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计划】

今年想做一首国风歌曲

【谈相处】

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 娱乐新闻部主编/责编 邵梓恒 / 美编 伍岩龙 / 校对 赵丹丹

A13娱乐
在音乐竞演综艺《追光吧》

里，舞者韩宇成为21位“追光者”
之一，并与张卫健、杨宗纬、刘也
等人组成“见所卫健”组。

自2018年《这！就是街舞》
夺冠出圈之后，“全能舞王”韩宇
多了不少娱乐圈的工作，大多仍
离不开街舞。但在《追光吧》的
短短三个月里，他唱了粤语歌、
练习了京剧、甚至还参加了一次
军训和一次运动会。最近，韩宇
在节目录制现场接受了羊城晚
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他把《追
光吧》当成一次很好的学习机
会：“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跟这
么多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
歌手一起交流呢？”

羊城晚报：《追光吧》这个
节目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韩宇：一起参加节目的哥
哥们。去年 5 月左右，导演就
跟我见面聊了这个节目。从
《这！就是街舞》比赛完到现
在，我也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这些节目基本以街舞为核心。
但《追光吧》不一样，哥哥们有
的是歌手、有的是演员，还有像
我一样的舞者。我来之前也看
了其他类似的节目，觉得大家
在一起有说有笑、互相交流的
氛围很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街舞也会有很大帮助。

羊城晚报：参加《追光吧》
之后，学到了什么新技能？

韩宇：唱歌吧，我觉得自己
现在是素人里面唱歌比较 OK
的。还有武术和京剧。我特别
喜欢武术动静转换的那个瞬
间：首先要沉下来，然后爆发，
爆发那一刻的气场特别强大。
京剧则是一个向内的艺术，动
作都强调“收”、要定住，看起来
不难，但其实每个动作都好
累。我的京剧老师说，他们练
功都是从早上八点一直练到晚
上八点，非常考验耐性和体力。

羊城晚报：你在第三次公
演《独上西楼》里尝试了京剧武
生的表演，为了这次舞台排练
了多久？

韩宇：其实就是三天，每天
练习两三个小时。因为老师是
很有名的京剧演员，还要参加
春晚节目的录制，很忙。我这
次没有练基本功，但在培训最
后一天，老师专门跟我讲了很
多基本功的要领，我非常受
用。之前的表演只是个壳，听
完那天的课之后感觉就有那股
精气神了。如果给我更长的时
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羊城晚报：这次学习京剧的
经验，对你的街舞有没有启发？

韩宇：老师说我学得很快，
包括身体的协调性、动作定点
的状态等。当我换上武生扮相
之后，在老师面前跳了两下
Locking（锁 舞），老师提议我
以后可以用京剧做音乐，结合
街舞和京剧的动作做一个新的
作品。

在街舞界，我们也一直在研
究中国街舞要如何创新。很多
外国舞者来中国之后也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中国有那么多传统

文化可以跟街舞相融合！比如
醉拳、太极、京剧等。我们希望
能做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人了
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羊城晚报：《这！就是街舞》
和《追光吧》，哪个录起来更累？

韩宇：其实是《追光吧》更
累。来之前完全没想到节目
内容还包括军事训练和运动
会，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追
光吧》好像是把所有节目都融
合在一起了。录《这！就是街
舞》是三个月只干一件事，但
《追光吧》是三个月要做很多不
同的事情。

从开播到现在，我好像只
在初舞台的时候跳过舞，之后
我学了京剧、拍了微电影，也唱
了歌。很多哥哥的能力都比较
全面，但我只会跳舞，所以私下
要做很多功课。比如我们团队
一起花两小时排练一首歌，但
结束后我还得再花两三小时自
己练。虽然我只有 4 句歌词，
但如果唱不准，就会影响到整
个表演。“累并快乐着”吧，除了
这个节目，还有什么机会可以
跟这么多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
歌手一起交流呢？

