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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20年前，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江
苏省苏州昆剧院和两岸文化及戏曲精英，遵
循只删不改原则，用新的审美观、现代剧场
的概念，以传统为根基，将传世经典《牡丹
亭》以青春靓丽的形式搬上戏剧舞台。

20年后，由他担任总制作人暨艺术总
监的青春版昆曲 《牡丹亭》，自3月 15日
起，在台北开启20周年系列巡演。据悉，
此轮演出延续了2004年在台北首演的原班
人马，力求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一代能看到这
部制作精良的中华戏曲经典之作。

■台北首演“一飞冲天”

“2004年4月29日！”白先勇依然清晰
记得在台北首演的情景，“我紧张得手心直
出汗，第一次登上大舞台，万一这些年轻演
员忘词了怎么办？台北首演‘一飞冲天’，
才有了后来的这些。”如今，这支演出团
队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戏剧制作菁英团队。

白先勇自小与昆曲结缘，深深着迷于这
门中国戏曲艺术的文化底蕴。不忍见昆曲传
承不易、逐渐式微，2003年他同苏州昆剧
院合作，担任总制作人，集结两岸文化及戏
曲界精英联手创作青春版《牡丹亭》。

回忆“起点”，白先勇说，这出戏聚集
编剧、服装、灯光、舞美等方面的台湾精英
人才，演员、乐师则来自大陆。“非常难得
请到大陆昆曲大师汪世瑜、张继青来训练青
年演员，还有翁国生导演。俞玖林、沈丰英
等演员足足‘魔鬼式’训练一年，每天早上
9点到下午5点，根基很扎实。”

白先勇介绍，20 年来青春版 《牡丹
亭》剧组的脚步不仅遍及两岸及港澳地区，
还走向世界，“希望各地的年轻观众看到这
出戏，对于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都能有
新的认识。”

白先勇说，此轮完成在台北的20周年巡
演，他还有一个心愿：“目前青春版《牡丹
亭》已经演出了470余场，希望第500场能够
回到北京大学的舞台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在他看来，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合
作完成的一项巨大且成功的文化工程，“借
一出400年历史的戏，让一个600年历史的
剧种在21世纪舞台上恢复青春的生命，如
果成功，我们是否也有机会把中华民族几千
年灿烂的传统文化拉到21世纪的舞台上重
放光芒？现在我可以讲，青春版《牡丹亭》
启动了昆曲复兴，这是两岸合作的巨大而成
功的文化工程。我个人已经把吃奶的力气都
用出来了，所有人情支票都开光了。希望有

更多有心人士站出来保护它、发扬它，后继
有人。”他希冀道。

■“每个人都希望我们中国式的
文艺复兴”

采访中，白先勇还回忆起青春版《牡丹
亭》在伦敦演出后的一件事。那是分别从北
京、香港、台湾到英国留学的三个学子。

“他们眼眶都红红的，哭过。我想，这出戏
是牵动人的民族情绪的，看到自己的文化在
异国大放光芒，感动那么多外国人，他们内
心有了更强烈的民族自信吧。”

“这不光是演一出戏！”白先勇说，“19
世纪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衰落，这
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心中的隐痛，大概每个
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像欧洲文
艺复兴一样，来一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我希望新一批观众看这个戏后，对我
们自己的过去，对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的历
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表演艺术很能代
表一个民族的心声。意大利有歌剧，德国有
贝多芬、莫扎特为代表的古典音乐，俄罗斯
有芭蕾舞。“我们中华民族呢？我觉得昆曲
非常能够代表。昆曲在中华民族表演艺术中
是‘百戏之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就将昆曲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

白先勇兴奋地说，青春版《牡丹亭》在
海外演出，西方人的反应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热烈。“他们一起站起来喝彩十几分钟，肃
然起敬，我想是由衷地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
有一种敬佩。”

