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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配》是我国第一部黄梅戏曲艺

术片， 这部经典影片 1956 年上映后，曾

在海内外引起极大轰动。 影片中“树上的

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展笑颜……”的优

美唱段甜醉了亿万观众，银幕上从天宫飘

飘荡荡下凡来的七位仙女，令几代观众难

以忘怀。

今年，电影《天仙配》亮相银幕整整

60 周年，今年 4 月 8 日，是主演《天仙配》

的严凤英逝世 48 周年纪念日。 那么你是

否想知道时隔 60 年后，当年银幕上青春

靓丽的七位仙女今在何方呢？

丁俊美与时白林比翼双飞

如今，电影《天仙配》中七位仙女的扮

演者有 5位离开了人间，她们是：大姐王少

梅、二姐潘璟琍、三姐潘霞云、五姐江明安、

七妹严凤英。 七位“仙女”中现有两位姐妹

健在，她俩是：四姐丁俊美、六姐张萍。

丁俊美与张萍的艺术人生有许多相

同之处。 其一、她俩于 1953 年同年进入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其二、她们都曾倾情

培育过许多黄梅戏新秀；其三、她们的丈

夫在不同时期都对《天仙配》等黄梅戏剧

目的音乐创作做出重要贡献。

著名黄梅戏演员丁俊美出生于安庆

市黄梅戏曲世家， 她的外祖父丁永泉，是

德高望重的黄梅戏前辈艺人、严凤英的恩

师， 母亲丁翠霞是演艺精湛的黄梅戏名

角，舅舅丁紫臣曾在电影《天仙配》中扮演

“土地公公”。 据丁俊美回忆：“在抗战时

期， 父亲惨遭日寇杀害后，母

亲怀抱不足一周岁的我住在

外祖父家。我从 11岁那年起，

就跟着外祖父学唱黄梅戏。 ”

�1953 年，成为安徽省黄

梅戏剧团演员的丁俊美，虚心

地向王少舫、薛寒梅夫妇学习

身段与表演技巧。自从在舞台

上演活了《春香传》中机灵乖

巧的丫环香丹， 她在黄梅戏曲界崭露头

角。 此后相继在《女驸马》、《打金枝》、《杨

门女将》 等 40 多部剧目中扮演过公主、

金枝、佘太君等角色。

�1957 年 7 月，黄梅戏《天仙配》在全

国热映期间，丁俊美与《天仙配》作曲之

一、著名戏曲音乐家时白林喜结良缘。 许

多年来，他们美好的爱情生活始终与黄梅

戏艺术紧密相连，丁俊美帮助时白林熟悉

更多的黄梅戏唱腔，时白林帮助丁俊美学

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和乐理知识。由时白林

撰写的我国首部黄梅戏音乐理论专著《黄

梅戏音乐概论》， 作为国庆 40 周年献礼

书目出版后，颇受国内外音乐界与戏剧界

的关注。 这部戏曲名著的问世，也得益于

丁俊美在繁忙的授课之余，潜心收集了许

多宝贵的黄梅戏曲谱与音乐资料。

马兰、吴琼、吴亚玲、袁玫、杨俊被誉

为黄梅艺苑的“五朵金花”。 然而，她们同

班学艺时的主课教师，就是曾担任安徽省

艺术学院高级讲师的丁俊美。 丁俊美任

教 30 余年来， 凭借长期积累的舞台表演

经验，并借鉴京剧的教学方式，独创了一

整套新式教学大纲，为黄梅戏曲界培养出

许多栋梁之材。 丁俊美非常爱才，因此对

于马兰离开黄梅戏舞台， 她感到非常惋

惜。 她说：“马兰很有才华，培养这样的好

演员非常不容易！ ”

人老爱忆旧。 如今，丁俊美时常会想

起当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演电影《天仙

配》的经历，非常怀念严凤英、王少舫、潘

璟琍等已离开人间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张萍与潘汉明的“天仙之配”