羊城晚报：《追光吧》集结了 21 位不同年
代、不同领域的男性艺人。第一次跟这么多
艺人一起过集体生活，还适应吗？

韩宇：没有啥不适应的。大家都说，难得
有机会有人请我们聚在一起玩，那大家就开
开心心地玩。虽然比赛始终都有输赢，但如
果把输赢看得太重，就会失去相处的乐趣。
我们平时会聊很多，比如不同的演艺道路、过
程中经历过什么事等，大家都会互相分享。
我跟尼坤也经常聊天，他不时会拿一些舞者
的照片来问我“你认识吗？这是我的朋友”，
哈哈。

羊城晚报：你在团体里是什么担当？
韩宇：“好客”担当吧，我会招呼大家

来聚会。大家真的相处得很不错，不是说
录完节目就不联系了。我前两天才跟晓
龙哥（张晓龙）吃过饭，我们之后可能还会
合作，他会为我的一个作品做导演。
羊城晚报：相处下来之后，哪位哥哥是反

差感最大的？
韩宇：吴镇宇大哥和杨宗纬大哥。宗纬

哥一开始表现得很“社恐”，熟了之后他成了
我们的“梗王”。吴镇宇大哥演过很多反派，
一登场就很有大哥气场，其他人都有点怕。
但一块录节目之后就发现他讲话很直接、很
真实，有时候又有点可爱。有些我们都没觉
得好笑的事情，他自己会笑到流眼泪。

羊城晚报：你觉得自己加入“见所卫健”
这个团队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韩宇：我们都开始发长语音了，哈哈！一
开始是哥（张卫健）在我们群里发长语音，每条
都是60秒的那种，后来我们都会主动发长语
音了。每次讨论的时候，群里面都会弹出一条
条长语音。每个人都会给舞台提出意见。

羊城晚报：其他哥哥有找你学街舞吗？
韩宇：是的，有些哥哥从来没尝试过街

舞，但大家好像都有一颗想跳街舞的心。比
如我教了张卫健大哥一些街舞的基本功；也
教了一下杨宗纬大哥，他后来都开始尝试唱
跳了。在这个节目里，技能会互相“传染”。
比如我一个舞者，天天跟歌手待在一起，听久
了，我都学到了一点歌唱技巧。

羊城晚报：在《追光吧》里学了那么多
技能，有没有计划发展一下除街舞之外的
事业？

韩宇：音乐吧。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去
练习一下声乐和表演。我计划做一首歌，
并做成MV。里面可能会有京剧、武术等
元素，当然也会有街舞，会把叶音、石帅、
经纬等找过来，做一首国风歌曲。我学表
演可不是为了演戏，但之前有一次聊天，
让我觉得表演是很重要的事，要去学习和
感受。

羊城晚报：如何平衡专业舞者和艺人
这两个身份？

韩宇：我觉得两者不矛盾。从《这！就
是街舞》以来我就一直在忙，接受许多不一
样的工作，比如让我在节目里唱歌，可以，
我去练；让我跟京剧老师合作，也可以，我
去练。每一次工作，我都愿意把它做好。
如果说改变的话，那就是有粉丝了，但我也
不会觉得不习惯。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但也愿意分享。比如我在生活中跟朋友吃
饭、在家光脚练舞等，也会拍个视频跟大家
分享。真实的我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羊城晚报：你没有太多偶像包袱。
韩宇：对。当然，我认为首先要想清楚

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希
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不只是把自己的舞
蹈跳好、或者变得多有名。我仍然是一名
街舞老师，教学的时候，我希望可以给孩子
们有一个三观上正确的引导。碰上疫情、
水灾等事件，我们街舞界也会自发地筹款
或者去帮忙。其实街舞界有很多人都在做
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大家都成长了吧，变得
更加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得到了关注，也
想去帮助更多人。

羊城晚报：春节快到了，今年打算怎么过？
韩宇：如果允许的话，我要找一个有海

的地方，跟家人、好友一起放空，换个地方
吃吃睡睡。我可能休息10天左右，然后就
要开始工作。2022年还是要忙教学，到不
同的城市授课。之后可能有一些当节目飞
行嘉宾或者编舞的工作。

录《追光吧》比《这！就是街舞》更累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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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书海

