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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任职
决定，吴普特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副
部长级）。教育部党组成员吴道槐，陕西省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广智，中共中央组织
部干部三局副局长宿彦出席宣布大会并讲话。
学校现任校领导，近期退出班子的老领导，
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校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省级及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教授及科教
骨干代表，党代会部分代表、教代会部分代表、
离退休职工代表，以及全体正处职领导干部
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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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色坐标，传承红色基因。为将红色教
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阳光积极的表现形式
展现新时期当代大学生的昂扬风采。近日，由校
团委主办，动物科技学院承办的第十七届金秋科
技文化艺术节之“我为红色经典代言”文化风采
大赛决赛在北绣活动中心顺利举行，五百余名学
生共襄红色盛宴。    
                                                     闫颢芯 / 文  闫颢芯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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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婉约品徽韵，行云
流水唱黄梅。12 月 9 日晚，
传统文化进校园之“黄梅
戏专场演出”在我校北校
区绣山活动中心举行。本
次活动由校团委和公共艺
术教育中心举办、西安市
七仙女黄梅戏剧社倾情奉
献。            

 戈婷媛 李香昱 王盈月 / 文 
王嘉宝 陈婕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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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由中国林业教育学会、国家林
业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主办，我校承办的北美枫情
杯 2018 届全国林科十佳毕业生颁奖典礼在我校南
校区绣山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青马工程第十期骨干培训班专题报告会举行 

12 月 22 日晚，我校“青
马工程”第十期骨干培训班专
题报告会在南校区农科楼资源
环境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次报
告会特别邀请到共青团陕西省
委副书记、党组成员、陕西省
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永胜为我校
团学骨干作专题报告，团委全
体干部，全体团工委书记以及
青马工程大骨班全体学员参加
报告会。

郎蕊 邬道元 / 文 李少伟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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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锋 张彦彦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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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蒙蒙小雨一场，学校樱落的季节。夏日
的倦意被突如其来的雨洗劫一空，又让人徒生一
股凄凉意。

然后想起自己如今大二的生活。
说来寒碜，大二的我，整日在学生会、教室

和宿舍构建的迷离梦境中来回撺掇，在每天活在
不知所以然的忙碌和浑浑噩噩的学习中，等待着
倥偬时光如流沙般裹挟着一声声叹息悄然离去。
在别人都走到人生拐角处的时候，我还在摩挲着
顾影自怜和未知前路的踌躇所交织的一片幽暗之
中，摸索着索然无味的日子，迷茫地找寻着前方
的路。

砂锅里滚烫的油在蒸汽簇拥下肆意翻滚着，
拼尽力气缓解沉默着的孤独。果汁被端上了来，
厚厚的杯面上覆盖着一层冰冷的水珠，顺着杯子
的纹理向下淌。

倏忽想起也曾当过奶茶小妹的宿管楼妈。
“你阿姨我也在奶茶店干过，一杯奶茶配多

少原料，怎么配最好喝，阿姨全都知道。”楼妈
每当同我们讲起这番话时，总会自豪地甩两下头，
一袭卷发便随之摇曳，在一层层光晕播染下酝酿
着万分柔情。

一语之际，往昔的一幕幕从她的眼前闪过，
像是余烬里蜕化出的千万光辉，在刹那间腾空而
起，照亮了她平凡但辉煌的前半生，然后在平松
而恒久的夜空中转眼消失了踪影。

她不厌其烦地唤醒着沉睡的往日，眼里酝酿
着栀子花开的香气，像一个落幕的英雄，在垂垂
老朽的日子里将所有的光辉讲述给别人，企图在
过去里采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然后在流水的岁
月里用语言包裹的记忆填充着自己谢幕人生后的
空虚，百无聊赖的等待着明天，和下一个明天。

“但也就这样了。”转瞬，她说，像一个不
甘的烈士。

一阵微笑着的沉默。墙上的时钟恰时响起了
整点铃声。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中年发福的迹象在她
身上愈加凸显，时光也顺势在她的眼角烙下了刻
痕。岁月矫情后，她挂在嘴边的永恒的笑容写满
了对生活的妥协。