著名黄梅戏演员张萍，是黄梅戏一代

宗师严凤英的弟子。 她不仅经常与师傅

严凤英同台演戏，在彩色戏曲影片《槐荫

记》和黄梅戏音乐电视剧《春》与《秋》中，

都有过出色表演，而且，中央电视台拍摄

专题片《严凤英》曾邀请她担任艺术顾问，

专题片拍摄期间，她对严凤英扮演者郭宵

珍进行过精心辅导。

张萍与黄梅戏的情缘相当深厚。 当

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开台的“第一槌锣”

敲响时，她主演的黄梅戏小喜剧《游春》，

深受观众喜爱。 此后，她在恩师严凤英的

精心培育下，演技更加娴熟，在《西厢记》、

《红楼梦》等传统剧目中扮演的崔莺莺、紫

鹃等古代佳丽，以及在《江姐》、《于无声

处》等现代剧目中塑造的巾帼形象，都曾

在舞台上放射过夺目的光彩。

如今，张萍对师傅严凤英的为人为艺

记忆犹新。 作为严凤英的嫡传弟子，恩师

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她的眼前。 “师

傅严凤英就像亲姐姐，她在艺术与生活方

面对我的关心都无微不至。 ”

1955 年上海春季音乐会举办期间，

严凤英与著名歌唱家周晓燕、任桂珍同台

演出这段珍贵往事，令张萍非常难忘。 张

萍记得，当时严凤英与王少舫在舞台上演

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台下观众听得相当

入迷，演唱结束后，台下掌声雷动，许多人

高呼“黄梅戏太好听了，请再唱一段！ ” 张

萍说：“演出当天， 我就坐在观众席上，亲

眼见到上海观众对严凤英、王少舫，对黄

梅戏《天仙配》如此喜爱，心情特别激动！”

《天仙配》 的爱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无

数的观众，也深深打动了演员自己。 张萍

与潘汉明喜结连理， 也堪称是“天仙之

配”。当电影《天仙配》上映后，追求张萍的

人很多，但是，她却对来自舒城农村，家境

贫寒的潘汉明产生爱慕之情。潘汉明是著

名黄梅戏音乐家、《天仙配》的早期作曲者

之一，张萍对潘汉明的艺术天赋和忠厚为

人都非常敬佩。 他们婚后相亲相爱，在黄

梅戏曲界各显才华。 去年 5 月 1 日潘汉

明逝世后，张萍对他非常怀念。

当年，电影《天仙配》自所以能在海内

外产生极大反响，张萍认为除了主角严凤

英与王少舫功不可没， 影片导演石挥、黄

梅戏导演乔志良与影片作曲者时白林都

贡献很大。“《天仙配》拍摄期间，导演石挥

将我们的艺术视野开拓了，让我们的艺术

境界提高了。黄梅戏导演乔志良为七位仙

女的表演增添了身段之美和舞蹈之美。作

曲家时白林让《天仙配》的唱腔更优雅、更

出彩了。 ”

