡。乡土恋，故园情，两人
来到厉以宁读书时曾租住过的太常村旧
地，望着对岸的溪子口，厉以宁不由想
起了自己当初到白田头村雅礼中学初中
部上学，每次都要乘木船渡酉水、在溪
子口上岸的旧事，此时再看看周边的风
貌，“岁月催人老，总觉乡情难了。旧
地又重游，却见残墙荒草。”沅陵在抗
战时期曾经是湖南省政府驻地、湘西行
署驻地，一度商业比较兴旺、市场比较
繁荣，发展的基础比较好，在改革开放
大潮下，沅陵的发展更应插上腾飞的翅
膀，厉以宁深感应为沅陵的发展尽一份
自己的努力。回到北京，他利用各种场
合为沅陵的发展做宣传、介绍企业家去
沅陵考察，并多次就沅陵的经济发展问
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其四，写于1992年的《江城子·
再回沅陵城》：

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
留，为觅旧踪、相约返辰州。漫步长街
河岸去，春尚在，柳枝头。

瞬间高坝截江流，水悠悠，好行
舟，淹没关厢、岭上有芳洲。昔日繁华
将再现，云起处，尽新楼。

4年之后的1992年8月，厉以宁携
夫人何玉春、弟弟厉以京再次回到沅
陵。这时的沅陵五强溪水电站移民工作
已经初步完成，沅陵老城逐渐没入水
底，新城建设已初具规模，到处一片火
热施工的景象。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传
达到基层党员干部中间，“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成为社会
各界的共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沅陵也
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走向富裕成为沅
陵人民发自内心的迫切愿望。此次回沅
陵，行走在记忆中的村落与河堤，看着
沅陵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厉
以宁感到很振奋很高兴，“昔日繁华将
再现，云起处，尽新楼”，对沅陵的未
来充满信心。

其五，写于1992年的《七绝·沅
陵乌宿》：

摆渡小舟泊浅沙，石阶两侧旧人
家；依稀犹记当年路，只是油桐落
尽花。

这次回沅陵，厉以宁还专门去了乌
宿。乌宿村位于酉水边、二酉山脚下，
酉水、酉溪穿村而过。1944年在沅陵
读书的时候，厉以宁曾来过乌宿，了解
村子的历史文化，观览此地的水运交通
等。48年后，又一次站在酉水边，厉
以宁向夫人何玉春、弟弟厉以京等讲述
了昔日游学经历，以及“学富五车、书
通二酉”的历史典故、伏胜“二酉藏
书”的民间传说。乌宿自古风景如画，
旧时因水滩险峻，耕地较少，生活不
易。但乌宿村民自强不息，不仅有效改
善了生活，而且尊师重道蔚然成风，从
村里走出去的专家教授、行业俊才众
多。2005年，厉以宁夫妇和家人在此
捐建了一座九年制寄宿学校 （宗琳学
校），以示对这段游学经历的怀念，同
时期盼乌宿能走出更多的优秀学子，为
当地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其六，写于2001年的《七绝·沅
陵一中建校一百周年，书赠校内各位
教师》：

亦诵亦弦在杏坛，树人树木学春

蚕；此生心得难言尽，青出于蓝胜
于蓝。

何玉春是沅陵一中高八班毕业生。
沅陵一中肇始于1901年，是一所有着
丰厚文化底蕴的百年老校。何玉春中学
最初就读于沅陵贞德女子中学。1950
年，在原省立沅陵中学、原县立沅陵中
学、辰郡联立中学的基础上，组建成立
了新的省立沅陵中学，随后贞德女子中
学、辰粹女子中学、朝阳中学等相继并
入。1952年9月，学校改为现名“湖南
省沅陵县第一中学”。1953年7月何玉
春参加高考，被华中工学院（现在叫华
中科技大学）录取。此次沅陵一中建校
一百周年，学校找到何玉春，希望他们
夫妇能为沅陵一中建校百年题写祝词，
厉以宁欣然应约写下了这首七律。在这
首七律中，厉以宁勉励沅陵一中的各位
老师要以身居三尺讲台为荣，学习春蚕
精神、坚守师者初心、培育造就英才。
结合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多年从教的感
悟，厉以宁认为，教师肩负着为国培育
人才的重任，一位好的老师，应尽可能
发掘学生的潜力、增强他们的自信，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责任心与爱心，“一
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成
功的教育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七，写于2002年的《点绛唇·
又到沅陵》：

