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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
我家院子种了两棵树，一

棵是香椿，另一棵是臭椿。两
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奇迹般相
遇在我家的小院里。

香椿，犹如一位温文尔雅
的谦谦君子，静静地伫立在小
院的一角。几场春雨后，一阵
南风吹过，春雷唤醒了香椿储
藏了一个冬天的嫩芽，星星点
点探出枝头。刚发的香椿芽是
一簇簇的，细小红嫩，摸上去
有点粘手，其独特的气味也随
着清冽的春意一丝丝在院子
弥漫开来。香椿通常和吃联系
在一起，没吃过香椿，不能叫
过了春天。

在我国，食用香椿芽的习
俗非常悠久，据说汉朝时就在
全国流行食用香椿芽了，并且
在当时它还是非常稀有的野
菜。香椿曾与荔枝一样作为贡
品上贡，古诗称其“嚼之竞日
香齿牙”。正是因为香椿芽具
有浓郁的芳香气味，吃起来非
常美味，所以它也被称为“树
上蔬菜”，而这也是它得名香
椿的原因。

香椿是宫廷贡品，明代李
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菜
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
屠本畯在《野菜笺》记载：“（香
椿）嚼之竞日香齿牙。”在香椿
树还没发芽的时候，家人就提
前准备好竹竿，准备去摘取那
惦记了一年的香椿幼芽。采摘
香椿要将刚刚萌发的嫩芽从
芽基整个掰下，同时要留少量
芽苔，以便分生叶片。香椿的
吃 法 很 多 ，常 见 的 有 凉 拌 香
椿、香椿炒鸡蛋、香椿炒肉、油
炸椿芽鱼、香椿拌鸡丝、香椿
拌豆腐等等。在农村，烹食香
椿不需要高超的厨艺，也不需
要复杂的调料，烧热大铁锅，
配上少许油盐，就能炒出一道
春天的时令菜。无论哪一种吃

法，都能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滋味。吃香椿要赶
早，一旦过了谷雨，香椿嫩芽不复，入口索然无
味，俗话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
质”，就是这个道理。

臭椿，犹如一位狂放不羁的翩翩游侠，肆
意地生长在小院的另一侧。臭椿是农村的常见
树种，《诗经·小雅·我行其野》记载：“我行其
野，蔽芾其樗。”诗歌描写一名妇女独自在郊外
荒凉的道路上行走，路旁点缀着几棵樗树，樗
树就是臭椿。臭椿树干高大，顶着一头浓浓的
阔大树冠，像魁梧男子的浓浓头发，郁郁葱葱，
简直就是伟岸的美男子。吉祥之鸟喜鹊最喜欢
在臭椿树上做窝，在乡下，老远看到高树上的
喜鹊窝，就知道那是臭椿树。臭椿的幼芽幼叶
呈亮紫红色，柠檬黄色的花絮，微风轻拂，哗哗
作响。

对于香椿与臭椿，不少人都会以为这是两
种同样的植物，只是品种不同而已。其实，它们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

香椿是楝科香椿属多年生木本植物，这种
植物在我国分布范围很广，从华北、华东、中
部、南部，到西南部各省区都有分布，既有野生
的，也有栽培的，目前基本上以种植为主。臭椿
虽然和香椿仅一字之差，但完全是沾了香椿的
光，因为臭椿树只是长得像香椿树而已。臭椿
是苦木科臭椿属落叶乔木，也是原产自我国的
一种树木。

臭椿这种树木的特点在于，它长得像香椿
树，如果只看外观确实非常相似。古时名为

“樗”的臭椿树与香椿树的好名声相比，简直就
是“无用之材”，被古人认定为“樗（臭椿）栎庸
材”，连白居易也说“知我无材老樗否，一枝不
损尽天年”。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臭椿走出国门后，迅
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非
常好听的英文名字“Tree of heaven”，意为