是啊，也就这样了。
时间是个暴君，会把所有的棱角磨平，让一

个人成为有之所无，在余晖的夕阳下浸满一种名
为“过去”的毒药，等待着腐朽的死亡。

我，和校园里千万个我都这么想着，在虚无
之中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在某个瞬时想好好生
活的念头如电光火石般在又一个百无聊赖的“今
天”中片刻即逝。

今天，雨后，风徐，落红。
君不见，在宿舍楼转角过道处，风再次狂燥

起来，燃烧着夏末最后一丝燥热，掀起我的衣襟，
吹动树叶摇曳，宿舍楼前的樱花如闪烁的琉璃般
纷纷坠落。

恍然之间，一阵笑声传来，我向不远处望去，
就看到了——

附近宿舍楼的楼妈们，集中在空地上玩着跳
绳。摇曳樱花落，一片片擦过她们的脸颊，她们
笑了起来，像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在樱落的时
节，放学的午后懵懂地走在的回家的路上。那笑
声在密布着无穷无尽的琉璃般的色彩中飞舞，穿
透了漫天的樱花，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泛起一层
层无形的光晕，随着摇曳的风镌刻在幸福之中，
沁人心脾。

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电影里的
画面，在那个落花尽散清风徐来的季节，走过幽
深曲径，转过那个街角，豁然看到樱花斑驳，在
漫山遍野中飞舞。然后进身花海，寻觅到绯红深
处，蓦然回首，看到一个故人的背影。你看不到
她的脸。但你能感觉到，她属于那个你等待了很
久的故事。

这像是一只触手，在深邃幽暗的黑洞中，诱
出一条梦里迷离的路，卷积着久违的欲望，引诱
着你朝下一个明天走去。

刹那，内心如月光泻地，清澈透明。
世界上有很多不认命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

生活中裹挟着“不认命”的念头却缺少“不认命”
的动力，这部分人在现实世俗和高尚理想的分裂
中逐渐主动或被动偏向世俗的轨道，实质上就是
七姑八姨闲谈时嘴里说着手上指的“那个谁谁谁”
的“芸芸众生”。而那些“不认命”并且凭着一
口气步履维艰地向前走的人有两个结局，要么凤
凰涅槃，在艰辛和无助后重生，从此走向辉煌，
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被视为成功的必备经典；要么
跌倒在逐梦的路上，再也没爬起来，成为“自不
量力”的最好诠释，而后被人遗忘，无人知其踪。

大部分“不认命”而且凭着一口气步履维艰
地向前走的人都步入了第二种结局。

大部分带着“不认命”的念头却缺少“不认命”
的动力的人占据“不认命”的人里的绝大多数。

楼妈却向我诠释了第三种路——她选择了
“认命”。

你可以说她是装高雅，抑或是真豁达。一个
真心认命的人，认命了就是认命了。

但我想，她眼里的“认命”，不是说一个人
慵懒颓废地如同死去般活着，像一个风烛残年行
将就木的老人，连空气里都夹杂着腐朽的死亡；
而是说譬如一个人看到了一片荒芜，但仍愿意坚
守在这片寂寥的土地上。尽管她不像“不认命”
的人，会看到未来某一天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但
是她能够真正的接受心中的伤疤和眼前残酷的现
实。

纵然如此，但我知道，她早晚有不认命的时
候，譬如某时孩子的结婚，譬如某地的漫天樱花，
人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使她由“认命”滑向
“不认命”的转折点。

而那时，她不过只是比现在多见了未来这片
土地上的繁荣而已。

我才明白，有时候接受命运的使然，其实并
非懦弱和退缩，而是默默耕耘自己的土地，没有
幻想，没有遗憾，只有眼前。

那片土地，虽然痛，却可以耕种。
风吹入，一袭卷发随之摇曳。
她身上的光晕化作恍惚，一个十几岁的影子

悄然倒映在墙瓷上。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看着漫山飞舞的樱花，心

中深邃如太平洋的海底，平静里酝酿着壮阔波澜。
故事西农一等奖得主 

人文学院社会 1602 班  滑哲 

待到樱花

暂别一身匆忙
寻得几许暇光
漫步在冬日的夕阳
不去想
终难释怀的惆怅
不再有
落叶无依的感伤
此刻我只愿
留住最后一抹冬阳

携友为伴
漫步在冬日的夕阳
走过几条不知名的小路
邂逅几处惹人怜的风光
品一曲高山流水
忆一段是昔流芳
只言片语
了却多少衷肠

漫步在冬日的夕阳
似乎已将自我遗忘
原地彷徨
笑问一句
该去何方？
迎着夕阳逝去的方向
我要开启属于自己的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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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法学 1701 武鑫

