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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奥森公园有个90后京剧迷

仝十一妹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做不完的“红楼梦”

今年25岁的胡小宇是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园林工程部职工， 也是个纯粹
的90后。 然而， 当他装扮好了， 站在
京剧舞台上， 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老生。

“小时候一直在爷爷奶奶家住 ，
老跟着他们听京剧了。” 胡小宇说自己
那时候就开始喜欢京剧， 虽然听不懂
在唱什么， 但是看着演员的穿着打扮，
觉得很有意思。 只要电视台一播， 他
就会乖乖地坐下来观看。

上大学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
微博上看到了几个大学生组织的首都
高校京剧联盟， 集结了各个高校里喜
爱京剧的学生， 还组织了公演。 心想
着， 还没看到过同龄人演京剧， 胡小
宇便决定去看看。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全本的
《武家坡》， 演的很好， 然后我就去后
台找演员们聊天了 。 都是同龄人嘛 ，
一回生二回熟， 慢慢地就成了朋友。”
胡小宇笑着回忆说。

就是这次经历 ， 结实了一群热
爱京剧的朋友 ， 让他有勇气在学校
组织的演出中报名 ， 唱了一段 《武
家坡》 选段。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
扮相、 行头、 化妆……都不懂， 还好
有他们帮我。”

硬件上有朋友的帮忙， 软件上就
只能靠自己努力了， 他开始跟着胡琴
练唱。 “这和平时哼哼的感觉完全不

一样了， 调门特别高， 而且我还没掌
握技巧， 唱完一两段就声嘶力竭了。”
胡小宇说。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 虽然调门还
是没上去， 但是精心准备的演出还是
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 正是这次经历，
也让胡小宇彻底的爱上了京剧。

在这之后， 他常常跟着朋友们一
起到票房里跑龙套。 “就是简单的站
在后边， 也没什么词， 但是能近距离
看很多高水平的人在前边怎么演， 看
完了之后回家就自己琢磨。”

胡小宇说， 票房的人都知道， 像
他这样的学生喜欢京剧， 也喜欢上台，
给不给钱都无所谓， 所以也很乐于请
他们来跑龙套。 每个月票房大概有一
两次正式演出， 胡小宇都会参与其中。

龙套跑的时间长了， 就开始有人
看上他， 让他演一些配角。 第一个需
要 “张嘴” 的活儿是饰演 《四郎探母》
里的杨六郎， 虽然是个配角， 但也是
个仅次于主角的配角了。

听他一张嘴， 老师们觉得唱的不
错， 再加上扮相也不错， 逐渐的， 他
开始得到一些饰演主角的机会。 《四
郎探母》 中杨四郎、 《武家坡》 中的
薛平贵都给了他更好的展示机会。

“我觉得自己是属于站在台中间气
场不够， 但是站旁边富裕的那种。” 在
主角配角都尝过之后， 胡小宇说自己
还是喜欢演配角。 “中间的要是演的

不好，这一台戏就毁了。 但要是旁边角
色的演得不好没人说你， 演得好还有
人夸你。” 说到这儿， 胡小宇笑了笑。

最初上台时， 他不会画脸， 还需
要请老师， 或者让朋友帮忙画。 不仅
花钱多， 画得也不够理想。 从小学过
五年多国画的他， 开始琢磨着自己给
自己画。

他买来了油彩和画笔， 下班回家
后， 进屋就开始画， 画完用手机拍张
照片， 然后自己挑毛病， 研究如何能
画的更好。 一个月后， 他已经找到了
最适合自己的画法， 并且能够驾驭各
种角色。

在他看来， 学习京剧， 就是学习

传统文化的过程。 “每个戏都是一个
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在一个历史背景
下发生的。 你要演， 就要琢磨， 就要
研究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

在听过的众多戏中， 胡小宇说他
最喜欢的还是 《四郎探母》。 “每当演
到最后一折， 杨四郎终于回家了， 但
是又着急走， 跟家里人一个一个的嘱
咐 。 时间到了 ， 但还是舍不得走时 ，
那场景特别感人。”