“天堂树”，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园林风景树
种。然而，好景不长。臭椿的种子繁殖能力过于
强大，可以轻松地扩散到周围的区域，同时也
可能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冲突，所以在一些
国家和地区，臭椿被划定为入侵物种，成为了
不被欢迎的生态入侵者……

香椿臭椿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很多人还真辨
别不出。不过，臭椿一直名声都不算太好。臭椿的
叶片粗糙而坚硬，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
古人将其列入“不才之木”。《庄子·逍遥游》言：“其
大木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
立之途，匠者不顾。”意思是臭椿枝干肿大弯曲，
不能用墨线取直，小枝卷曲不能用规尺测量。长
在路边，大而无当，连木匠都不看它一眼。

不过，别看“臭椿”这个名字不怎么样，却是
绿色生态建设中的先驱。臭椿树生长迅猛，对环
境条件的适应能力强、易于繁育，且病虫害相对
较少，尤其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依然能够茁
壮成长。鉴于臭椿这些特性，我国西北部的黄土
丘陵区和石质山区大规模引种臭椿，将其作为
改良土壤结构、有效防止水土流失的重要树种。
此外，臭椿还展现出对抗多种有害气体的强大
抵抗力，诸如二氧化硫、氯气以及氟化氢等工业
废气，它都能有效地吸收并净化，成为美化城市
环境、提升空气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小院的角落里，香椿与臭椿静静地生长
着。它们彼此或许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但它们却
共同构成了这个小院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个
春天里，香椿与臭椿的相遇，让我对生命有了更
深入的思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需
要学会欣赏和接纳不同的存在，理解生命的多
样性和包容性，无论是香椿还是臭椿，它们独特
的存在方式，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庄子在《庄子·逍遥游》里说：“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椿树具有蓬勃
的生命力，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在努力地
生长着，为这个世界增添着一份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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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传奇九相思”，这是人们对
传奇——戏剧文学脚本的概括。其实，
即便是言情，也有高下之分。借男欢女
爱讲王朝兴衰，假两情相悦演道德觉
醒，才堪称佳作。古往今来的戏剧多以
女性为主角，其间自然有票房的考量，
但真正展现艺术感染力的，终究是内
心强大的女性形象。她们竭尽全力，破
除束缚在身上的种种枷锁，为了活出
最好的自己，彰显了中国传统戏剧对
女性命运和情感的高度关注。

自然，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的道德
觉醒，戏剧赋予不同的个性，而一个
感受到生命可贵的女人，总是争取自
己内心的独立。哪怕身陷困境，饱尝
艰辛，始终都不忘自己属于自己，而
不是别人的附属，永远要争取自己应
得的权利。

《白兔记》，元代南戏代表作品。
五代十国、战乱岁月，牧马人刘知远
入赘李家为婿，妻子李三娘以聪明的
眼光、善良的秉性和坚韧的意志，关
爱着这位一时失意的丈夫。当李三娘
的父亲一去世，刘知远立即遭到李家
兄嫂的煎逼，被逼投军出走。从此李
三娘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不愿改嫁，
受到非人的遭遇。分娩之夜，三娘孤
身在磨房咬断脐带，产下爱子。狠心
的兄嫂趁她昏迷之时，将婴儿扔进鱼
塘，幸亏被窦公暗中救起。三娘含泪
给孩子取名“咬脐郎”，又将知远留下
的玉兔信物，挂在孩子身上，托窦公
千里送子，寻找在军旅中的丈夫……

李三娘，显然是一个处于社会底
层的妇女形象。她善良、坚强，不嫌贫
爱富，心怀真挚的爱情。在父死夫离
之后，偏偏又受到兄嫂用两头尖的水
桶、钻眼水缸百般虐待，跌入了痛苦
的深渊。原本家境富庶的她，沦落为
吃尽千辛万苦的女奴，成天“挨磨到
四更，挑水到黄昏”，受到非人的待
遇，然而仍矢志不二，苦苦等待丈夫
的归来。