大学时光

我的作文得了个小奖。大
家都夸老妈有福气，问老妈是怎
么教育我的？

我下意识地看向老妈，发现
老妈温柔的笑容里有欣慰，有满
足，还有一丝丝骄傲：“我也觉得
我挺有福气的。”

咳，老妈一点都不谦虚。
我 知 道 ，我 做 得 并 不 是 很

好，离别人口中的优秀还差得远
呢。但即使这样，从小到大，还
是有很多人夸我，然后便羡慕老
妈命好，追着问教子之方。其实
我觉得，相对于网络上那些殚精
竭虑、“棒槌底下出孝子”、虎爸
虎妈似的教育，老妈对我的教育
基本上算是“溺爱”。

老妈从怀孕起就辞掉了工
作，全心全意养育我。但这养
育之恩可以说全部施用在我的
日常生活上。至于学习，按老
妈自己的话说，她一点都“不称
职”。

我幼时体弱多病，上幼儿园

基 本 上 是“ 三 天 打 鱼 ，两 天 晒
网”。那时老妈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是：“除了健康，什么都是浮
云。”小学四年级前，老妈从不给
我报校外辅导班，她也不亲自辅
导我。我做作业时，她只在旁边
写文章。写完作业，她检查一遍
后，告诉我错了几处，让我自己
找出来，自己更正。更正完，她
拿笔潇洒一挥，签下名字，然后
递给我一本课外书，说：“自个儿
看去，看完讲给我听。”

老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多吃读书
的苦，将来就少吃生活的苦。”也
不管我爱不爱听，听不听得懂。

其实老妈像天下所有父母
一样，也重视成绩。我每次考试
她都很紧张。考得好，她眉开眼
笑，摸着我的头，骄傲地说：“我
儿子真棒！”考得不好，她问我原
因，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然
后来一句：“你爸是学霸，你这做
儿子的有好的基因，应该也不会

差。老妈我静待花开。”
我不是很勤奋的那种孩子，

成绩自然比老爸当年要逊色，但
老妈一直对我抱有希望，坚信我
有花开灿烂的那一天。这让我压
力山大，情绪常在欢喜与惭愧中
起伏。好在我在文学特长上有点
老妈的影子，让老妈静待的那朵

“花”时不时先长出几片绿叶。
第一次发现我有这个特长的

时候，我刚上小学二年级。那天，
老妈检查作业，发现我写的一篇
童话《跑跑火车》很有意思，随手
投在《中国少年儿童》杂志上。想
不到，一个月后竟收到用稿通知，
可把老妈高兴坏了。从此，老妈
一发不可收拾，沉醉在“收割”我
作文的愉悦中不知归路。而我也
对文学渐渐有了兴趣，喜欢上这
种一手作业、一手诗词歌赋的曼
妙生活。特别是到年底，发现我
的文学之树上结了几百枚果实
时，我欢喜得都要跳起舞来。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从小

就立志当作家？”这叫
我怎么回答？我能说
我是被“逼”的吗？从
我睁开眼来到这个世
界 ，满 眼 都 是 书 。 书
柜、床头、茶几、窗台、
床底下，到处都是书。
家里藏的书已经够多
了，老妈还将家搬到了
新华书店旁，又到图书
馆办了借书卡。老妈
几乎所有闲暇时间都用
在看书上，这让我产生
了一种感觉——读书是
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情。不然，老
妈怎么时刻都在读书呢？带着好
奇与探索的心理，我也捧起一本
书，坐在吊椅上，渐渐沉迷。

老妈很欣慰，送了我厚厚一
本好词好句摘抄本，扉页上写着
五个字：“闲时多读书”。

老 妈 说 ，她 从 没 望 我 成
“龙”。她所期盼的，是我平安喜
乐，学业稳步上升，将来有一份

安稳的工作，有一个高雅、舒心
的爱好。所以，她对我的教育，
就像《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驼
子种树一样，顺应树木的天性，
将其土培实，让其树根舒展，然
后安静地走开，任其自由呼吸，
茁壮成长。

人人都夸老妈有福气，我想，
其实我才是最有福气的那个。

(指导老师 郭院救)