飞舞时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易碎着的，骄傲着的；
谜一样的，挣扎着的；
都慢慢的在这迟暮的日光里渐渐消融。
灯火阑珊里，人影渐稀。
残阳如血，阳光吝啬的收起它的光辉，
湛蓝如洗，星光招摇的开散它的高歌。
每一段故事都有些情浓路短，
天寒露重的日子里，荣耀渐渐消散。
而林中抚琴声却越发委婉，只是不知：
除了群山，这悲欢，又有几人可懂呢？

远离嬲骚之地，
看看树林中隐匿的小木屋，
闪烁着黄灿灿的心脏，
披着白装会是怎样的可爱。
或许还能瞥见慌张逃窜小鹿，
鹿角鞋子轻轻抚摸雪，
但总不尽如人意，
大窟窿滋滋啦啦一连串的跳起来，
在欢快的庆祝。

水建学院 电气 1701 郝楠

雪
盼

动物医学院 动医 1604 班 肖兴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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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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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笔，三秒，迟迟不肯落
下。

转眼间，三年，呼啸而过。
（一）

时间总是给人恍如隔世的感
觉，十一月的冷风总是瑟瑟发抖，
银杏路的落叶铺得满满都是，我
不算是个文青，却在那一刻害怕
踩疼了这片美景。

傍晚，独自前行，一个学妹
突然叫住了我，“学长，好久不
见你了，我们都好想你啊！”回

头的瞬间，感觉时间好像回到了一年前，那是我
第一次当部长，和十二个陌生的面孔从相遇到相
知，就像谈了一场漫长温暖也不乏苦涩的恋爱。

在这个流行离开的世界，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十五个人的团队，走到最后，剩下的寥寥无几。
“部长，我想退部了。”每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
候，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但是，最终只能
回一句“好的，不管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学
长都支持你们。”看着每一个人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失落也有自责，但更多是希望每一个人去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成为更好的自己。

楔子
于他，始于初见；
于她，止于终老。
心起点杯水缘
那一年开学，她与他，两条毫无关系

的平行线，开始相交。
第一年入学，彼此间都不是很熟悉。

他对她的了解不过是 QQ 群中那个分外
眼熟的头像，而她对他的了解也只是群中
偶尔诈尸的“。。。”。

他羡慕她的肆意张扬，不停的构想那
个神采奕奕的女孩子该是何等的眉目飞
扬，又是何等的随意猖狂。

他期待着开学，却又惧怕着开学。但
悄咪咪的，人生列车的车笛早已吹响。

她从来不知道，他第一次见她，是在
蝴蝶纷飞的博览园，是梁祝的背景音乐，
伴着五彩蝴蝶的绚烂，一瞬间，那个黑黑
瘦瘦的女孩子就这般映入眼帘。

他只记得，那天阳光正好，风吹得暖
软，那透过层层树叶的光，斑驳的散在她
身边，她放飞蝴蝶的瞬间，眸光轻转，仿
佛自带主角光环。

那一刹，他觉得自己有些许卑微，那
个随性的女孩子或许就是一场梦吧，总归

是一场触不到的浪漫。
而她印象中他们的第一次对话是在校运会的

操场，那天，闲不住的她化身中央空调，多嘴问
了正在执勤的他一句“要不要喝水”。

自此，那场关于她与他的浪漫开始蔓延……
一杯水，于她，不过是举手之劳。然而那个

少年，却在每一个课间，走到她的桌前，腼腆的
挠挠头，带着一丝拘泥拿起她的水杯。

她打趣他说，原来，这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
报。而他，总是默默放下水杯，只是偶尔会回一
句，还不是我知恩图报。

（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

你曾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不
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偏爱悲伤的曲调，认为那才
是真正抒发感情的音乐。那一年盛夏，单曲循环。