《白兔记·养子》一折，将李三娘
的悲惨命运推向了极致。李三娘怀胎
十月将足，行走艰难。一日在磨房里
推磨，她忽然觉得腹中阵阵疼痛，可
是凶恶的嫂子不仅不让她歇息，还罚
她磨麦到天明。就在这天夜间，李三
娘在磨房里生下儿子。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恶嫂居然连一把剪刀都不肯
借，李三娘只得用牙齿咬断脐带。

数百年来，磨房咬脐的情节随着
《白兔记·养子》的演出家喻户晓，自
然成韵的曲牌唱词尤其脍炙人口，是
很多戏曲爱好者的挚爱曲目。

人，总是依恋过往，又渴望未来。
在有理想、有期盼的日子，真挚的爱
情足以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李三娘热

切地盼望丈夫归来，一家团聚，这成
为她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坚韧活下
去的原始动力。她将丈夫留下的玉兔
信物挂在孩儿身上，托人千里送子，
送出了莫大的期望。独自以无限的毅
力忍受折磨，硬是坚持了十六年。终
于，等到了日夜渴盼的那一天……

在男女不平等的旧时代，无数在
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乡村妇女，都
把李三娘作为自己的偶像，给予极大
的同情，也寄托自己追求幸福的希望。
也许正是如此，头戴黑水纱包头、身穿
黑褶子、腰束白裙的李三娘形象，具有
典型的悲剧精神，长期以来，一直赢得
众多观众的共鸣。尽管在今天的人们
看来，她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是盲目
而又被动的，她的坚韧近乎偏执。

与李三娘的不知法律与正义为
何物相比，窦娥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
神显得十分珍贵。在戏曲大家关汉卿
的笔下，《窦娥冤·斩娥》一折尤其扣
人心弦。

张驴儿父子强迫蔡婆与窦娥招

他父子入赘，遭到了窦娥的坚决反
抗。为了与窦娥成婚，张驴儿试图毒
死蔡婆，但毒药倾倒在羊肚汤里，把
张驴儿的老子毒死了。张驴儿以“药
死公公”为名告到官府，贪官桃杌横
加迫害，判窦娥死罪。“莫来由犯王
法，不堤防遭刑宪。”在凄凉哀怨的唱
腔中，窦娥被刽子手带上舞台。披枷
带锁的扮相，踉踉跄跄的步伐，呼天
抢地的哭嚎，一下子将观众带入了悲
怆的氛围中。

在戏剧家的笔下，窦娥看清了那
个时代“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
不冤哉”的社会真相。临刑前，她无奈
地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主宰
万物的天地，本该使社会清明，公正
无私，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蒙冤受
屈 ，是 非 不 分 ，曲 直 不 明 。“ 天 地
也！……”一声感叹，蕴含着窦娥无限
的怨激、委屈、抗争。

刑场上婆媳相见，这段催人泪下
的情节，不仅渲染了窦娥的冤和怨，
更叙述了窦娥三岁丧母，七岁送到蔡

家为媳，盼母母不在，盼父父不归，最
后落得断头而死的悲惨命运。她向蔡
婆请求，看在婆媳情分上，能去祭奠
一下自己的坟墓。她忍受了命运的无
数次打击，原指望能和婆婆相依为
命，过安稳的日子。然而，即使是这种
最起码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但窦
娥并不因此认命，她在临刑时提出了
三桩誓愿，坚信自己的死一定会“感
天动地”，以奇迹的方式显示出来。

“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
头落，一腔热血……都飞在白练上
者”“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
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我窦
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
州亢旱三年”。

艺术作品惯常用夸张的手法表
现极致的主题。血溅白练、六月飞雪，
终究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
带来极大的感情冲击。鲜红的血，象
征着窦娥珍贵的生命；白练与飞雪，
则是窦娥清白无辜的象征，也意味着
她的冤屈终将昭雪于天下。这三桩誓
愿，既是属于窦娥的道德觉醒，也是
属于像她那样勤劳善良，身处社会底
层，难免遭受冤屈，时常渴盼得到法
律保护的普通老百姓的理想。若非精
诚所至，怎么可能在盛夏六月漫天飞
雪？此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都达到
了顶点。正义感在悲剧中蕴含的震撼
力久久不能消失……

