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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底，19 岁
的谭清怡进入广东粤剧
院工作。刚到粤剧院，谭
清怡就赶上了单位的年
度考核，要准备一出戏。
她一筹莫展时，粤剧院的
资深导演梁从风走到她
身边：“推荐你演《红梅记
之鬼怨》，我来教你！”谭
清怡回忆这段学戏经历，
满心感动：“80岁的梁老
师已退休多年，但那两个
月，他每天早上九点半在
排练场等我，练到中午十
二点，下午又从两点半陪
我练到五点。他从最基
础的走圆场开始教起，亲
自示范、抠细节。除了教
我，他还教了七八个戏，
工作量可想而知。”

“他让我们演戏‘存
于内、形于外’，演每场
戏都要注入情感，要走
心。他还告诉我们‘不
得就失’，要把握住每次
出场的机会，不论是主
演，还是配角，哪怕是龙
套，都要认真对待。”梁
从风的话，让谭清怡铭
记至今。晚辈们常问他
为何坚持回排练场无偿
教 学 生 ，他 简 单 回 答 ：

“希望你们快点成长。”
梁从风常跟晚辈说：“我
不想把我的知识都带进
棺材。”所以，粤剧院的
晚辈但凡遇到学戏路上
的“疑难杂症”，总会参
考梁从风的意见。

除了感恩梁从风的指

导，谭清怡也十分感谢其
他老师：“关青、梁淑卿、何
瑞流，以及曾小敏院长都
在不同领域给了我指导，
帮助我迅速成长。粤剧界
前辈对晚辈们都是无私
奉献，特别纯粹。”谭清怡
记得，为了感谢梁从风
的帮助，她想送对方
一盒茶叶，却被当
面斥责：“你的艺
术之路还没建
好，别送我这
些 ，我 都 是
自 愿 教 你
的 。 等 你
真 正 成 角
儿了，再请
我吃饭，我
才安心。”

机会很快找上了门。谭
清怡接到了第一部长剧《红丝

错》，饰演章榴花一角。
谭清怡说：“榴花
天真活泼、大胆

冲动，我的性
格却有些沉稳
内向，怎么演
都不可爱。导
演批评我后，
我一度焦虑到
在 排 练 场
哭 。”广 东 粤

剧院院长曾小敏看过
谭清怡的表演后，对她
说：“我以前演过这个

戏，我来教你好不好？”曾小
敏帮谭清怡抠细节，在外演
出也不忘叮嘱谭清怡练习。
谭清怡说：“曾院长喊我唱
一段，我唱完后，她就马上
录了那个唱段的视频发给
我，让我先模仿，再深化角
色 ，相 当 于 手 把 手 教 我 演
戏。”最终，谭清怡顺利完成
了《红丝错》的演出，突破了

自己，也拓宽了戏路。
此后，曾小敏就很关注谭

清怡的成长。谭清怡选择《红
梅记之鬼怨》参加 2021 年广
东粤剧院中青年演艺大赛。
要知道，曾小敏 20 年前第一
次参赛演的也是《鬼怨》。听
闻消息后，曾小敏找出当年自
己演出的视频供谭清怡参考，
还让服装老师到仓库找出自
己20年前的戏服。这次比赛，
谭清怡不负期待，拿了银奖。

去年年底，谭清怡主演长
剧《拜月记》。谭清怡说：“这
部戏在粤剧舞台上已经很多
年没人演过了，没有任何录像
资料作参考。当时，导演一手
一脚排出了一部全新的戏。”
这个时候还得靠前辈出马指
导。谭清怡说：“曾院长到排
练场亲自教我们，连关青老师
也专程从清远赶过来教我分
析人物和唱腔。”青春靓丽的
主演阵容，演绎乱世中的感人
爱情故事，吸引了大批年轻戏
迷观演。

过去，不少粤剧演员要从龙套、配角摸爬
滚打多年，才能走到聚光灯下，成为角儿；如
今，一些实力新人早早在粤剧界崭露头角。
他们怀着对“戏”的热爱走进粤剧艺术，为粤
剧“守正”的同时，也拥抱粤剧与各行业的跨
界融合，不断“创新”。

广东粤剧院的新生代花旦、青衣谭清怡，
今年才22岁，就已在《拾筝》《打金枝》《平贵
回窑》《活捉张三郎》《白蛇传·游湖》《鹊桥会》
《搜书院》《红丝错》《南唐李后主》《拜月记》等
剧目中担任主演及重要角色，未来可期。如
她这样的粤剧新秀能给粤剧带来什么？近
日，谭清怡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谭清怡出生在一个和粤剧颇有渊
源的家庭。家里从外婆那代开始唱
粤剧，母亲周小菊是深圳市粤剧粤曲
协会副会长，舅舅、弟弟都曾是粤剧
演员。谭清怡说：“我在妈妈肚子里
的时候，她还在登台演戏。”谭清怡从
小听戏，每年庙会请来剧团演出，她
总是忠实戏迷，“沉浸其中，能目不转
睛看一整晚”。儿时，谭清怡印象最
深的一出戏是《唐伯虎点秋香》：“那
场戏可谓全家出动，我妈演秋香，最
小的阿姨演唐伯虎。”