我和他是大学最好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饭，
一起上课，睡过一张床，穿过一条裤子，也会彻
夜谈论喜欢的姑娘和未来的梦想，我们谈天论地，
总会笑得像个两百斤的胖子，我们有过二十年后
的约定，像每一对兄弟一样，可以为对方赴汤蹈
火，两肋插刀。

有些事情的发生，我不说，你不说，又远又
近。或许是因为两个人交际圈的改变，或许是因
为自己没有对方身上拥有的闪光点，或许是因为
我们谁都不愿意提及的原因。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对你，兄弟对我来说
还是最重要的。”当你说出这句话说，我的眼角
还是湿润了，多了一份男生不应该有的矫情，但
是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谁都不会履行二十年后
的约定，像每一滴水回不到最初的花瓣，我们回
不到昨天。

《琅琊榜》里有一段我很喜欢的台词，恰好
的描写了我对友情的态度。
       萧景睿：我曾经因为你这么做而非常难过，
可是我毕竟已经不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孩子了，
我明白了凡是人总有取舍，你取了你认为重要的
东西 , 舍弃了我，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若是我
因为没有被选择就心生怨恨，那这世界间岂不是
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 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
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强求。
       林殊：景睿，你我相识以来，你对我一片赤
诚，可是我却如此待你。

就这样，两个人渐渐熟悉。
那时，她才知道，原来两个人是老乡，在诺

大的大学校园里，只这一件，蓦地便多了一份“亲
缘”。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只想了一想，便又摇摇头，傻笑自己竟
有如此荒唐的念头。

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将每一条平行
线变成深深的羁绊。她明白，毕竟，人性贪婪。
她害怕自己变得贪得无厌，却忍不住一次次地用
朋友的关系霸占着这个“优质男友”资源。

后来，她开始刻意回避他，除了上课时间，
巧妙地错来了所有的会面，她习惯了孤独，习惯
了自己成长，不希望自己留恋任何一个不属于自
己的港湾。

而他，仿佛丝毫不受影响般锲而不舍的拿走
水杯，默默打水，时不时夹杂着几句不痛不痒的
对话。

这仿佛最纯洁的关心，却一点点的沾染上心
绪，缠绕上她那颗敏感而又多情的心。

后来，他拿着补助说请她吃饭，火锅前的她
吃的毫无形象可言，他忽然觉得，那个传说中的
主角光环，也变得不再耀眼，仿佛天使坠落凡间，
再卓尔不群也是个凡人，仅仅是个凡人而已。

而她透过氤氲的湿气看着他朦胧的脸，忽的，
便腾起了一种占有欲，无根无缘却强大无比的占
有欲：既然习惯成自然，为何，不据为己有。但，

也仅仅只是想想罢了。
可是，有些念头，一旦缘起，便仿佛施了魔

法般四下蔓延，再难遏制。于他，是将她拉下心
头的云端；于她，则是将他锁在自己的心间。这
也算是一种殊途同归了吧。

渐渐地，同学间也开起了玩笑，他不解释，
她也不否认。两个人之间，玩起了最亲近的暧昧，
无关誓言，只因懵懂。

直到那一次回访母校，四个人组成队伍，只
有两个人的尽心尽力。她与他的搭档，是前期准
备与后期宣传的强强联手，仿佛天作之合，顺利
拿下校级优秀。

那天，还未放下手中证书的他，向着同样未
放下证书的她表白：你帮我带了杯水，我仔细想
了想，还是，以身相许吧。

尾声
又是一年校运会，一个女孩子抱着一个水杯

望着一个男孩子笑着。他牵着她的手，仿佛见到
了当年。

       故事西农二等奖得主 创新实验学院 邢晓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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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景睿：我之所以这么待你，是因为我愿意，
若能以此换回同样的诚心，固然可喜，若是没有
我也没什么后悔的。

（三）
在北校，有一位做烤冷面的阿姨。
在南校，有一位做烤冷面的叔叔。
他们是两口子。
我对他们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我喜欢吃烤冷