才子佳人的爱情，是中国戏曲屡
试不爽的题材。《紫钗记》是明代戏剧
家汤显祖创作的戏剧剧本，根据唐代
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改编，堪称汤氏

“临川四梦”第一梦。《紫钗记》描写元
宵节之夜，游学长安的李益与两个友
人一起去街上观灯，霍小玉和母亲、
丫环也来观灯。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
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
李益捡到，于是两人得以邂逅。霍小
玉听说过李益的诗才名声，此刻更是
一见钟情。她要求归还玉钗，李益却
说让媒人来再送还。第二天，鲍四娘
手持紫玉钗，受李益之托前去说亲，
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情深意笃的夫妻却不得不
面临分别。殿试发榜，李益考中状元。
权贵卢太尉打算从士子中选婿招赘，
李益不愿意去卢府，因而得罪了卢太
尉。刚刚回长安与霍小玉相聚的李
益，被命令即刻去边关刘节镇处任参
军，彼此只得在灞桥泣别。《折柳阳
关》一折充满了细腻的情感美和凄凉
的离别愁。

霍小玉遇到德才兼备的郎君，完
全被爱情陶醉了。然而，新婚燕尔就要
别离，此去又是西出玉门关，到一个无
比荒凉的地方，不知何时能相见，这让

她无限惆怅。她忍不住感慨：“这灞桥
是销魂桥也！”李益唱一曲《北点绛
唇》，虽然有“逞军容出塞荣华，这其间
有喝不倒的灞陵桥接着阳关路”这样
抒发豪情壮志的句子，但要征战沙场，
生死难以卜知，折一根柔软的柳枝与
痴情妻子告别，终究是“旌旗日暖散春
寒，酒湿胡沙泪不干”。

汤显祖是擅长于写“情痴”的。
《折柳阳关》中，霍小玉的唱词多是痴
情的演绎，她的心里只有爱人，不管
李益准备怎样决战沙场。正因为如
此，后来霍小玉为了寻找李益的下
落，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典当爱情的
信物——紫钗，才顺理成章。

霍 小 玉 明 白 ，丈 夫 是 深 爱 自 己
的，也并非轻薄之徒。然而有一点她
很清醒，李益的才貌名声，值得很多
人倾慕。他这一去，必定会有很多的
变数。何况，正因为不答应权贵择婿，
他才被迫离开长安。她唯一能做的，
是以忠贞不渝的爱情支持李益，不为
权贵所屈服。她比李益想得透彻：送
别是为了重逢，放手是为了信守。遭
遇过命运打击的爱情，才愈加值得珍
惜。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永远不把
爱情视作人生富贵的砝码，而是清醒
地认识到，纯真才是爱情的灵魂。

霍小玉比为了爱情敢于牺牲生
命的杜丽娘更加理性，比以情色离间
吕布、董卓的貂蝉更有道德操守。

戏曲中的女性，生命觉醒的赞歌
陈益

“我死的那天你会是70岁，那天还
会有几个刮了胡子的男人搂着你的
腰？”这是话剧《丽南山的美人》中，七
旬母亲对 40岁女儿发出的诅咒。不幸
似乎被她言中。她死了。女儿莫琳孤独
地坐上她的摇椅，听着收音机里为母
亲70岁生日点的歌。

《丽南山的美人》由爱尔兰当代
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编剧，2024年 4
月，在北京老舍剧场开启新一轮演
出 。该 剧 讲 述 了 20 世 纪 下 半 期（约
1989 年）发生在爱尔兰小山镇的一起

“剩女”弑母案。舞台开场即充斥着任
性、专横、怪诞，及别具“审丑”式的酣
畅，又不乏黑色幽默，凛冽、张扬，甚
至颠覆的气息。

20世纪，“丑”已成为非理性的审
美理想的重要标志。审丑可以是一场
深沉的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恰似夜
巡之光，扣人心弦。审丑的尽头未必是
审恶，然而未经审恶的审丑是残缺的。