■“青春版《牡丹亭》永远会打动
年轻人的心”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为何能20年不
辍？白先勇认为：“《牡丹亭》是明朝我们
最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的作品。21 世纪
初，昆曲衰落的趋势下，我们重做这出戏，
希望训练出一批青年演员，并号召青年观众
回到戏院。现在来讲，我们的基本目的达到
了，演员经过20年磨炼，站上全世界最好
的舞台，拥有了经验，接班了；同时，我们
培养了一批年轻观众。”

白先勇说，“学生一直以来是这出剧目
最主要的观众。我们在北京大学演了4次全
本青春版《牡丹亭》，剧场2000多人，每次
都满座，不要忘了这是9个钟头的大戏。20
年后，青春版《牡丹亭》再回台湾，我们希
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据介绍，此次青春版 《牡丹亭》 赴台
20周年巡演，将首先在高雄登场，再至新
竹，压轴演出在台北。

“青春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总会打
动年轻人的心。”白先勇介绍，青春版
《牡丹亭》 20年来在台北也积累了很多观
众，此轮巡演首次到台湾南部，他希望能
让台湾南部的年轻观众也近距离感受昆曲
的风采。

“很多年轻观众和我们反馈，他们深受
青春版《牡丹亭》美与情的感动，从中又认
识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戏，
是那么的精致。这也是当年我制作这出戏的
初衷，我们不能整天看人家的东西，而忘掉
了自己。看了半天外面的花花草草，回头一
看，才发现自己后园的牡丹花最美，我们要
及时把它找回来！”

在白先勇看来，昆曲代表的即是中华民
族精致、动人的传统文化。他希望借青春版
《牡丹亭》这部经典大戏，让中国古老的剧
种在21世纪的舞台上重放光芒、恢复青春
的生命。

“如果这部戏可以成功，那么我们几千年
的传统文化也都可以。我们是一个诗人的民
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一首情诗。这
出戏勾动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觉醒。”他说。

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重返台湾，总制片人白先勇称这是——

“两岸合作完成的一项巨大且成功的文化工程”
本报记者 修菁

2024 年 3 月 4 日早上，看到周兵导演转
发了一条黄永松老师离世的网文，心中一惊：
突然，太突然，突然得让我对这则消息难以接
受，措手不及……

我问邱民：黄老师在哪里走的？答：台北。
心中默念：我只能用一些记忆的碎片，泡一杯

“心酒”敬谢黄老师曾经帮扶的恩情。
当我准备构思从哪里下笔的时候，才发

现我对黄永松老师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虽
然从一开始听说他，到第一次见到他，我都知
道他和他一手创办的《汉声》杂志很了不起，
他与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地梳理、记录、整理中
国“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
与民间艺术”工作，硕果累累，但我并没有真
正细致了解过他。

初识：小酒盅的回忆

认识黄永松老师，不得不提一个人——
导演邱民。

2015年初，我和邱民搭档筹备旅行纪录
片《行走天下》调研和策划案期间，邱民准备
带主创拜访黄永松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名字，知道老先生在田野调查挖掘中国
民间智慧和手艺方面做了很多事，同时也帮
助过很多纪录片的创作，其中包括《舌尖上的
中国》第一季，《下南洋》……但那次我因为有
别的工作，虽然当时我们的办公室距离《汉
声》北京编辑部仅一街之隔，我缺席了。

第一次迈进《汉声》北京编辑部，大概已
经是2018年的夏天，那时我们在制作《中国影
像方志——松阳篇》的后期，主创在反复修改
过程中对于当代的认知与读解，总觉得高度
上不去，于是邱民第一次带着我和小组的主
创前去拜访黄永松老师，那时《汉声》北京编
辑部正忙碌着《松阳传家》最后的校审工作。