面，是因为他们的故事。
每次到北校开会，路过南门，我总会去阿姨

的摊位买夜宵，每次都会夸赞阿姨做的烤冷面比
叔叔好吃。有一次，阿姨操着一口东北话讲到：
“你叔就是不信，总说阿姨骗他，仗着自己比我
多做了几年，嫌弃我做的不如他好吃，有一次呀，
他和我一起守着摊位，一个男生指定让阿姨做，
不让你叔做，可把你叔给气坏了，哈哈，这件事
我倒是开心到现在。”

他们的故事很简单，夫妻二十年，做同样的
工作，在西农两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阿姨每次谈
到叔叔，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幸福的味道。平凡的
生活，平凡的爱情，却带给我无尽的暖意。

（四）
“科研要有连续性，挪窝要起炉灶，我们的

科研，我们的小麦，那都是我们的心血啊，怎能
说走就走呢！”这句熟悉的台词不止一百次从我
的脑海里闪现，当舞台的聚光灯打在我一个人身
上，整个会场所有观众都是那么安静地望着我，
仿佛在那一刻，我就是整个世界。

107 天，每一个晚上一遍一遍的去体会每一
句台词，去感受王辉教授的喜悦，痛苦，无奈与
豁然，我还记得赵书记的台词“王辉啊，我们大
家伙都相信你，这几十亩的麦子，你说咋整就咋
整！”

出演《小麦之辉》，除了作为一名演员的尽
职尽责，用心去诠释，更多的是我对一名科研工
作者的敬仰与崇拜，恪尽职守，每一次去回味剧
本，都让我深知一名农林高校学子的责任，学农、
爱农、为农服务。

“莫问前路吉凶，但求落幕无悔，就算只有
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到底！”
               故事西农二等奖得主 设施 1501 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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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由校团委主办的报纸《视线》开始征稿啦～各位同学投的稿件，我们都会择优选择，刊登在第二版上。
投稿要求如下：
1、要求所有来稿作品必须是原创；
2、来稿内容、字数不限，任何形式皆可，如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评论、论文、游记（如有附图不
要    插入稿子中，统一打成压缩包）等；
3、要求贴近生活，内容积极向上，文风淳朴，逻辑思维通畅，语言运用恰当，有明确的中心思想；
4、摄影及书画作品，要求主题积极乐观，画质清晰，书画作品要求扫描上传为电子版。
5、投稿要求写清投稿人学院、班级、姓名
6、投稿邮箱：18292486824@163.com，期待你的投稿哦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
赛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
说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阿米尔的故事。阿米
尔与家里的仆人阿里的儿子哈桑是好玩伴，哈桑
是一个特别忠实，正直，一心只为阿米尔少爷着
想的人，两个人经常一起玩耍、游戏。

在当地有一个仰慕纳粹的孩子阿塞夫。在一
次风筝比赛中，阿米尔为了赢得冠军来向爸爸证
明自己，哈桑则要去追到第二名的风筝以证明阿
米尔的战绩。但在哈桑的归途被阿塞夫等人截住，
阿塞夫要哈桑把风筝给他，但哈桑不肯，于是他
强暴了哈桑。这一切被阿米尔看到，但由于怯懦
阿米尔没有挺身而出。

在之后的日子里，阿米尔无法面对哈桑，在
不断刁难之后，阿里和哈桑搬走了。不久之后苏
联入侵阿富汗，爸爸带着阿米尔逃往国外，把家
留给拉辛汗照看。阿米尔到了美国，大学毕业之
后当了作家并与索拉雅结了婚。

后来，罹患绝症的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电话
给阿米尔，告诉阿米尔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
抢占了他们的房子，还枪毙了哈桑及其妻子。他
们的孩子索拉博现在很危险，希望阿米尔去救他。
但是阿米尔并不愿意，令人没想到的是，拉辛汗
告诉阿米尔，哈桑其实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

阿米尔最后回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喀布尔，冒
着死亡的危险就出了索拉博，由于索拉博在塔利
班哪里受尽了折磨，情感收到了伤害不再与任何
人交流。在 911 事件之后的一个周末，索拉博终
于因为追风筝对阿米尔露出了微笑。 

在我们的世界里，最常见、普通的也不过于
“讲”。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不需要讲话、不需
要交流，也没有任何一种工作不需要和别人打交
道。而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沟通感想，最直接、
最方便的途径就是语言。有的人在私底下可以口
若悬河，但是一但在讲台上、在公共场所上讲话
时，就不敢说话、不会说话，脸红耳赤，说话断
断续续、结巴、语无轮次。这次的大学生 " 演讲
与口才 " 课在颜永平老师的传授下，让我们对于
" 演讲与口才 " 有了一个新且较全面的认知。