“三角包，三角包，包什么
馅？包木耳；三角包，三角包，包
什么馅？包豆角；三角包，三角
包，包什么馅？包凉薯……”

返校路上听到这奶声奶气
的童谣，我摸摸肚子，竟有些许
饿意。粉角就是三角包，是指用
粉皮折出有棱有角的形状，里面
内藏馅料，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包
子。这是一种当地小吃，街头小
摊上很常见。

循着童谣的声音，我迈步走
向路口，心里盘算着是否能找到
一间粉角店，吃上几个垫肚子。
路也不远，大步走过去，冬日的
暖阳下，我的后背竟渗出一层薄
汗。果真有家小店，没有显眼的
招牌，就在街边。店前地上坐着
两个小人，一边唱一边比划着小
手。店里只有三五张桌椅，做小
吃的炉灶就在一旁，一个女人正
在做着三角包。

进店就看到一张贴在墙上
的红底黑字的价格表。店的规
模不大，生意范围倒不小，除了
三角包，还有大肚糍、油茶、艾糍
……那女人看到有客人进来，忙
起身问：“要吃点什么？小伙
子。”“来一份三角包吧。”看着女
人手上还黏着做馅的菜叶，我
说，吃的就是这一口新鲜。

三角包不大，大口一点，一
口就能吃一个。包的馅料却很
丰富，春头的嫩韭、夏收的凉薯、
冬里的萝卜，都是些本土食材。
蘸上调制的酱料，细滑的粉皮、
咸鲜口的馅料，每一口都是舌尖
到胃腹的满足。

女人又戴上手套继续叠三
角包。一转一叠，馅在里，皮在
外，三角立马成了形。这种曾在

广府地区流行的小吃不知道什
么时候在贺江流域扎下根来，在
江水的浸润下，还得到了当地人
的认可。

突然就想起家乡的馅卷。
三角包的用料做法和馅卷有几
分相似，只不过是包馅的手法不
同，名称不一样罢了。儿时母亲
常做馅卷，但我随着年龄的增
长，在家的时间却在变短，母亲
做的馅卷的味道大多时候都已
落在了记忆深处。眼前的三角
包却把这记忆又挖了出来。

母亲每次做馅卷，都要起个
大早。不仅仅是为了食材新鲜，
也因为做馅卷的琐细人工要花
上许多时间。刚买回的蔬果外
皮上还未褪下晨露，鲜肉也还留
有余温，便开始清洗改刀，起锅
炒制。听到“滋啦”一声，油汽从
锅里扑出。热油快火，倒入准备
做馅的各种菜料，炒勺翻动，三
两下便调出了炙香。具体配料
倒并无定法，每家调的口味都有
自己的特点。总之，料、菜整合
就像老广口中的“和味”，百味
调，和味生。

母亲接着开始一卷一收地
包起馅料，在她手中，刚蒸好的
粉皮如同乖巧的孩子，美味的馅
卷呼之欲出。母亲细心拾掇好
馅卷，拌上调制过的酱油水，伴
着氤氲而上的热气，摆上了桌。
与眼前这一碟三角包有着同样
滑嫩的粉皮、同样美味的馅料，
但那碟馅卷里分明还多出了一
种专属于家的特殊味道。

作家笔下，柴米油盐中常能
感怀星辰大海，锅碗瓢盆中总能
吃出诗和远方。一间迎来送往
的街头小店，没有华丽的装潢，
没有精工的摆盘，或许手艺也比
不上酒楼的大厨子，却常常藏着
一座城市最特色鲜明的味道，最
是牵动食客的记忆。

当我面对着这一碟三角包
思绪翻飞，翻越山海，直奔家乡，
仿佛看到家中厨灶前飘出的锅
气中，母亲正在做着馅卷时，突
然，一道身影走向我：“给你一杯
豆浆。”原来是店里的女人端来
了赠送的饮品。

这个世界，似乎从来都是“双
城记”——有快马加鞭、声声催促
的压迫；也有心如止水、抽离喧嚣
的圣德。平凡如我们，在一个个
岔路口犹豫、徘徊，最终或将行入
闹市，或将遁入禅间。我该怎么
明晰，怎样抉择？