通过京剧的演出， 胡小宇从原先
上台说话紧张， 变成了现在善于和人
交流， 并且拥有更广泛的人际交往圈。
“现在很放得开， 也更自信了。” 他笑
着说道。

繁忙的工作日过后， 人们迎来阳
光明媚的周末。 做一顿美食， 看一场
电影， 都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但对仝
十一妹来说， 在阳台上斜倚着靠枕
读几回 《红楼梦 》 ， 才不辜负这美
好时光。

仝十一妹， 河北人， 80后， 从小
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

“我出身农村， 村民家里连纸笔都
很少见 ， 唯一的书籍就是孩子课本 。
但我非常渴望书， 到人家串门， 就读
墙上的日历， 读老太太用旧报纸剪的
鞋样子上的字。” 仝十一妹说。

仝十一妹第一次读 《红楼梦》 是
在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家里， 那是10块
钱一套的盗版四大名著。 纸质非常粗
糙 ， 缺页漏页严重 ， 字比蚂蚁还小 ，
一部 《红楼梦》 印出来只有不到两厘
米厚。 书中到处是错讹， 目录中有一
页居然是 《西游记》 的， “宝玉” 很
多地方写成 “列宁主义玉”。

那是仝十一妹除了课本以外读到
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即使是那样劣质
的盗版书， 还是把她紧紧吸引住了。

“即使那时书中很多内容是不懂
的， 但你会感受到贾宝玉和林黛玉心

意相通的爱情， 你会为优美的诗赋辞
藻所打动， 你会为一个显赫大家族的
衰亡而感慨。”

上中学时， 《红楼梦》 中的文学
手法给了她极大的启发。 比如贾宝玉
的出场是怎样欲扬先抑， 王熙凤夸林
黛玉通身的气派是怎样一石三鸟。 至
于直接吸取书中的语言用到作文中就
更是数不胜数了。

后来仝十一妹考上了大学。 到了
大学， 她从红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做
学术的启发： 怎样解读出清代中期的
政治斗争 ？ 怎样探究曹雪芹的家世 ？
怎样推演原书的版本流传脉络？ ……
就像读推理小说一样， 仝十一妹享受
着思维的旅行。

用仝十一妹的话来说， 当她本硕
连读写了7年的学术论文以后， 终于正
视了自己的内心需求： 做学术需要科
学的态度、 理性的逻辑、 寂寞的钻研，
而她真正喜欢的是在人间烟火气中 ，
用带着主观感情的心灵去品味传统文
化。 于是她放弃了做学术之路， 硕士
毕业后， 来到一家通信国企做人力资
源管理。

平时的工作忙忙碌碌， 时间一久，

积累了太多的压力。 在繁杂的工作之
余， 如何为自己的心灵提供一片愉悦
的净土？ 仝十一妹在短暂的困惑之后，
又将目光投向了 《红楼梦》。

有一定工作经历后读 《红楼梦》，
与学生时代的感触又不同。 她从 《红
楼梦》 里不同人物的行为做派中看到
不同的智商情商， 联想到现实中的人
情世故。 她从贾母与王熙凤的领导方
式中， 联想到情境领导理论。 她在关
注现代女性身心健康的角度， 发现王
熙凤这个女强人由于过度耗损精力而
导致严重的妇科病， 毁了身体和事业。

“如贾府般的兴衰一直在现实中上
演， 一枯一荣， 一兴一衰， 是这个社
会最常见的规律 ， 看了书中的兴衰 ，

也让你在现实中更冷静， 更从容， 不
至于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己， 《红
楼梦》 是怎么读都读不完的， 它的魅
力是永恒的。”

如今仝十一妹不但是 《红楼梦 》
的资深粉丝， 而且用一支摇曳生姿的
妙笔， 写了多篇角度新颖的赏析文章
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 吸引了不少读
者驻足。 而她的业余生活， 也因为与
传统文化的结缘， 而丰富多彩起来。

行走在现代化的都市， 仝十一妹
在心里留了一方与古人对话的角落 ，
她说， 传统文化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时
空精华 ， 自有一种沉淀千年的魅力 ，
感受这种美可以让生命更有质感， 人
生更富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