工作沟通结束后，我和撰稿张磊跟着邱
民在汉声北京办公室的大饭桌蹭饭。印象中

黄老师摆在我面前的小酒盅，和我小时候姥
姥、姥爷每次吃饭时，两人都会对饮的大约二
钱的小酒盅很像，我不知道是因为对老先生的
敬意，还是因为那只小酒盅唤起了我格外亲切
的记忆，我主动接过黄老师给我倒的第一杯
酒，那应该是我少有的喝白酒的经历之一。

台湾来搞民俗的倔强老头

邱民在《致北京二dei子协会会长——老
头黄永松》开篇回忆：“20年前我在山西吕梁
李家山村拍摄，站山坡上往下看，一个穿着摄
影背心的老头忙着拍照，我寻思这哪儿的老
头旅游来了，还挺会挑地方，这么偏的山村
……老头说姓黄，台湾来搞啥民俗。我当时又
蠢又倔，哪知道台湾《汉声》的赫赫威名。”我
问邱民：是否还记得那是哪一年？答：大概是
2003年吧。

数年后，邱民在李家山拍摄了六七年的
素材，完成纪录片《黄河人家》，2005年9月开
始，这部纪录片获了数个国内外纪录片奖项
与国际电影节展映机会，用黄永松老师的话
说，也许是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子“傻气”吧，
两人的缘分越结越深。

邱民回忆“打那起，老头一来北京，准打
电话，我就跑过去，大饭桌上认识各种不认识
的人。酒过三巡，老头举杯，猛地酒杯一蹲，啪
地一声，接着一嗓子，好酒啊好酒！冰箱里冷
冻的二锅头，酒水发粘，入口不辣。反而香甜

绵长。老头开心了，一脸的皱纹挤在一起，又
舒展来：我是北京二dei子协会的会长……喝
完酒喝茶，偶尔黄老师给我念叨他焦虑，他无
奈，但也仅是如此，老头有的是道行，太难的
事咱不做不就不难了？但每一件到手的事，从
颜色、装帧、构图、实地调研到行文都是谨小
慎微，一字一句的细琢出来。这才是 46 年台
湾《汉声》赫赫威名的由来。”

第二次拜访黄永松老师大概是2019年9
月6日，那年夏天我开始筹备纪录片《中国传
统建筑的智慧》的调研工作，那几个月，我一
直像祥林嫂一样四处见人就请教究竟什么是

“中国传统民居的智慧”？黄永松老师安详地听
我的困惑，然后默默地把他的老友们介绍给
我，不仅亲自牵线搭桥，还会悄悄地告知我建
筑行业各位专家老师们的师承关系，以及彼此
的微妙关系，提醒我如何规避一些相处雷区，
这为我撒开了一个建筑行业的人脉网……

那次拜访，还了解到汉声编辑部将接受
浙江省松阳县邀约，帮助把四都乡当地的 6
幢民居改造布置成“二十四节气馆”，在2019
年底开展一系列展陈工作，这为我们后续追
踪，希望将黄老师带领团队策展、布展这个案
例纳入纪录片《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拍摄计
划留下伏笔……

交流完工作，我又一次在汉声编辑部的
大饭桌蹭饭，我记得那天吃的是饺子，上饭桌
前，黄老师指引着我到身后不远处的一张桌
子上取茅台酒和那个让我有温暖记忆的小酒

盅。等我把酒放在黄老师面前的时候，黄老师
指着帮大家分饺子的做饭阿姨和我说：她原
来是我的酒友，现在不是了……我主动举杯：
我今天做您的酒友！

我们就着饺子，对饮小酌茅台，闲聊着他
近 50 年来经营《汉声》的心路。临别前，他指
着大饭桌周边的空间和我说，这里我经常会
组织老朋友们来办各种艺术沙龙，如果你喜
欢，我也欢迎你和你的朋友来参加，我们就这
样愉快的约定好。