国难家迁，少年求学桃溪畔。草深
灯暗，室陋人心暖。

旧迹无痕，只觉流年换。烟已散，
路弯风转，新绿长河岸。

2002年6月，厉以宁又一次回到沅
陵。此时五强溪水电站已建成，沅水、
酉水均上涨，沅陵城关被淹没，白田头
村及雅礼中学初中部旧址均已沉入水
底。远眺曾经的旧地，厉以宁不由再次
回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期在沅陵求学的难
忘时光，那时候虽然学习和生活条件艰
苦，但一家人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
融。近60年过去了，沅陵经济社会面
貌发生很大变化，处处高楼林立、遍地
产业兴旺，旧貌换新颜。站在沅水畔，
遥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便更觉有迫切感，更觉要
利用好一切时间做好经济学研究、做好
学校教学和学生培养工作、做好为经济
社会发展呼吁和建言工作。“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处于经济社会大发展
时期，必须始终保持永不懈怠、只争朝
夕的精神奋勇向前。

其八，写于2002年的《鹧鸪天·
湖南沅陵窑头村农家做客。沅陵，楚、
秦黔中郡故址》：

门外早闻野菜香，三杯米酒叙家
常。感伤变幻前朝事，不计人间世
态凉。

悲楚灭，叹秦亡，古城重建四乡
忙。旅游新辟扶贫道，来日辰州尽
小康。

黔中郡遗址位于沅陵县城西十里的
窑头村，厉以宁在沅陵求学期间曾经前
去考察过。遗址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
代，1990-2003年曾先后开展过四次考
古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反映了沅水中游
地区经历战国和秦时期由华夏边陲到内
陆的不断内化过程。厉以宁喜欢历史、
熟读史书，此行专门到黔中郡遗址再次
进行了考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风骚数百年”，回顾战国和秦汉的交
替，他不禁慨然长叹，“白发渔樵江渚
上,惯看秋月春风”，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的辉煌终
将淹没在时间长河中，后人只能在总结
铭记前人经验与挫折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向前。厉以宁顺路走进了窑头村一户
野菜飘香的农家做客，品尝着农家的米
酒，与主人唠家常，听主人讲村里发展
旅游和特色产业的故事，对遗址周边村
庄借文化旅游开辟出的乡村致富路颇为
赞赏，认为乡村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重视市场与信息服务水平，
循此路径，小康社会目标必能实现。

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厉以
宁对第二故乡沅陵的爱，就像沅水奔
腾的急流一样，厚重、汹涌、深沉，
历久而弥坚。2002年以后，厉以宁又
利用调研之际，两次回到沅陵，深入
到沅陵的乡村地头、工厂车间和商贸
市场调研，就土地确权、小城镇建
设、产业振兴和物流服务等为沅陵的
发展建真言谋良策，他希望通过发展
经济和文化教育，为沅陵插上高质量
发展的腾飞翅膀。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厉以宁诗词中的第二故乡
——湖南沅陵

刘焕性

自民族歌剧《呦呦鹿鸣》（由
宁波市演艺集团演出，获第十五届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于 2017
年上演以来，我对歌剧创作的兴趣
愈浓，冲动愈甚，可以说，我已经
被歌剧深深地吸引。当文字插上音
乐的翅膀，在剧场穹顶回旋，似乎
让人感觉拥有了整个夜空。这几
年，我先后创作了民族歌剧《红色
的嫩芽》《天使日记》，加上2015
年创作的民族歌剧《星海》（由中
国歌剧舞剧院演出，获第二十一届
曹禺剧本奖） 和这部《红船》，已
有5部。

民族歌剧《红船》的创作，开
始动笔于我挂职四川工作期间的
2018 年 11 月，当时，我突患急
症，正住院治疗，一边在病床上输
液，一边在电脑前敲字。一只手打
肿了，换另一只手输液，肿着的那
只手继续敲字……不仅仅是为了赶
进度，而是我已被97年前那个平
常但特别的日子，被那群陌生而熟
悉的人牵引。冥冥之中，似乎看见
一艘时隐时现的画舫正从历史深处
朝我驶来……

在浙江嘉兴南湖狮子汇渡口，
停泊着一艘中型的单夹弄丝网船，
当地人称之为“画舫”。船内有前
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
条夹弄通道，中舱放一张八仙桌，
周围放桌凳和茶几。前舱搭有凉
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厨灶
等物，船艄系有一条小拖艄船，为
接人进城购物所用。南湖水域面积
约 624 亩，水深也不过 2 到 4 米，
并不算特别宽阔，在南方也就是一
个小湖，可就这样一个小湖，却酝
酿了惊天动地划时代的风潮。画舫
也不算特别宽敞，在当地司空见
惯。可就是这么一艘小小的画舫，
却孕育了开天辟地的风雷。

