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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高考之后填志愿。
我是 1981 年参加高考的。那时，

恢复高考没有多久，像我这样在苏州城
里读高中的人，对于高考上大学，觉得
大抵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成绩
好的，就考上大学，那是少数或极少数人
的事；成绩弱点或者成绩不好的，就考不
上，但也不打紧，因为那是大多数人的情
况。总之，上不上大学，并没有后来那些
年那样志在必得，唯恐不行。

记得刚考完，居委会就有人上门来
核对信息，某某是不是高中毕业了？要
登记造册，要求听通知到指定的地点去
开会学习，等待各种工作的分配机会。

我是从苏州第十中学高中毕业的。
苏州十中是当时全苏州最好的高中。从
历史上看，苏州最有名望的高中当然应
该是前清府学、民国时期的省立苏州中
学，当时叫苏州九中。但因为“文革”时期
受到冲击，名师云散，教学质量此时反不
如十中。没过几年，等我妹妹读高中时，
九中就又是苏州第一了。这是后话。

我在苏州最好的中学，成绩又是很
好，对于考上大学，似乎感觉是十拿九
稳的事儿，所以，有关当时如何用功复
习备考的情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
忆。倒是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是
自己颇费过一番选择思量的。

选择的第一步，是高中最后一年文
理分班。我选择的是文科班。

说起来，高中时我数理化一直不
错，既是班级数学课代表，又是学校化
学兴趣小组成员，还跟着老师去苏州电
池厂参观见习过。但是，我却选择了文

科班。数学老师汪老师为此很是不解和
惋惜，动员过好几次，看我不改主意，
汪老师还开玩笑地说：那干脆我也跟着
去文科班吧。后来，汪老师果然继续教
我数学，并做了文科班的班主任。

选择文科，这首先与我初中和高中
时期的语文老师有关。是两位上了年纪
的男老师，他们精湛的文章讲读，待人
儒雅的风度，评点作文时往往会对我提
出表扬，让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的魅力。
其次，是改革开放、思想进取之风的濡
染。体现在家庭生活方面，我父亲买了
很多新旧图书，还订阅了一些报刊杂
志，其中包括《儿童文学》《少年科技
报》等青少年读物，这些都成为我们姐
妹平时功课以外的精神加餐，无形中给
了我们很大的影响。今天还有印象的，
如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
学基本知识丛书》，名家写就，一本书
讲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也有关于诗词曲
赋小说戏曲的专题介绍。还有一本《红
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让读高中的我有
可能比较深入地去读解《红楼梦》，并
且知道有个叫蔡义江的红学家。又如
《重放的鲜花》，是重新出版的短篇小说

合集，从中我知道了流沙河、邓友梅、
王蒙、宗璞等作家，集中的每篇小说都
好像是人生的教材，对宗璞的《红豆》
印象尤深。另外，大约1978年、1979
年前后，还看过一些电影译制片——包
括《简爱》《基督山伯爵》《叶塞尼亚》
《流浪者》等。这些优美故事中所蕴含
的情感与理性，对中学生相当有吸引
力，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于文学与艺术的
热情。

第二步，当然就是在高考结束以
后，选择学校和专业，填报志愿。

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三叔，专
门找来一份北京大学招生简章，寄到我
家。记得是一大张整幅的、彩色带图印
制的北大各专业介绍和相应的招生人
数。我兴奋地用了整整一个下午通读了
正反两面所有的文字，一字不漏地读
了。在那个信息不够流通的时代，这份
北大招生简章简直就是我未来人生的高
地和蓝图，多么令人神往！通读研究之
后，我郑重其事、也是毫不犹豫地选了
中文系，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专
业。班主任汪老师关心地对我说，还有
不少复读的往届生也很厉害的，不可轻

视，你不要填得太高啊。这个专业在江
苏只招2人，全国也只招21人，汪老
师提醒的也没有错。可在当时，真是初
生牛犊，一派勇气，加上父母也一向相
信和支持孩子自己的决定。果然最后是
如愿考上了。

这些往事，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
毕业以后，身在高校，常常会有考生家
长来商量填志愿的事情。一般而言，什
么分数报什么类别的学校，当然因人而
异，略有冒进的勇敢者和保守的稳健者
之区别。而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则是更
为重要的决定性事件。最好的是，学生
自己有兴趣爱好，有志愿决断。如果家
长老师从旁帮助选择的话，大致有两种
情况：有尊重个人学习志向，以个人性
格特点、能力特长为前提思量的；有根
据社会需求就业前景的向好，反推选
择专业的。这两种情况若能正好合
一，自然最好，但往往不免顾此失
彼。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一味看重就
业，一则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另
一方面也会带来好专业逆转的负面效
应。填报志愿，还涉及一种学校与专
业关系上的权衡，有的人首选好学

