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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师王文娟走了，我
许久许久缓不过神来……

与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
滴都仿佛发生在昨天。2016

年由史济华老师把我引见给
王文娟老师，不久便正式拜师
成了王文娟老师的弟子，这几
年我和老师走得很近很近，越
是走近越是被她的精神境界、
艺术造诣、人格魅力、气质修
养所感染，老师和我谈人生谈
艺术谈思想谈做人，还倾囊相
授我演绎了全本《红楼梦》中
的林黛玉。

老师是智者，她曾对我提
及林黛玉《咏白海棠》中的诗
句“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
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老师说，我
极喜欢这几句呢！细细思来，
老师不也正如一枝不趋荣利，
坚强高雅的梅花么！

■ 有老一辈艺术家的关怀， 女儿
楚楚如沐春风

■ “林黛玉”把我领进了潇湘馆，分
不清是真还是幻

■ 老师韵味十足唱起了评弹《杜十娘》

■ 作者和王文娟老师

“我曾经是一个兵”

“我是党员，我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要把为人民大众演好戏作为

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在和老师
的相处中我发现老师对参加过抗

美援朝这段经历特别珍视，她和几
个战友多次写信给中央首长，要求

组织上能够认定她们曾经是“一个
兵”的经历。我问老师“几十年来您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这么执着？”

老师说“因为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了
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它一直激励

着我以后人生的道路”，老师告诉
我“志愿军战士们在前线看了我们

演的《梁祝》后纷纷写决心书表示，
国家有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么

精湛的艺术，我们更要保卫好我们
的祖国。听到战士们这么说，我觉

得我们的戏演得真有意义啊！”优
秀的艺术能培根铸魂，给人们以精

神的洗礼和信念的力量。2018年 9

月在习主席亲自关怀下，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派代表特地到老师家中

看望慰问，并给老师送来了她们参
加志愿军在部队工作光荣经历的

证明。老师激动地接过了认定证
明，我看见老师眼睛里闪着泪光，

是啊，她终于实现了“曾经是一个
兵”的愿望。

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师的组织

观念深深扎根于心中，当老师了解
到有段时间在我的工作和学戏安

排上会有冲突的时候，她让我坚决
听从组织安排，并答应任何时候她

都可以教我，哪怕晚上都行。对我

工作编辑的刊物，老师每期必看，
并且读后还提问题：什么是长三角

一体化，社区党建有什么特色等
等，一方面她是学习了解时事政治

的新内容，另一方面她也是表达对
我工作的一种重视。作为一个老党

员，老师的党性观念很强，对什么
事可以暂时放一放，什么事必须亲

力亲为，心里非常清楚，也很坚持。
例如什么时候参加越剧院的政治

学习，什么时候向党组织交党费，
她在挂历上早早就作了标注。我曾

建议说，老师您年纪大了，党费可
以由单位组织部门派人上门收的。

但老师说“这个不行的，我是老党
员，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自己去，

正好也可以看看大家”。好几次我
搀着她上三楼交党费，想着老师 90

多岁了还时刻不忘自己党员身份，

看着她那坚毅的眼神，我会一阵阵
地感动，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

老艺术家对党发自内心的忠诚和
归属感。

常念恩师竺素娥
老师质朴善良有爱心，她对组

织忠诚，对朋友真诚，对同事姐妹

友爱，对学生弟子爱护，这是大家
的共同感受。但唯有一件事儿却鲜

为人知，那就是她不忘师恩，每年
清明时节都要去祭扫自己的老师

竺素娥。对竺素娥，老师一直怀有

感恩的心：“我读到小学三年级就
因为家境不好不再读书了，但我是

家里的老大，应该承担养家的责任。
竺素娥是我的表姐，也是我的老师，

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上海唱红了。为
了能够赚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