张萍与许多爱戏如命的黄梅戏老演

员一样， 在告别舞台前甘为人梯培育新

秀。 上世纪 80 年代初，马兰、吴琼、陈小

芳等学员被选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后，在

赴北京与香港演出之前，导演乔志良与张

萍等老演员曾对她们进行强化培训，张萍

将自己长期积累的表演经验毫无保留地

进行传授。 后来，张萍曾多次与马兰同台

演出。在黄梅戏《龙女》中，马兰演龙女，张

萍演龙母；在黄梅戏《女驸马》中，马兰演

冯素珍，张萍演继母娘。因此，对于马兰离

开黄梅戏舞台，张萍也感到非常惋惜。

如今张萍已是 78 岁的老人，虽然她

已不再参与演出和教学活动，但是对黄梅

戏艺术的发展非常关注。她衷心希望黄梅

艺苑枝繁叶茂， 多出好剧目、 多出好人

才！

记者 汤雅洪

“黄灿灿的油菜花，湾湾的河水，荡着桨的游船……真是

太美了！ ”最近，上海游客李明山夫妇在兴化饱览了千垛菜花

景区， 又观看了兴化市大地蓝公司生产的风景桑蚕被印染过

程， 禁不住发出如此赞叹。 李明山夫妇在大地蓝公司选购了

8100 多元的系列桑蚕丝风景丝巾，和一床印有千垛菜花风景

的桑蚕被。 他们要把千垛菜花风景丝巾馈赠给朋友，让更多的

人领略到兴化的生态风景。

让游客把兴化美景带回家， 是兴化市大地蓝绢纺有限公

司董事长戴香莲的好创意。 据戴香莲介绍，去年 3 月初，兴化

市菜花旅游节筹备工作启动时， 她从菜花视频宣传片中找到

了灵感， 决定把菜花风景印到丝巾上。 这样既能宣传兴化风

光，又能使“大地蓝”系列产品借助生态旅游的东风销得更旺。

为此，大地蓝公司通过兴化摄影协会相助，将征集到的 5 幅最

美油菜花海图片作为样本，批量生产千垛菜花风景丝巾。 该创

意产品至去年年底累计销售 6 万条。 今年两个月内，千垛菜花

风景丝巾订单就突破 6 万条，是去年全年销量的总和。

戴香莲认为，菜花风景丝巾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

傍了千垛“最美油菜花海”的美名。 戴香莲的目光看的很远，她

说：“明年，我们还将开发万亩荷塘、板桥竹林等风景桑蚕丝产

品，让大地蓝桑蚕产品满载着地方文化销得更多更远。 ”

顾日升 胡建

最近有细心的观众发现，江苏卫视热播剧《爱的阶梯》好

像还有“原版”。 经过查询与比对，《爱的阶梯》与台湾电视剧

《天地有情》中的人物设定和一些剧情竟然都有相似之处。《天

地有情》很长，共计有 165 集，于 2003 年在台湾播出，又于

2007 年在央视八套播出。 有观众反映，虽然从集数来看，《爱

的阶梯》没有《天地有情》这么多，但是，主要角色和剧情还是

与《天地有情》有许多的相同。 譬如，《爱的阶梯》中张皓天、陈

秋妍、宋子杨、宋子涵这些主角都能在《天地有情》中对上号。

不仅如此，还有观众发现，这两部电视剧在小桥段、小细

节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最明显的相同之处是：在《爱的阶梯》

中，宋子涵使尽阴谋诡计，终于与张皓天迈入婚姻殿堂。 但是

在婚礼上，张皓天的母亲孙惠芳却爆出惊天秘密：张皓天是宋

天成的亲生儿子，是未婚妻宋子涵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然而，

令人感到滑稽有趣的是，这段非常离奇的事在台湾电视剧《天

地有情》中竟然也有据可循。 在《天地有情》中，老总女儿江清

霞对黄天霖一见倾心，处心积虑设计与黄天霖成亲。 但是在婚

礼当天，黄天霖的母亲来到现场，当众揭开黄天霖的身世，告

诉大家：“黄天霖是江胜煌的亲生儿子， 黄天霖与江清霞是同

父异母的亲兄妹！ ”

对于《爱的阶梯》与《天地有情》从剧情到细节有许多方面

近乎一致，有观众调侃地趣说：“尽管如此相同，但是这两部电

视剧都帮助剧中人寻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妹， 这两部电视

剧的编导都在‘助人为乐’。 ”