校，如够得上心仪的好大学，哪怕在
这个学校学个“冷门”“偏门”专业，
也感觉是好的；有的人首选“好专
业”，看重选定的专业在目标高校具有
全国性竞争力，这就对考生或家长的
专业知识储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
者，这几年填报志愿还表现出一种亲
子关系的依恋倾向，往往不愿意孩子
离开父母，特别是身在大城市的家
庭，甚至让孩子从A大城市到B大城市
都不能接受。其实这让考生受到很大限
制，减少了很多选择的可能性。种种情
形，不一而足。总之，填志愿选专业，
事关人生志业与未来境遇，学问很大。

话说回到我本人，当年高考前后，
远在台湾的祖父钱穆先生以信函的方式
给我的专业建议，相对而言，就显得比
较小众而耐人寻味了。当时我已经在文
科班，他信中对我说：

“明年考大学，选读文史方面亦
佳。惟盼勿读政法等科，此与女性较不
相宜。文史哲外，能选读社会系亦较读
政法系为得。盼到时相机定夺。你能爱
诵诗否？如 《唐诗三百首》《千家诗》
等，倘爱读，可每日熟诵一两首，亦人
生一大乐事也。（1980年12月27日） ”

注重女子的心性修养，反对选读政
法专业，这与当今女子当自强、巾帼不
让须眉的普遍认识并不一样，或许还要
被扣上轻视女性的帽子，但这确实是一
位传统型历史学教授对自己孙女无欺无
误的叮嘱。写在这里，作为记录。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语
言大学中文系主任）

当年高考填志愿
钱婉约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
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
香飘云天外……”每当唱起这熟悉的旋
律，我内心依然激动万分。

江姐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江姐》的
故事发生在重庆，用川剧演绎《江姐》的
故事，是我心之所向、心驰神往。如何塑
造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信仰的江姐、
把红岩精神传达出来，更是我一直所思
考的。

20多年来，通过对现代戏的不断演
绎和实践，我们总结摸索出了一条创新
不离本体的艺术规律，为川剧《江姐》的
创作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戏曲现代戏的
创作要充分运用戏曲的美学思维和逻
辑，用唱、念、做、舞的综合手段进行诗化
表达。从剧本创作、排导手法、舞美设计
等方面为展现戏曲歌舞演故事的特点留
白，为演员充分参与二度创作创造必要
条件，为呈现虚拟表演提供空间。为此，
《江姐》的创作，便是在精细把控和准确
运用程式的“传统”方式下，完成了戏曲
以歌舞演故事的创新表达，成为戏曲现
代戏中诗化表达的一部瞩目之作。

在舞美设计上，《江姐》用版画的风
格，通过写意、抽象、夸张以及虚实结合
的方式，为戏曲化的合理呈现提供了诗
意氛围。

在导演手法上，《江姐》中写意性、程
式性和现代性相辅相成，融入戏曲美学
思维，力求在现代戏创作中找到戏曲歌
舞演故事的表达方式。例如，第一场开场
具有象征性的船工号子、朝天门卖艺等
场景，将川剧技巧运用其中，不仅展现了
川剧传统的艺术魅力，还通过戏曲程式
勾勒出江姐身处的时空环境，呈现了浓
郁的重庆地域和人文特色。第二场雨伞

和围巾的运用，通过道具、音乐来突出戏
曲特色，以意识流的排导手法，强化歌舞
演绎故事的表现形式，并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充满
浪漫主义的诗化表达。设计一把老彭送
的道具“雨伞”，是江姐与彭松涛爱情的
见证和革命意志的传递，把它拟化为老
彭，当得知彭松涛牺牲时，通过开伞、抖
伞等强烈而夸张的动作，描绘出江姐悲
痛的心情。在“红梅赞”的声音中运用意
识流形式，表现出江姐与彭松涛在江边
散步、牵手、相拥，是悲伤中的柔情与浪
漫。第三场开场游击队员上场的一段手
持大刀的舞蹈，是戏曲程式、道具和舞蹈
的有机结合，合理地运用戏曲技法推动
剧情的发展，表现出游击队员的群情激
愤。第五场江姐、甫志高、蓝洪顺的三人
轮唱，运用传统的“三穿花”调度，外化人
物的内心情境，让三人进行破时空的内
心独白，以及甫志高的表演中对传统川
剧踢褶子技法的运用，强化戏曲性，达到