在团课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以孙中山、马云、
乔布斯等古今名人的成功经历为例，深刻地说明
了：“有口才的人，成才的可能多两倍！”这
些例子形象地说明了智慧和舌头不仅可以增加
个人影响力，也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 

为为激发同学们对“演讲与口才”的浓厚
好奇心，使得大家的演讲与口才水平得到真正
提高，颜永平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八个秘笈：
树立一个理念，即演讲是天下第一讲，口才是

天下第一才；运用两种语言，即有声语言和态势
语言（颜氏十一手法）；追求三种境界，做到音
美、形美、意美；达到四个目的：使人知、动人情、
令人信、促人行；记住五个“一百”：读一百本
课外读物、听一百场好的讲座、认识一百位成功
人士、结交一百个好朋友、在公众场合发言一百
次；实现六个要求；争取七个“言之”：言之有
物、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趣、
言之有文、言之有态；努力做到“八多”：多看、
多听、多问、多写、多思、多学、多练。深入浅
出的讲解，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更是令同学们
捧腹大笑，使得现场掌声连连。

这次的讲座中，颜永平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同学们对口才理解方面的三点误区：“口才是
遗传的”、“看看书就可以练好演讲”、“我的
口才很不好”，同时，颜老师提到“怕当众说话”
是人们的“通病”，鼓励大家做到“四开”，即
开胆、开口、开悟、开心。

“演讲与口才是科学、武器、工具、艺术”，
当今世界是两分钟的世界：一分钟是通过演讲与
口才让别人知道、认识、了解你，一分钟让别人
追随、信任你。让我们练好演讲与口才，争做“目

中有人、口中有德、心中有爱、行中有善”的“四
有”新人，把我们和西农的故事讲好！

               桂子钦 邵俏俏 雷艳茹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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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口才

     探寻·黄梅戏
       说起戏曲，许多人是陌生又熟悉。小时候在爷爷家小电视机上总是找不到喜欢
的动画片，随便一翻，出来的却是《女驸马》《穆桂英》。时光荏苒，我已经离开
了当年的小院子，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有些记忆是亘古不变的。当我看到选修课
的《戏曲鉴赏》时，我突然想探寻，探寻当年听不懂的曲子到底藏有什么奥秘，探
寻那舞台上的人们是怎么变成一个个大花脸，探寻青衣小旦用什么方法惹得裙袂和
水袖绽放成一道道涟漪，探寻演员们是如何红唇一启就流出温婉动听的曲子。
       黄梅戏没有京剧的大气，没有川剧的高腔，也没有昆曲的软糯甜美，它更多的
是直白，富有着生活的气息。它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黄梅一带的采茶调，
清末传入毗邻的安徽省，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
展为一个新生的戏曲剧种。在邢绣娘的音韵中，黄梅戏开始了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传
承的历程，在严凤英等一位位前辈的努力下，黄梅戏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爱。
       北绣的礼堂，有幸能欣赏一晚黄梅戏的演出，让我近距离欣赏那一个个精致的
妆容，婀娜的身姿，还能亲耳听到黄梅戏的曲子，在观众席上与戏中的人物融合，
在唱腔和曲子里体验到人物的感受。我看着《天仙配》中的仙女们轻拂衣袖踏云而
来，七仙女和牛郎唱出了美好纯粹的爱情，我看着《打猪草》中陶金花和金小毛在
轻松的气氛中互相盘问着花的名字，我看着《女驸马》中冯素贞在洞房中与公主无
奈的对白，我还看到《云裙水袖》的表演者在舞台上转身甩袖的那一瞬间，惊艳了
那个晚上和整个北绣的礼堂。我知道黄梅戏此时已经不算是单纯的戏曲，它代表着
千里迢迢前来表演的表演者的信念、它代表着不辞辛苦赶来观看的老一辈观众的热
情、它代表着在新的时代青年观众的传承。
                                                                                                                  王悦 / 文

品名家精品 悟人生百味

 谢志龙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