母亲是谭清怡的启蒙老师，但只
教她练唱。谭清怡九岁时参加了四
洲杯省港澳粤曲大赛青少年组，夺得
新人奖第一名。中学时，她加入学校
京剧队。初中二年级，朋友告诉她广
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在招生，当时文
化课成绩不错的谭清怡决定“弃文从
艺”：“家人也告诫我，学粤剧会很艰
辛，但我很坚定。”

这条路一开始的确难走。谭清怡
说：“当时我已经快15岁了，腰腿比较
硬，下腰、倒立等基本功要练很长时
间，要更努力才能跟上同龄人的步
伐。”一年后，谭清怡适应了节奏：“我
喜欢粤剧，练功时身体的苦就不算什
么了。”

谭清怡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参加大
型演出是在 2017 年。谭清怡的班级
在广东粤剧院展演，17岁的谭清怡演
《活捉张三郎》，没想到表演时出了意
外，“我要单脚站到倾斜的凳子上，但
没站上去，摔了下来。这是我的‘社
死’名场面。当时台下坐的都是名
家、学校领导、家人。我听到了场下
观众的嘘声”。演出后，粤剧院的梁
均强导演专程到后台找到沮丧的她
并鼓励道：“你很有潜力！好好努
力。”在谭清怡看来，潜力就是对舞台
的掌控力，是天赋。她说：“可能从小
耳濡目染，一些旋律印在脑子里，我
学得特别快，而且也唱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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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新生代崛起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作为年轻一代粤剧人，谭
清怡也希望通过更多平台向
大众传达对粤剧文化的理解
与传承。不过，她目前只是零
散地在社交网络发些唱歌、配
音、演出的动态。谭清怡坦
言：“年轻戏迷希望我多发一
些练功视频或日常动态，但我
还是想再找找与戏迷交流的
新方式。我有点‘社恐’，虽然
喜欢登台演出、有表演欲，但

不太喜欢上镜，尤其是
直播，可能由于不熟悉

这种形式，在自我
介绍以及与观众聊

天等环节会紧
张。”在与年轻
戏迷交流时，
谭清怡总是不
忘鼓励观众走
进戏院看线下
演出：“身临其
境的感受，会
让大家对粤剧

文化的理解更加立体。”
最近几年，广东粤剧院不

断进行粤剧的跨界融合：与网
游融合，制作粤剧《决战天策
府》；推出国内首部4K粤剧电
影《白蛇传·情》；粤剧演员与
流行歌手合作演唱歌曲等。
谭清怡说：“我当时坐在观众
席看《决战天策府》，很多年轻
人穿着汉服，还有长者专程来
看。”谭清怡喜欢唱歌，也希望
能有机会同流行歌手合作，甚
至表演音乐剧。她认为粤剧
演员没有局限性：“之前有些
老旧的观念认为，如果你唱粤
剧，就不要唱流行歌或其他剧
种，这样会打乱你的唱法，但
我不认同，希望多点尝试！”

谭清怡还发现，许多外国
人也喜欢看粤剧，英语不错的
她有一个想法：“希望能把英
语用起来，做一些普及视频，
让更多外国人加入戏迷行列，
将粤剧文化传遍世界。”

戏路拓宽，曾小敏手把手教戏

跨界融合，希望多点尝试

正式入行，屡获名家指点

家学渊源，备受粤剧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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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作文

（本栏目与广州市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联合主办）

启明星稳稳地挂在已经
泛着鱼肚白的半空中，凌晨五
点的村庄寂静无声。一辆卡
车缓缓驶入农田菜畦旁的土
路，停在一块菜地边。

一位老农，身着褐色旧
衫，脚穿沾满泥巴的水靴，从
地里迎了过来。他娴熟地端
起一箱箱自种的蔬菜往车上
放。不一会儿，他额头上就渗
出了豆大的汗珠，时不时还有
几滴流入眼睛，他只能用沾着
泥的线手套的背面抹两下，弄
得整个脸黑一道、灰一道的，
活像一只老花猫。然而，他的
嘴角始终微微扬起，看得出，
他很高兴。