舞台效果和观众审美的高度契合。第六
场围绕江姐受刑这一情境创造的“铁链
舞”，充分发挥了戏曲程式性、假定性、技
艺性的特长，多名打手手持长铁链，以江
姐为中心纵横交错形成了舞台造型，并
加之川剧“占占步”的技巧性处理，强化
江姐虽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仍大义凛然的
视觉艺术效果。第七场“绣红旗”是戏曲
虚拟性、意象性的诗化表达；将舞台当作
一面红旗，以黄绸为丝线，江姐带着4名
狱友饱含深情，手持黄绸进行舞蹈，最终
经过巧妙的设计，一颗金色的五星出其
不意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配合着灯光的
处理，一面极具象征意义的五星红旗飘
扬在舞台之上，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
觉效果，每次演到此处，总能引起观众强
烈的反响。第七场牢门移动的处理，在写
实与写意之间任意转换，体现出戏曲景
随人移、移景不换情的美学特征。比如江
姐走向高台，狱友齐声喊“江姐”并把牢
门由上场口的舞台后区猛推到舞台前

区，借用绘画艺术“焦点透视”技法以及
借位处理的方式将江姐异位于观众方
向，从而让观众看到狱友悲痛不舍的情
绪，此时的江姐则背对观众置于平台上
方，表现离去的悲伤情景，给观众带来
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随着唱词和剧情发
展，以及音乐节奏的变化，狱友根据节
奏变换推动牢门，组合、分开。江姐唱完

“五洲人民齐欢笑”狱友推动牢门消失，
江姐在“红梅赞”的音乐声中走向高处，
舞台上铺满红绸，天幕上有党徽和“狱
中八条”，象征江姐英雄形象的升华，以
及革命精神传承不息。什么时候移动牢
门，什么时候移动牢门到什么位置，我们
都做了精确的考量。通过诗化的处理，几
扇牢门移动出了舞台节奏，更移动出了
景随人移的戏曲语汇，达到为人物塑造
服务，为剧情发展服务，为氛围营造服务
的目的。

川剧《江姐》在音乐表现上，注重尺
度的把握，强调演唱的最高境界就是说
话。在音乐起承转合中强化人物的表现
力，充分考虑人物塑造、剧情发展和观众
审美的需要。

在唱腔处理上，《江姐》很多地方都
运用了川剧高腔徒歌式的清唱，特别是
第二场江姐知道彭松涛牺牲后，帮腔唱

“风声紧锣声响，敌人在身旁”。江姐唱的
“我怎能在这里痛苦悲伤”一句借用四川
清音的扬琴调，既能欣赏到演唱的技法，
又能感受到人物的悲情。

值得一提的是，三段“红梅赞”，同一
个曲子、不同的内涵，在音乐上、表演上
都有着不同的处理，具有不同的情感和
意义。第一场里江姐和孙明霞一起唱“红
梅赞”，是江姐在给孙明霞上党课，情感
豪放，傲雪寒霜，具有教育意义；第二场
江姐得知彭松涛遇害，耳朵里听到的是

彭松涛唱的“红梅赞”，信仰与爱情交融，
是含着热泪的柔情；最后一场里的“红梅
赞”是合唱，悲壮、豪迈，激励人心。

在表演上，《江姐》中重视戏曲程式
性的精细把控和准确运用。比如，念白要
具有戏曲的韵律性，有逻辑重音；小嗓和
大嗓结合，既生活化又程式化；形体与脚
步，运用传统戏的脚步与程式动作转换
为现代戏人物的肢体语言表达，从而表
现戏曲艺术的特征。运用“快步+直步+
并步+垫步”，形成艺术化的现代戏舞台
步伐。对手戏相互音乐的运用，尤其注重
对过门音乐的运用，在过门音乐中酝酿
情绪，延续情绪。第五场蓝洪顺有一句

“这才叫人心担忧”，我的处理是“心担
忧”一语双关，既是蓝洪顺对江姐的担
忧，也是江姐对战友的担忧。我做担忧状
的表演，并在锣鼓声中起身垫脚冲向前
方，表现江姐对战友的担忧之情。现代戏
也要注重人物亮相，这一点很多现代戏
却忽略了。现代戏要从剧情需要和观众
审美需要的角度出发，有停顿、有造型，
亮相亮出逗号、句号、感叹号，使人物形
象更加生动形象。