歌剧，擅长表现史诗题材，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堪称一部人类
史诗。

从辛亥革命的暴风疾雨，到护
法战争的沉沙折戟；从巴黎和会的
奇耻大辱，到十月革命的成功启
迪，再到“五四运动”的前赴后
继，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已
经徘徊在中华大地。当时间定格在
1921年7月23日，13个党代表从
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
广州、日本东京走到一起，代表着
全国 58 个共产党员，苦苦地求
索，苦苦地探寻，苦苦地追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
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
改为兴业路76号），一幢具有典型
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的
李公馆召开。

当会议进行到第六次会议时，
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巡捕人员的介入
而被迫中断。随后，第七次会议也
是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
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进行，会议上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终于，中国
共产党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国共产党从
小船到巨轮，从区区不足百名党员
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承载着
希望，承载着梦想，开启了百年峥
嵘、壮丽的岁月……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似乎看见
当年当天正在画舫上的那群可爱又
可敬的人儿——在他们举手表决通
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之后，有党
代表提议喊一句口号，并得到大家
一致的响应。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
醒大家“小点声”。于是，众代表
压低嗓门齐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这一声“万岁”，一喊就喊了
几近百年，直到今天。

“万岁，轻声的呼唤，见证这
一刻瑰伟。告诉天空，把梦想放
飞，开天辟地永不消退。告诉江
山，将初心滋培，敢为人先风云应
对。万岁，轻声的呼喊，见证这一
刻荣晖。告诉时间，这一瞬无悔，

从此定格年年岁岁。告诉未来，这一
点星辉，点亮满天星辰不坠。万岁，
此心长相随；万岁，此梦犹可追。万
岁，在南湖萦回，在中国萦回，在历
史长空里萦回。”接着，党代表们弃
船登岸，临别之际，他们回头望去
……那时，正是落霞时分，霞光将南
湖上的画舫涂抹成一艘红船。我想，
那一刻的红船便停泊在他们的眼中，
行驶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大概不会
想到，红船也已经定格在历史之中。

戏剧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生活中的时间像水，永不停歇。

是，也不是。水可循环，时间不可
重来。生活中的空间、距离总是亘
古不变的存在。然而，在创作者笔
端，在舞台之上，艺术的时间既可
以凝固、定格，也可以流动、跳
跃；艺术的空间却将“远在天边”演
化为“近在眼前”。

《红船》除在序幕交代“中共一
大”第六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时，突遭
法租界巡捕房巡捕冲击的背景之外，
后面的两幕六场戏，再加上尾声，主
要情节线索发生的时间都在1921年
8月初的一天里，地点都集中在南湖
画舫上——从参加“中共一大”第七
次会议的11名代表登上南湖画舫开
始，到“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到
营救陈独秀的群情激奋；从南湖会议
上党代表们对“纲领”的论辩，到李
大钊、陈独秀乔装出城，面对苍茫的
中华大地，发出无尽的喟叹；从画舫
上党代表们沉着应对军警的搜查，化
险为夷，到北京福佑寺，毛泽东与
细妹子的向天之问；从画舫上党代
表们为党命名，到毛泽东与杨开慧
在湖南长沙青山祠举办新式婚礼；
从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兴
奋不已，再到湘江岸边，杨开慧遥
送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的深情咏叹。最后，党代表们在画
舫上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历
史上开天辟地的一瞬从此定格在后
人的记忆和纪念之中。

有人读了《红船》剧本，特地帮
我数了，全剧共有 16 次时空转换。
时间跨度在1919年 5月4日到1921
年8月之间；空间上，时而北京、时
而上海、时而长沙、时而嘉兴，但
无论时间如何变幻，空间如何转
换，南湖上的画舫和八月初的一天
即是戏剧的起点，从此辐射出去，
最终又回到画舫和八月初的一天，
也是戏剧的终点。

还有人看了 《红船》 剧本对我
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如此庞大、纷繁的史
实，却写得“举重若轻”，看得清清
楚楚。

在我看来，现实中的时间和空
间，既是有限的，更是无限的；戏剧
时间和空间同样如此。停泊在嘉兴南
湖岸边的画舫，空间是有限的，开创
的却是无限的事业；八月初的一
天，只是历史长空中有限的时间，
却开启了百年历程。戏剧舞台不过
是个匣子，空间是有限的，艺术的
表现却是无限的；戏剧演出时间不
过百十来分钟，反映的却是风云变
幻的无限。

（作者系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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