“捐出去的先生”回乡续谱去了

2019 年底到 2020 年初，纪录片《中国传
统建筑的智慧》在完成将近 80%故事案例拍
摄的节骨眼上，疫情暴发，我一直跟踪着黄老
师关于“二十四节气馆”展陈工作的推进进
程，不仅和黄老师互动、黄老师负责项目的同
事互动，松阳县、四都乡都有跟踪对接，然而
疫情开始，黄老师返台过年，一直无法返回内
地，《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纪录片的总导演
蔡小敏老师坚持等这个故事将近一年。

那时我们影片故事案例的选择方向很明
确，只要活态保护的传统民居建筑，不要成为
博物馆的空房子，但唯独黄永松老师和“二十
四节气馆”的故事是将一组民居改造成民俗
博物馆，我专门问过蔡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民俗博物馆的故事，似乎这个案例和我
们选其他案例原则是相悖的？

蔡老师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建筑和
西方建筑根本的不同在于它的哲学思想，价
值取向更注重天人合一、亲近自然，在与自然
融为一体的理念下发展了几千年，我们讲中国
传统建筑的开篇应该要讲这个理念，在找到这
个案例的时候，觉得黄永松老师在松阳的这种
实验或者传承是契合这个理念的，这种展示、
展览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适合用来讲中
国传统文化建筑的这个理念，想把这个故事纳
入进来，借他的故事来讲这个哲学观。

但影片在周期无法再延期的情况下，最
终我们没有完成这个故事的拍摄，直到影片
播出，疫情还没有结束，黄老师也没有回来。
但令我没想到，遗憾不仅这一个，我们的沙龙
之约也永远无法实现。

在黄永松老师太太口中，他是“捐出去的
先生”，这次是真的捐走了。记得黄老师曾说：

“我特别喜欢八仙中张果老的精神，张果老骑
着驴是往前走的，但他是看着过去的路，所以
请叫我‘黄果老’！”此刻我想黄老师应该是接
替八仙张果老的班做真神仙去了，但我更愿
意把他的此次旅行，看作是漂泊异乡的游子
们派回原乡的信使，代表游子们跋山、涉水、
渡海，给祖先递交续谱……只是这一次他是
去天上帮助在世的子子孙孙回乡、续谱。

（作者为大陆纪录片制片人）

一杯心酒敬师友“黄果老”黄永松先生
任爱群

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家住台北的高艳红日
前接到了“台陆通”客服主管林兰芳的电话，当得
知自己不久前在网络上申请的营业执照已办好，对

“台陆通”的高效服务不禁连连称赞。
2017年，作为大陆首个服务台胞的数字化平

台——福建“台陆通”App在平潭上线。这是由
福建民间力量创办的“云服务”企业。历经七年，
该平台从最初的资讯传递、证照办理、金融服务等
政务服务，向两岸海空套票订购、两岸物流快递、
两岸网络购物等更加生活化的功能拓展，涵盖了
衣、食、住、行、购的各种需求，让台胞在指尖上
尽享第一家园的便利与优惠。

“过去，台胞在大陆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本
人到场，还要提供各种证明资料。”去年初，随着
两岸“小三通”的恢复，长期在岛内从事贸易业务
的高艳红决定来平潭开办一家两岸贸易企业，借助
平潭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拓展自己的事业，“如今，
进入‘台陆通’交付押金，几秒钟内就可以提交订
单，委托‘台陆通’协助申请大陆的营业执照。”
她欣喜地说。

“每天‘台陆通’后台都会收到上百个台胞的
服务订单，其中对接各政务部门的申请最多。”据

“台陆通”负责人刘向东介绍，在“台陆通”App
上，台胞还可以全程网办台胞证、职业资格证、职
称证、老人优待证、营业执照、驾照期满换证等业
务，享受“人在台湾、跨海办事”的便利。

据统计，目前，“台陆通”App可在岛内手机
应用市场下载，已成为岛内民众了解大陆的一个窗
口。截至当前，该平台累计下载用户已达230多万
人，直接服务过的台胞超过40万人，其中许多是
岛内民众。