正是坚持立足川剧艺术传统，积极
融入现代审美观和艺术理念，大胆创新，
才得以呈现江姐宁折不屈的钢铁意志，
凸显江姐傲骨凌云、巍然挺立的人物形
象，才得以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
有信仰的江姐。

坚定理想信念，是江姐革命精神最
亮的底色，也是红岩精神的灵魂。这种精
神，一直贯穿我们创作始终，也一直激励
着我们不断以敬业奉献的态度和精益求
精的追求完成一次次艺术创作。传承川
剧艺术，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川剧
院院长）

唱响红梅赞歌唱响红梅赞歌 传承红岩精神传承红岩精神
——用诗化表达的方式演绎川剧《江姐》

沈铁梅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102周年。

近年来，我创作了《不忘初心》《陈独
秀与李大钊》《马克思》《彭湃》等雕塑作
品，都是建党主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始
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品格。
其中，《不忘初心》是我2021年专门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作。

如何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
及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
就呢？我就想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正是坚持这样的初心和使命，中
国人民才有了今天快乐幸福的生活。于
是，雕塑的主题确定了，但组成的元素怎
么办？我想到了党旗、党徽，它们在中国
人的心中是神圣的，也是永葆鲜艳的，更
是为人民大众所熟知熟悉的。艺术形象

具有直观性特点，如何能直观表现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又能将其中深意
展现出来，我做了一番思考……

2021年初，这尊作品完成了泥稿。
一位正在绣党旗的母亲和一位手握毛笔
绘制党旗的孩子，成为这尊雕塑的主要
元素，也传递出我想表达的主题。母亲表
情温婉庄重，似乎在为孩子轻言细语讲
述她所绣图案的意义；而孩子则身着正
装，认真倾听，在纸张上认真作画，他所
描绘的图画和妈妈绣制的图案一模一
样，这代表着一种精神传承。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
任何时候，她都坚定地站在人民这一边，
为人民谋幸福。这是党的初心，也是力量
之源。

泥稿完成，好似把车送上了轨道，人

物形象、神态已然确定了下来，我一直激
动且紧绷的心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之
后就是反复打磨。一件好的雕塑作品，需
要时间去精雕细琢。在创作间，每天和它
对话；在原先的基础上做轻微的调整。常
常可能是一个轻微的调整，就能展现人
物完全不一样的内心世界，也能让人物
跳跃的心灵浮现出来。

我想，《不忘初心》从创作设计、人物
造型、服饰、神态等方面都紧扣主题，也
展现出百年大党的精神传承。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初
心，也将被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在建党
100周年之际，创作这样一件雕塑作品，
既是向党献礼，歌颂新时代，也是歌颂党
不忘初心的宝贵品质。

作品《陈独秀与李大钊》则是以雕塑
还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最主要的创始人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形象。“南陈北李”，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早期共产党组
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经过一代
代共产党人的努力，筚路蓝缕，“中国共
产党”这个响亮的名字才得以在积贫积
弱的旧中国横空出世，引领中国取得新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走向百年征程的伟
大复兴！

这件雕塑从构思到完成泥稿，经过
了长时间的打磨，不断完善，有时为了一
个细节，我会在黑夜中亮起灯，进一步雕
琢加工，而且凡来访工作室的客人，我也
总是虚心地征求大家的看法，对细节进
行细微调整，直至作品最终成熟。

不管是《不忘初心》还是《陈独秀和
李大钊》，抑或其他雕塑作品，都意在用
艺术作品表达我内心的崇敬和敬仰之
情。在新的百年征程中，我们应用实际
行动彰显“不忘初心”的信仰力量，发
扬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奋斗的精神，为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续写新的
辉煌。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中国
人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雕塑院
院长）

用雕塑礼赞伟大的党
许鸿飞

周属牂牁，
秦归夜郎，
汉设为郡。
唐宋置二州，
明附三府；
人文毓秀，
文脉耀炯。
蜀学辞赋，
洛习五经，
黔出进士犹道明。
猴场会，
遂乌江强渡，
中央红军。

长江珠江双屏，
现荔波茂兰樟江景。
遍森林湿地，
万水争流；
神秘氧吧，
千峰秀境。
民风古朴，
歌舞典雅，
五彩服饰族缤纷。
云和春，
今中国天眼，
凝视苍穹。

沁园春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大同

巨轮飞驶向中流，
无论风平与暗丘。
万里航程千里半，
夙兴夜寐不言休。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七一抒怀
周文彰

▲《七一抒怀》 周文彰 书

▲雕塑《不忘初心》 许鸿飞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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