江鸿

能够将集报爱好与重大历史事件

紧密联系，并且不断有意外发现和新的

收获，是朱军华感到最开心的事。

朱军华是高邮市的集报名人。在江

苏集报界，他收藏与研究“抗战报”时间

很久、成果很多。 目前，他搜集到的与

“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西安事

变”“新四军解放高邮”等与抗战历史相

关的老报纸，都非常珍贵。 为让珍藏的

老报纸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朱军华

正忙于筹办“纪念建党 95 周年”“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等主题的集报

展，并且正在与当地相关部门商谈共同

筹办“苏中抗战老报馆”。

最近， 朱军华忙中抽闲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道：“我迷恋集报至今已有 26

年，刚开始见报就收，没有明确集报的主

题。 后来以搜集‘抗战报’为主，在茫茫

‘报海’中不断追寻着抗战的足迹。 ”朱军

华发现的第一份抗战报纸是由叶飞将军

任社长的《江潮报》，这份珍贵的老报纸

是从贵州发现的。 后来经过许多年的奔

波，朱军华搜集到的抗战报纸越来越多。

有一件事对朱军华启发很大，那是

2000 年 11 月 17 日，《扬州日报》报道

他酷爱收藏报纸的故事， 在这篇报道

中，着重介绍他搜集重庆版的《新华日

报》、抗战时期的《江潮报》等老报纸。令

朱军华意想不到的是，当地有几位党史

与军史研究者通过报社和他取得联系，

想请他提供此类的老报纸，作为研究党

史与军史的资料。这件事让朱军华更加

认识到老报纸的重要价值， 从此以后，

他对搜集与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关

的早期老报纸激情更高。

在朱军华珍藏的抗战报纸中， 既有

“东北抗日”“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

“皖南事变”“百团大战”等反映重要战役

的老报纸，又有“南京沦陷”“日本投降”