遇上《菜根谭》时，倒是明白
了其中的一些道理。

它说，弓满则断，水满而溢，
去寻生命之平衡。

寻忙闲之平衡——“身不宜
忙，而忙于闲暇中，亦可儆剔惰
气；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
亦可鼓畅天机。”寓忙于闲暇之
中，即身处繁忙中也要精神上放
松，这叫张弛有度。夸父追日，有
无人能及的力量、跳动的脉搏和
矢志不渝的雄心壮志，赋予了他
将自己拉成一张如满月的弓的资
本，可他一味地奔跑，一味地去触
摸遥不可及的远方，打破了生理
平衡，最终轰然倒下；一代枭雄曹
操，手握兵权驰骋战场，面对着硝
烟滚滚与不可捉摸的时局，依然

能够徜徉诗海，一享闲适。我们
在此可品读出劳碌与休憩的平
衡。在忙碌中自省，于闲暇中修
行，双脚踩踏在跷跷板两端，方能
站得稳当，踏歌而行。我们不应
当将忙与休抽离开来，而是将两
者相扣，于长长的绳索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平衡点，偶尔忙碌，常常
自省，才得安逸且踏实。

寻欲敛之平衡——“一场闲
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
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
夭。”

一场但求富贵的烧心烈火，
本身就是过度的欲望。老子说：

“欲望为心之本体，归到本真才为
智者。”所谓归到本真，便是收敛
自己追名逐利的贪婪，是在欲望
与至善中探求平衡。诚然，生命
与欲望是紧紧纠缠、共生共长的，
能利落地隔断欲望者是圣贤而非
凡人。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饱览
诗书、研读经诗，渴望入仕去实现
自己救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
负，但只有真正忠正守直之士在

面对结党营私时，方能始终挺直
腰杆不为权贵而折腰。这便是欲
望与收敛之间的平衡。适可而
止，不被欲望支配才是一种真正
的平衡，才能让适度的欲望推动
向善的齿轮。

寻心界之平衡——“操存要
有真宰，无真宰则遇事便倒，何以
植顶天立地之砥柱？应用要有圆
机，无圆机则触物有碍，何以成旋
乾转坤之经纶？”

操守与涉世并不矛盾。纪晓
岚曾道出“处事圆滑、内心中正、
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我们
或许在趋炎附势的环境中更需要
保持刚正不阿、安分守己，摒弃所
有党同伐异、华而不实的小心
思。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自诩清
高，而是始终怀揣初心，抓住涉世
与信念的平衡。仍旧是我们上下
五千年中涌现的文人墨客们，他
们不少都是在仕场上失意，在报
国无门的内心痛苦下，依然保持
着绝不低头谄媚于小人的姿态，
于是“倦却诗书上钓船”，怀揣着

满腔的热血去探求另一片天地。
当他们守得住英雄气概，在动乱
中稳住了阵脚，便也寻到了属于
他们内心的平衡。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
前，我们是快节奏中孕育的一代，
或许某一天、某一时刻，我们猛然
发现自己在学业上埋头苦干了许
久却最终一事无成，发现自己也
变得为了一句赞美便处处怀揣心
机，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终是与
初心背道而驰，这时，我们最需要
的恐怕就是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平
衡。那些让我们失去了平衡的天
平一头的巨石，可能只是些没有节
奏的努力，是一些过度在意的看
法，是为了融入一个本不属于自己
的圈子的挣扎，而这些重石也只有
靠自己的双手才可以一点点地搬
开，一寸寸地恢复天平的平衡。

要明白，过犹不及，物极必
反。安置于平衡，才能感受到生
命给予我们最大的馈赠。

（指 导 老 师 广 州 二 中 教 师
马蓝）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目
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稿件要求作
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
限，每篇不超过2000字。来稿请投
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
明“校园达人”投稿字样，内文中务
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学校名
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征稿

老妈 福气
□崔曙光 湖南省益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C84班

三角包
□罗皓天 广西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201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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