12岁时就是跟着她从家乡来到了
上海学戏，是她手把手地教会我学

戏的。所以，我不能忘记她。”
老师尊师敬师、不忘师恩的美

德深深打动了我、教育了我，最近
几年我也一起陪着年迈的老师去

陵园祭拜竺素娥师祖。我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仿佛跟随老师

穿越到很久以前的时空。2019年我
们陪老师去扫墓时正巧遇见了竺

素娥的女儿，她对我说：“听我阿姨
说你正在跟着她学戏，你太幸福

了，你要跟她好好学，我阿姨不论
是唱腔还是身段武功都是最棒的，

特别是她的《红楼梦》。”越剧是需
要传承的，正因为老师不忘师恩、

传承并前行，所以她才能创造这么
多的辉煌。这种尊师爱师的传统美

德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口传心授演黛玉
前几年苏州大众红韵戏社邀

我出演全本《红楼梦》饰林黛玉一

角。征得老师同意后我欣然接受。
《红楼梦》是老师的代表作，能跟着

宗师学演林黛玉那是我梦寐以求
的诗与远方啊！如果说前面学演的

折子戏是热身的话，那么整场红楼

梦的学演，则是老师赐给我的一场
幸福的体验。整本《红楼梦》从黛玉

进府、共读西厢、不肖种种、闭门
羹、葬花到傻丫头泄密、焚稿等，老

师一场一场戏帮我过。每一场戏老
师都用心用情给我讲故事背景、讲

林黛玉的心理活动。
教学中老师说“我对你要求要

严格一点”。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
严是爱啊！老师越是严格我越能学

到艺术的真谛！记得排练《焚稿》那
场戏时，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在老

师的启发引导下，我很快入戏，悲
伤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然老师在

肯定我的同时又进一步要求：“蕾
梦你的感情出来了这个很好，但力

度还不够，你要想当林黛玉唱到
‘这府中谁是我知冷知热亲’的时

候她是多么地失望，整个贾府上下

有没有对我好的？

没有！”所以这个
时候黛玉不光流

的是泪，在她心里

“流的是血啊！”“片言之赐，皆事

师也”。经老师点拨，揣摩林黛玉绝
望又孤傲的内心，我对人物的感受

又更深了一层，我的情绪由悲伤转
入悲愤、心痛、绝望……演戏必须

进入人物的内心去感同身受，老师
的“台上演戏要复杂一点、精益求

精”是至理名言啊！

2020年 9月，住在病房里的老
师和我通电话说“蕾梦啊，我今天

午睡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教你
《红楼梦 ·焚稿》，教着教着便哭醒

了。”我听了被深深震撼到了，老师
在梦里居然都这么用心用情。现在

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想起她的
每一句教诲、每一个动作，我的泪

水就禁不住往下流。

师徒同游大观园
为了我参加《红楼梦》的演出，

老师主动帮我联系戏服的定做，并

对颜色的挑选、尺寸的修订都一一
把关。对林黛玉的妆容，老师也亲

自指导试妆。老师还千叮咛万嘱
咐，去演出千万注意不能着凉，否

则会影响嗓子发挥。为此老师特地

送我棉衣，嘱咐在后台一定得披上
不能着凉。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对

我来说就像定海神针，她给了我温
暖和力量，使我有了勇气和底气。

在老师教授我《红楼梦》的时
段里，我和老师一起走进了青浦大

观园，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感知人
物。因为怕游客认出来，老师一直

戴着墨镜，但是老师的气场很大，
不时会有游客盯上我们或跟着我

们。我和老师边游园边谈红楼梦谈
林黛玉。谈起林黛玉，老师赋予她

极大的爱怜、理解和欣赏。老师读
了很多与《红楼梦》相关的作品，她

对林黛玉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研
究得很深入，她是用自己学习的知

识和感悟去塑造林黛玉的形象，而
这个人物被老师演绎得如此精准、

经典，其实这就是一种创造。老师
是智者，她对林黛玉的研究之深之

透令我惊叹。她还非常熟悉林黛玉
的诗，那天老师提及林黛玉《咏白

海棠》中的诗句：“半卷湘帘半掩
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

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老师说，

“侬想想看，这诗把海棠花描述得
多么形象，多么拟人化啊！我也极

喜欢这几句呢！”

未能实现的愿望
到了耄耋之年，老师在学习方

面仍保持着“年轻态”，依旧保持了

一颗童心和好奇心，对各种新领域
新知识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正因

为这样她突破了自己，能够沉下来
把各种知识作为她艺术的养料。在

老师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什么是“我

要学”，什么是“活到老学到老”。
老师关注的学习内容很广泛，

看书看报看杂志，还喜欢历史、地
理、书画等等，当知道我先生比较

通晓历史地理，她像觅到了宝一样

高兴，他们经常一起谈天说地，论

古道今，乐在其中。平时只要有空，
老师每周一次都会去文广局老干

部俱乐部学习绘画。大家都称道老
师笔下“功力深”，画的梅花、兰花、

牡丹、荷花、菊花、仙桃、竹子等都
生动鲜活，还获得了不少奖项。老

师最后一次参加绘画班活动是

2020年春节前的总结会，记得那天
老师带头发言说“我觉得艺术是相

通的，只是品种不同，学画就像学唱
戏一样，都先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我

的天资不够聪明，在学戏方面我很
注意平时下苦功夫。现在学画也是，

也要下苦功夫才行。”老师举一反三
地说，“有了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去

创新去发展。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
件来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并争取把它

做得更好。比如徐玉兰大姐的声音
很高亢，但是我的声音是中音区，那

怎么同频去表现激动的地方呢？我
就从唱腔的快和慢上着手，使情绪

节奏都能适应都能跟上。”老师的发
言赢得一片掌声。大家说，王老师这

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刻苦学习，自我
加压，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真值得

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老师说戏曲也好艺术也好都

是相通的，作为越剧大师她对其他
它剧种也很感兴趣，她注意吸收各

个剧种的优势特点，灵活运用到越
剧的唱腔中来。老师非常喜欢蒋月

泉先生唱的“蒋调”，碰巧我爸爸也

喜善“蒋调”，他特地把搁了几十年
未用的琵琶拿出来，和老师一起切

磋“蒋调”特点。两位老人一弹一
唱，非常快乐。

90后关怀 90后。老师不仅关
怀我，还非常关怀我的女儿王天

楚———一个 90 后年轻的导演、编
剧、制片人。2017年 6月，楚楚改编

并导演的舞台剧《第 8号当铺》要
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演，老师得知

后便说，“年轻人创业不容易的，特
别是楚楚又做编剧又当导演，这个

剧我要去看的。”当我们送票给她
时，不料老师已经亲自到剧场售票

处去购了票，并且邀请王小鹰老师
等多个朋友一起去。这让我们太意

外太感动了。当楚楚谢幕时报出两
位老师名字，全场观众自发起身报

以热烈的掌声。
2020 年老师住院后也一直很

关心我，几乎每次通话或视频老
师都要跟我说“我出院后要教你

《孟丽君》哦”。2021年春节前一天
也就是大年夜，我去医院陪伴老

师并给老师洗脚，在我的心里老

师就像妈妈一样亲，那天老师很
虚弱话有点少，但她一直慈祥地

默默地看着我。最后一次见老师
是 6 月 27 日，见老师状况不好我

心里极其难受，我摸着老师的手，
感受着她身体的温度，我好希望

她能挺过来，可是……
老师，您不是答应我要出院后

要再要教我《孟丽君》的吗？无限伤
痛笼罩着我。我走近了老师，老师走

进了我的心里。与老师相处，什么是
真诚、善良和美丽，什么是单纯、纯

洁和纯粹，老师都给了我答案。
我爱我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