这老农是我爷爷在农村
老家的邻居，村里人都叫他老
王。这一箱箱菜，是他拿来捐
给灾区的。

老王是村里的外姓人，没
啥亲戚，孩子都在外面打工。
他平日里不太爱说话，每天天
一亮便到地里干活，干到很晚
才回家睡觉。不过，别以为老
王是个老实巴交、不与人争斗
的人。有一次陈伯的儿子路
过老王家荔枝园时偷摘了些
荔枝，被老王发现，他二话不
说，直接拽着那小子的衣领气

势汹汹地到陈伯家“兴师问
罪”，定要陈伯赔偿损失。村
里人觉得老王小气。这里基
本家家种荔枝，拿邻家几颗不
算什么，只有老王“小题大
做”。老王也不合群，从来不
爱收拾“门面”。村里大部分
人都盖了新房，老王却始终住
在那间破败的红砖房中。因
此，村民又叫他“王老抠”。

最 近“ 王 老 抠 ”名 声 大
噪。因为武汉疫情爆发，政府
号召农民群众捐赠蔬菜，支援
灾区。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王老抠”居然捐出了自己地
里所有的蔬菜，还预捐了今年
果园所有的荔枝、龙眼。县里
电视台赶来采访，老王就一下
子成了“名人”。

村里人议论纷纷。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这天我也顶着
启明星的微光，来到老王的菜
地想一探究竟。老王见到我
挺惊讶，我连忙说：“王爷爷，
我来帮您搬菜。”老王愣了下，
随即眯着眼笑道：“无事不起
早。”我只能尴尬地笑。

搬菜的时候，我若无其事
地问：“王爷爷，您为什么这么
积极捐菜，而且还捐那么多？”

“我好像也没捐多少啊。

国家有需要，就出份力呗。”
我说：“您是不是有子女

在武汉？”
“哪有的事？我老婆孩子

都在广州。”老王突然抬高了
嗓音，“你非要打听的话，我告
诉你，就四个字——‘精忠报
国’。咱比不上岳飞，但国家
有事，我们出点力是本分。我
子女都大了，自己能挣钱，我
又不用攒棺材本，捐菜就是尽
份心。”

我的心不知道被什么顶
了一下，突然热浪翻滚。我很
想说几句赞扬的话，可话到嘴
边，突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且为自己的小心思而惭愧。
我抬头望了望启明星，忽然
想，这就是“爱国”精神啊。这
种精神会把普通的中国人变
成“勇敢者”。中国历史上其
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并
没有青史留名，或许在生活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国家
有难时，他们总能听从内心的
召唤，“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
归”。就像启明星一样，白天
看不见，但每到傍晚或黎明时
分，总能见到它光芒夺目的存
在。

(指导老师 邓耀华)

清明节前夕，父子二人网
上祭祖时，突然诗兴大发。

父亲已中年，稳健不惑，
而我正青春年少，一个感叹
青春已逝，一个正想要致敬
青春。于是父亲决定总结一
下自己22年建功立业的军旅

生涯，激励我这个风华正
茂、恰需沐雨经霜的少

年，嘱我千万要珍重
无价青春——

《江城子·致青春》
魏子川

人生短短几茫茫，听霜
降，望穹苍。烟火人间，落日
或凄凉。岁月历历露锋芒，
瞰光阴，图自强。

今有鸿儒伴身旁，青丝
长，读书郎。而立之年，大千
社会闯。再似飞鸿踏雪上，
各天涯，执一方。

《江城子·致逝去的青春》
魏英喆

十年寒窗不觉苦，圣贤
书，无旁骛。一朝题名，携笔
从戎处。瀚海扬波守中枢，
松花江，兴凯湖。

闻子填词传尺素，恰风
华，霜可沐。流光易逝，唯价
值永驻。山河锦绣春正浓，
与君行，花满路。

思想闪光和篇幅集中，是令
作文提升的两个重要路径。

这个话题本就是一个颇具
社会性以及多方延伸性的热门
话题。如何让男孩像男孩，女孩
像女孩，在承认性别差异前提
下，又如何避免标签化。应该
说，戴同学的文章准确阐述出了
个人的想法，文字流畅，层次清
楚，思路明晰，属于中学生的优
秀文章。

但若苛求，可建议戴同学对
媒体观点简单介绍后，立刻切入
个人见解阐述。力求摆脱原有
观点的语言表述，力争在个人生

命体验以及举例方面，呈现亮眼
词句，以便突出个人观点的深刻
与独到。

一篇文章如果对媒体观点交
代过多，就很难再有篇幅来阐释
个人看法。我以为好的文章应该
尽量少去重复交代，而是尽力使
其成为自己观点叙述的跳板。重
头戏应在你的个人阐释，其篇幅
至少占全文的2/3以上。因此，
最优化的结构布局，是集中篇幅
全力呈现个人的思想光芒，这是
我对此文提升的期望所在。

（广 州 岭 南 文 化 研 究 会 会
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捐 菜
□陈炳昌 广州市第16中学高一(4)班