记者打开“台陆通”App亦发现，除了政务
专区外，还有物流专区、出行专区、网购商城专
区、创业专区、找工作专区、找学校专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眼下，在“闽政通”App、
“e福州”App上，也都上线了“台胞服务专区”，
提供台海资讯、政策解读、资质审批、证照申领、

“e公证”等服务。除此之外，全省各行各业更是
应运而生了许多专业性的数字化产品。比如，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大陆首个涉台司法服务网和
手机App，各类网上办事大厅或微信公众号推出
了台青创业就业补贴申报通道等。

在闽台胞享受

“人在台湾、跨海办事”的便利

本报讯（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张晓杰）女
企业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近日在河南省洛阳
市举办。在豫两岸优秀女企业家代表，在豫定居、
常住女台胞代表以及台胞“五好家庭”获得者共
150余人参加。

此次论坛是河南省台办和河南省妇联、河南省
台联共同举办的 2024年河南省两岸妇女界代表

“三八”交流联谊活动的一部分，旨在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豫台
妇女界沟通联系，团结动员豫台两地女企业家和台
胞姐妹为两岸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活动中，有关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政策进
行解读，优秀女企业家代表围绕各自创新创业经历
发表主旨演讲，此次活动还举行了民营经济领域女
性发展主题论坛，通过讲述海峡两岸优秀女民营企
业家的故事，探讨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进一步凝聚民营经济人士中的广大优秀女性

“全力拼经济”的广泛共识，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活力。

论坛结束后，女企业家代表还参访了河南省级
对台交流基地、省市巧媳妇基地、社区民生工程、
现代农业种植基地等。

女企业家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照宁）“这里景致美、有特
点，特别是农业农村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希望厦
门、金门‘两门’间农业领域的交流能进一步深
化，推动两岸在更广泛的农业领域加强合作和互
动。”3月6日，来自金门的蔡水游在考察厦门大帽
山农场时说。

据了解，本次到厦门进行农业交流的金门参访
团共有30人，大多数是金门县创新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成员。在厦门他们先后到西岩山项目、大帽山
农场、厦门种业博览会项目基地等开展实地考察，
以了解厦门特色农业发展现状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新成果。

在大帽山农场，考察团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养
殖品种、养殖规模以及销售等情况，并认真了解了
相关设施和产品、技术。同时，考察团成员也向大
帽山农场工作人员介绍了台湾生态循环的种养殖
理念，如鱼菜共生、蚓菜共生等创新生态循环种
植方式。双方通过分享先进的农业养殖经验，共
谋现代农业、养殖业发展。在之后的交流会上，
参访团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厦门农业发展规划的
总体介绍，了解了总体规划、产业分布以及发展
理念等，并就厦金农业文旅合作可能性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探讨。

“通过本次实地参访，我们感受到了厦门在承
接、吸引台湾农业企业投资发展方面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和潜力。”蔡水游认为，大陆市场广阔、农业
用地成本低，两岸农业融合发展大有可为。

厦门翔安区台港澳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两
岸民众多见面、多交流，更好了解彼此、理解彼
此、支持彼此。厦门将继续做好服务，为台商台农
投资兴业提供便利，助力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
验区建设。

金门农业参访团赴厦门交流

2024年 3月4日，台湾知名文化出版人、《汉声》
杂志发行人黄永松因病在台北去世，享年81岁。他被
两岸文化界誉为“中国民间文化守护者”。他去世后，
两岸的读者和朋友自发来到台湾汉声书店和汉声北京办
公室悼念他，大陆和台湾的文化人也开始集体怀念这位
贡献颇多的出版人。本刊以黄先生一位大陆故友的文
章，表达对黄永松先生的怀念。 ——编者

自3月15日起，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开启20周年系列巡演。

作为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白先勇
希望全世界的年轻观众都能看到这出戏，对
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文化都能有新的认识。

许培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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