等反映侵华日军从疯狂到投降的老报

纸。其中他搜集到的报道日本投降的《大

公报》、1939年 8月 13日《新华日报》战

时太南版创刊号、报道卢沟桥事变的《辛

报》等抗战报纸被评为“中国集报精品”。

当抗战老报纸收藏的越来越多，朱

军华想到了要筹办集报展，让更多的人

从中了解抗战历史。 于是从 2010 年

起，他经常举办集报展，而且每一次办

展都有核心主题。2010 年 11 月 19 日，

他在高邮职教中心举办“新四军解放高

邮城 65 周年纪念封发行暨抗战专题报

纸展”；2011 年 6 月 20 日，他与报友戎

同在高邮大剧院举办“纪念建党 90 周

年红色报纸展览”； 2015 年 8 月 15

日， 他以 36 份重量级的反映中国抗战

历程的抗战报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扬州市集藏品巡回展”。

让朱军华感到开心地是，每次展出

抗战老报纸，都产生很大的反响。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他在高邮举办“抗战专

题报纸展”时，向高邮市档案馆捐赠了

最早刊登新四军解放高邮的华中版《新

华日报》。 这份报纸对于研究高邮的抗

战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份

华中版《新华日报》刊登了新四军解放

高邮的重要新闻，还登上了央视“焦点

访谈”节目。

去年，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中

国报业协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抗

战老报纸收藏展”，朱军华搜集的 80 多

件抗战报入选参展。展览举办期间的一

天下午，有 3 位日本早稻田大学女子学

院的女学生也来到展厅参观。 当时，朱

军华向她们重点介绍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当天出版的有日本天皇签署投降

诏书全文的一份日本报纸，和 1948 年

11 月 13 日， 有东京大审判（东条、松

井、广田等七被告被判处绞刑）内容的

《每日新闻》报。三位日本女生不仅仔细

地观看，而且还轻声地交谈。 朱军华认

为，让日本的年轻人从老报纸中了解中

国抗战历史，了解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

罪行，使此次展览更加有意义。

随着收藏抗战报纸种类不断增多，

朱军华还萌发了出书的念头。经过中国

报业协会和江苏省报友联谊会的大力

支持， 以及专家与报友的鼎力相助，去

年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前夕， 朱军

华编著的《老报纸记录的抗战》正式出

版，这本书凝聚着朱军华多年来搜集抗

战报纸的心血，成为全国第一部大型抗

战老报纸图集。

记者 汤雅洪

两位“仙女”与音乐家的

电影《天仙配》中七位仙女的精彩剧照

张 萍

为 南 京 戏

迷演唱《天

仙 配 》 选

段。

汤雅洪 摄

本文作者与时白林、丁俊美夫妇合影

走进美丽乡村

萌发诗情画意

———江苏诗协春华诗社赴浦口永宁采风收获多

“知青故里”“徐

姚

老街”与“水墨大埝”，就像璀璨的珍珠，串成了

南京浦口永宁一道靓丽的乡村旅游风景线。 为实地感受江北新区开发

的崭新面貌，走进美丽乡村激发诗书画创作灵感，江苏诗词协会春华诗

社近日特地举办赴浦口永宁乡村旅游景区采风活动。

当参加采风活动的诗人与书画家置身于绿水青山，呼吸山间清新的空

气，闻听林中清脆的鸟语，观赏清丽的田园风光，都感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

中。在采风的队伍中有些人曾经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因此，在“知青故里”参

观时，当他们看到非常熟悉的农具和当年的生活用品，以及搭建的知青小

屋和乡村供销社，顿时勾起了对峥嵘岁月的回忆。 当他们听到“知青故里”

中传出委婉动听的《知青之歌》，都情不自禁地伴随着歌声哼唱起来。

走进永宁街道侯冲村

姚

徐湾的“徐

姚

老街”，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又

是另一番景色。在这条仿古老街的街道两旁，既有古床馆、算盘馆、地契

馆、婚庆馆、老匾联馆、小人书馆、木艺花雕馆，还有老电影海报馆、老将

军书画馆等各具特色的文物展馆。由于每个馆展出的藏品都历史悠久，

特色鲜明， 而且平时都难得一见， 诗人与书画家们纷纷对展品进行拍

照，发到微信上让亲友们欣赏。

位于老山脚下的“水墨大埝”，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水更清、花

更艳、景更美，景区内既有锁龙桥、蝴蝶谷、渔乐苑、乡村湿地、自行车体

验馆，也有川流不息的九曲水街，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在景区内交相辉

映。当诗人们漫步林中小道，诗兴大发；书画家们观鸟语花香，听山泉叮

咚作响，个个激发出创作灵感。

在“水墨大埝”景区现场创作时，江苏省诗协春华诗社常务副社长

舒贵生挥毫写出他对该景区的赞美“生态家园千顷绿 和谐岁月满堂

红”。 诗人赵怀民也激情澎湃，赋诗一首“桃花杨柳碧纷纭，烟雨清风正

诱人。水墨生香盈大埝，诗书画韵注精神。 ”书画家们在挥毫泼墨中，尽

情抒发对浦口永宁美丽乡村的喜爱与迷恋。画家苏丽描绘的写意牡丹，

祝福“水墨大埝”景区的人气更加兴旺。 指书指画名家崔黎娟现场展演

指上功夫，令众人感到惊讶。她以指为笔，沾墨点彩，非常娴熟地画出春

梅、夏荷等一幅幅花鸟画佳作，祝愿“水墨大埝”四季皆美。

南京大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海对春华诗社走进乡村送

文化、赠墨宝非常感激。 他表示，这些艺术作品将在“水墨大埝”书画院

进行展出，并且将在“水墨大埝”村史馆永久珍藏。

此次采风活动令诗人与书画家们流连忘返。 他们留下了赞美浦口

永宁美丽乡村的一幅幅作品，带走了对乡村美景一段段美好的记忆。

江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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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90

后

女孩姬玉婷和男

朋友何涛举办的

婚礼非常奇特 ，

他们将来到全国

56

个 民 族 的 景

区体验乡风民俗

与拍摄结婚照 。

为实现这一美好

心愿， 他们于去

年

9

月

25

日启

程， 开始了为期

一年的婚礼 ，准

备以徒步和搭车

的 方 式 走 访

56

个民族， 双方穿

上民族传统服装

拍摄

56

套民族

特色的结婚照。

何闻

朱军华：在“报海”中追寻抗战足迹

朱军华在《老报纸记录的抗战》首发式上讲话

她让游客

把兴化美景带回家

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导

都在“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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