教育，
以健全人格为根本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
文。

青少年性别教育等相关话
题总能引人关注。最近，一方面
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通知，要求广
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在
节目演员和嘉宾选用上严格把
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注重性别差异化教育”，让“男
孩更像男孩，女孩更像女孩”；深
圳市某学校也开展“性别教育”
课，提出“让男孩更勇敢、更绅
士，让女孩更柔美、更淑女”。

对于以上事件，有网友拍手
叫好，认为男性阴柔之风盛行，
会让男孩子失去男子气概，不再
具有尚武精神，国家、学校的引
导、教育很有必要；也有网友表
示质疑，认为这些举措暗含对性
别的刻板印象，教育不应给性别
贴上标签……

对于青少年性别教育你有
怎样的感悟与思考？请结合材
料内容及立意写篇文章。

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
确定立意；文体不限；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800字。

杜绝“娘炮”，注重性别差异
化教育，让男孩更勇敢、女孩更
柔美，这些加强青少年性别教育
的举措，或许是正当其时的正向
引导，或许也体现了刻板僵化的
性别歧视。但在我看来，我们青
少年所需要的性别教育，应是既
要教会学生尊重性别差异，同时
也要追求人格健全。

性别教育，首先应是尊重男
女性别差异、性别平等的教育。

当下，不少男性明星偶像以
矫揉造作、哗众取宠的姿态出现
在公众面前，大众对其冠之以“娘
炮”一词。可既然是想表达对这
些男性的蔑视，为什么要用女性
化的名称？什么时候女性成了浓
妆艳抹“作大妖”的形象代表？用

“娘炮”来形容这些男性，明显体
现出对女性的偏见和污名化。

但当某些网友因广电总局
通知要求“杜绝‘娘炮’等畸形审

美”而批其性别歧视时，我们也
应看到，广电总局此举本质上却
是正视男女性别在生理、心理上
的 整 体 性 差 异 ，力 图 规 避 一 种

“病弱”“娇气”“扮丑”的心理与
审美，杜绝部分男性因自身的不
良行为影响到女性形象，希望为
尚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们提供一
个健康良好的网络视听平台，其
出发点恰是对男女性别平等的
尊重。因此反对“娘炮”文化，是
对男性形象的保护，亦是对女性
形象的一次正名。

另一方面，性别教育，还是
应积极寻找男女优秀共性，引导
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全国人
大代表的建议与深圳某中学开
展“性别教育”课的实践，其实是
体现、强化了差异，忽视了男女
的共性。我们应当知道，美好的
品质不分男女。而性别教育课
将“勇敢”送给男性，“柔美”赠予

女性，不仅可能会造成学生对性
别认知的偏颇，更可能限制了学
生对自己天性的发展。试想一
位热爱运动的活泼女生一直被
告诉要“文雅”，内心多少会有些
失落吧？一位文静内敛的男生
被告知一定要“勇猛”，多少也会
有些无措吧？我想，性别教育所
体现的差异更多应是在生理上，
而非品德上。生理差异无法改
变，学生都应了解并接受；但是

“勇敢”“温柔”“谦和”“体贴”“勤
劳”等品质，本无男女之分，教育
就不应将其限制在性别的框架
之内。只有尊重生理差异，寻找
男女优秀共性，才能更好地帮助
学生健全自我人格。

让学生在学习男女性别特
征的过程中，学会接纳自己、理
解他人，尊重性别差异，健全自
我人格，这才是性别教育最好的
样子。

这道作文题本是要求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的一次时事演讲。对
于性别教育以及相关的性别问
题，青春期的孩子很敏感，也有很
多感触，课堂上大家讨论得很热
烈，争论了一节课依然意犹未
尽。戴皓贻同学的这篇文章，从
尊重性别生理差异谈到寻找优秀
共性、健全心理人格，由表及里，
明确地表达出她心目中青春期性
别教育应该有的样子，体现出了
思考的全面与客观。

文章紧扣材料内容，对材料
中所提到的各种现象逐一分析，

有赞有弹，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同样使用反问句式，论述“娘

炮”一词所暗含的对女性的偏见意
识时，所用批评语气强烈，明显流
露出自己的反对态度；而论述中学
性别教育课对性别的刻板认知时，
却是以温和委婉的假设表达自己
的不认同。同一句式在不同语境
下的合理准确运用，体现出作者对
语言与情感的有力把控。

但或许是目前性别教育课程
开展得还不够广泛，文章缺少事
例引证，内容也略显单一。

（广州二中教师 曾光）

青春
写生

尊重性别差异，也追求人格健全
□戴皓贻 广州二中高二（16）班

教师点评

【学生作文】

父子和诗致青春
□魏子川 广州中学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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