该剧问世近 30年，剧内剧外关于
历史和现实环境下，故事所蕴含的审
美走向，可以有多角度深入的探讨。

1.
丽南山小镇以风景优美著称。20

世纪 60年代末之前，爱尔兰对外经济
和政治关系均严重依赖英国，人们外出
打工成为常态。这是一段独属于爱尔兰
的历史，它对那里人们的影响广袤无
边。丽南山的美人莫琳 20岁时赴英国
打工，应该正赶上这段黎明前的黑暗。

莫琳失败返乡，并不被母亲甚至
自己所接纳。两人日常交锋随时爆发，
内容间接透露出社会秩序的溃败不
堪。舞台布景泛出生活质感，地面褶
皱，仿佛某种肌理磨砺殆尽。正所谓姹
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母女美
如并蒂花，相薄互残，何苦来哉？直到

佩托出现向莫琳示爱，“丑”之扩张一
触即发。

打工时，莫琳被人辱骂是爱尔兰
的“蠢猪”。曾经，在英国，爱尔兰人常
被讥讽肮脏、蠢笨、道德低下。《世界文
学》第409期刊发题为《何为家？何以为
家？》访谈录，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一代
移民如何迫切地想要融入当地社会，
二代移民则更看重反思“家”的含义。

“我在英国从来没有‘安定’下
来。”英国黑人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

（1958-）谈道：“我的父母在成长过程
中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英国地理一
直都是卑躬屈膝的；在某种程度上，他
们相信，前往英国其实是回到另一个

‘家’。这个‘家’就是殖民中心。”他的
母亲并非劳工出身，尽管养尊处优，一
样遭受着“形式粗暴的偏见和歧视”。
在剧中，表面看，为使莫琳给自己养
老，母亲将莫琳打工时曾被关进疯人
院的秘密抖落了出来，使敏感的莫琳

几度崩溃。
她，她们，丽南山的美人到底经历

了什么？移居英国的爱尔兰文学大师、
素有“爱尔兰契诃夫”之称的威廉·特
雷弗曾表示：“你得离开爱尔兰，才能
真正地理解它。”

2.
当莫琳蜷缩墙角质疑自己的美，

也是对于信仰及个体身份的哀恸和寻
索，是对自己配不配被爱之卑微的羞
耻在作祟。我们说，美固然常常表现为
自由的形象，丑则更具否定、批判、召
唤之力量感。美学中，有时审丑更加透
入骨髓。

随着莫琳的精神裂变，舞台上下噪
声嗡嗡，有意令观众不适、被动煎熬于
灼目灯光下。一个活生生的、令人窒息
的“黑色田园”美学意象跃然交织，精神
危机在集体动感中得以显现。七旬母亲
应是40岁莫琳法律上的“看管人”。莫琳
被母亲从精神病院领回来，当然也可能
被随时送进去。母女关系日益杂糅仇
恨，“炼狱”般的精神“酷刑”岂容儿戏？
根据美国影星弗兰西丝·法默母女真实
故事改编的电影《弗兰西丝》，对类似关
系有过惨烈的刻画。

正如黑格尔所说，丑总是一种扭
曲。剧中最致命的一击，当数母亲竟将
佩托召唤女儿奔赴幸福的来信付之
一炬！为此，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舞
台上高举的火钳，洗碗池里的“猫尿”
味，绳球乱飞，丧服包裹下主人无所
遁形……直至四壁悬置，丑作为审美
对象，在不断涌动的畸形与扭曲平衡
里携手观众激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沉
浸式审美体验。

正因为此，演出正式开始前，母亲
的饰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温丽
琴提前上场入戏，孤独徘徊；当莫琳手

持花束，与张乃天饰演的佩托在台前
踢踏欢笑；当饰演莫琳的演员徐岑子
谢幕刹那舞蹈闪回，皆令人动容，颇具
代入感，化解了一切的不美。

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主人公在
剧中的毁灭就是赎罪。然而，我们应当
看到，殖民的苦难，加之性别歧视，女
性如何承受着双重的欺压。事实上，直
到 1995年 11月，爱尔兰才通过解除禁
止离婚的法律。2018年，爱尔兰公投推
翻了长达 35年的堕胎禁令，此前堕胎
或被判 14年徒刑。试想剧中这位爱尔
兰母亲当年生育三个女儿，她有过怎
样的境遇？该剧问世近30年，剧内剧外
关于历史和现实环境下，故事所蕴含
的“前世今生”及审美走向，诸如缺席
的丈夫、经济状况、童年经历、打工遭
遇等，都可以让观剧者从多角度进行
更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3.
母女关系扭曲，在由张爱玲作品

改编的许鞍华、王安忆、焦媛版同名话
剧《金锁记》中亦可见一斑。《金锁记》
描写小商户家的女子曹七巧嫁到姜家
后，心智逐渐疯魔异化的历程。她一生
的不幸竟要别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
债，人性的扭曲是多么地触目惊心。
2024年2月，该剧再次上演。

曹七巧的丈夫是残疾人，然而种
种“丑”境更多地来自她的内心与别处
之不谐。怨恨日增，她以“复仇”为生存
方式，一丑俱丑，一损俱损。在剧中，这
位寡母身着一身黑，给女儿长安及童
先生办订婚宴。席间没少骂人，更有意
离间女儿的爱情。“她再抽两筒就下来
了。”她向童先生透露，长安生下来先
天不足，下地就给她喷烟。后来因为病
也就抽上了，戒戒抽抽好多年了。她
说：“我供得起，童先生，你放心。我的

姑娘，我供得起这癖好。”在这样的讲
述下，最终长安不得不将戒指退还给
童先生。

曹七巧也曾是美人。自问青春时，
手镯连条帕子都塞不进去，何以余生
骨瘦如柴，手镯往上能推到腋下？话剧
下半场，她将房屋出租给人办学堂，答
案或在读书声里……

审丑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关注其
中积极的形态和趋向。《丽南山的美
人》英 文 剧 名 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e，直译“美人”有“选美皇
后”或曰“一枝花”意蕴。剧中母亲热衷
新闻，盼着外嫁女儿为她点歌，而莫琳
闲时也会翻书，其积极生活之热忱并
未泯灭。正如佩托在给莫琳的信中写
道：“我过去觉得你是最美的美人，而
现在依然是。”

2024 年春，《三联生活周刊》曾发
起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征稿活动。有
论文统计了2000年后母女关系主题的
华语电影，共约50部，其中过半由女导
演拍摄。

中国导演杨荔钠近十年来拍摄完
成了她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

《妈妈！》。她认为，一对微小的母女就
能建构起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体系。如
果母亲无法摆脱腐朽的人际关系和家
长制的束缚，就会成为“暴君”。

无论西东，母女关系“时代性体系”
更新建构，需要女性在内省与对视下，
更多地厘清并促进人与自己之间、人与
人之间、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度融合。

话剧《丽南山的美人》之新锐及批
判潜质，更多见于佩托的弟弟、姜浩饰
演的雷蒙身上。剧中他可能是身心最
通透的一位。比之佩托之踌躇，雷蒙的
抗议更似寒夜晨曦，锐利且蓄势待发。
他说：“爱尔兰还没看够吗，打开窗就
能看到！”“这屋里怎么尽出疯子？”“丽
南山别想耗费我70年，没门！”

据估计，如今已有两亿多在不同
文化中迁移的异乡人，他们生活在旧
有的身份定义之外。与此同时，随着城
市模式的迅猛发展，“回归田园”成为
许多人追求的心灵归宿，逆城镇化渐
变为一种新的生活选项。“丽南山”的
人们新路何在，值得深思。

丽南山传奇：审美世界的爱与忧伤
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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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评

话剧《丽南山的美人》

越剧《白兔记》

《窦娥冤》连环画

昆曲《紫钗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