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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这个在海南大地上上
演了数百年的剧种，因为语言阻
隔，如果你不是本地人，大概率也
只能欣赏其外在美，听听他抑扬
顿挫的音乐鼓点，听听她韵味十
足的唱腔，若说站到台上去表演
一番，心里难免会打退堂鼓。

但一群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
人，却大胆地尝试一把，且获得海
南本地观众阵阵掌声。近日，在
海口龙华区的山高村大戏台，一
场别开生面的琼剧表演吸引了台
下所有观众的注意力。

演出没有当地村民们期盼的
琼剧“大角”，参演的主要演员甚
至是一群初学者。之所以能够吸
引村民，还是这些演员的身份
——绝大部分演员都是外国人，
一群在海南医科大学就读的外国
学生。

一场掌声不断的表演

山高村社区大舞台，位于村
子中央位置，占地并不大，跟海南
普通村戏台并无区别。台下坐着
几百人，除了海南医科大学师生
和海南琼剧团三团工作人员外，
绝大多数是本村人。

当晚7时，随着一阵密集鼓
点声，山高村社区大舞台红色帷
幕拉开，“洋味”十足的唱腔一开
口，立刻引起台下阵阵掌声。参
演的50多名海南医科大学的留
学生和该校老师，一共准备9个
节目，7个节目是《红叶题诗》《刁
蛮公主》《春草闯堂》等经典琼剧
选段，均由留学生们主演。剩余
的一个则是学生们合唱的海南话
歌《久久不见久久见》，一个则是
该校老师主唱经典琼剧选段。

整台晚会除了满满琼剧味，
就是满满海南腔，留学生们似乎
已经完全融入海南这片热带岛
屿。为了让这台演出更加成功，
海南医科大学也是做足了准备，
不仅特意从海南琼剧团三团请来
专业化妆师帮学生们化妆，还请
来多位演员到现场指导。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初学者，
但听外国人唱琼剧，我这辈子还是
第一次呢。”今年已经70多岁的符
文梅，从小就在村里戏台下听琼
剧，也看过很多琼剧名角表演，但
是看到这些白皮肤、黑皮肤的外国
人穿上琼剧服装，就觉得不可思
议。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海南人会
唱琼剧外，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省份
的人到村中表演琼剧。

一场准备了半年的演出

这场演出的诞生，源于2023
年春节期间，该校国际教育学院
专任教师苏畅带着几名留学生，
参加海口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录
制。学生们在录制黎族歌舞《抓
鱼歌》时，却对另外一个琼剧表演
节目感兴趣了。看到这一幕，苏
畅主动与海南琼剧团三团负责人
联系，表示外国留学生们对学习
琼剧也很感兴趣。

“传播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
解海南传统文化，是每一个琼剧
人的责任。”很快，海南琼剧三团
的唱段教师王琴就来到海南医科
大学，开始指导来自赤道几内亚
和加纳的两名学生学习演唱琼剧
《刁蛮公主》选段。在指导过程
中，王琴发现，尽管他们不懂海南
话，但通过解释，这些年轻学生学
起来速度非常快，而且效果也不
错。当年，这两名学生通过表演
琼剧就斩获多个大奖。

为了激发师生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意识，增强文化自信
的同时，也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感知中国社会发展脉搏的宝贵机
会，2024年6月，海南医科大学
决定在国际学院成立琼剧社团，
从600多名留学生中选出了50
多名学生学习琼剧。该校这一举
措，同样得到了海南琼剧团三团
的大力支持，该团除继续由王琴
担任学生们的唱段专职老师，同
时也选派两名专职琼剧演员协助
王琴指导学生们练习身段表演。

“其实，当晚的演出，是经过
我们为期半年准备的。”苏畅说，
从2024年6月开始，国际学院里
50多名学生，从唱腔、舞步再到
动作练习，每周都会接受专业老
师两个多小时的训练。为了让学
生们更加了解琼剧文化，王琴和
苏畅甚至只要有机会就会带着这
些学生到琼剧演出现场，给学生
们仔细讲解琼剧乐队组成、服装
搭配、化妆技巧。为了让学生们
感受一把登台演出感受，王琴和
苏畅还会跟当晚演出剧团商量，
让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也登台表演
一番。

一个传播琼剧的行动

“一开始，我是觉得好玩就报
名参加了，后来慢慢地就爱上琼
剧。”来自巴基斯坦的邢星（中文
名），是海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
业留学生。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登台唱歌。学院发布招募
令后，她立刻就报名了。由于唱
功不错，她成为社团的主角。

今年27岁，来自坦桑尼亚的
木兰（中文名），同样是一名唱功
功底不错的社团主角。即使已经
进入了毕业季，学业压力很大的
她同样会坚持每周琼剧表演练
习。

女生爱唱，男生则更多地喜
欢耍刀弄枪。来自加纳的龚荣乐
（中文名），是社团里舞大旗的高
手。“就是觉得好玩，跟我们国家
一种原生表演艺术有相同之处。”
龚荣乐说，他很喜欢披着琼剧戏
服站在台上舞动手中大旗的感
觉，也特别喜欢自己从一个黑皮
肤小子，变成一个花脸大汉的样
子。

除了在台上表演舞旗，龚荣
乐有时候也会跟着其他同学一起
练习走马步、舞刀棍。“好好学习
几年，以后回国表演给国内的人
看。”龚荣乐说，社团每一个同学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外省人学习琼
剧都难，何况外国人，其实不然。”
作为海南医科大学国际学院琼剧
社团指导老师，王琴在指导学生
们学习琼剧的过程中发现，这些
年轻的留学生学习琼剧的速度一
点也不慢，特别是很多留学生中
声音条件特别好的，只要让她把
唱词意思理解了，教她们几遍绝
大多数人都能学会。特别是一些
有表演天赋的留学生学习速度更
快，而且唱出来腔调非常纯正。
犹如不懂英文的中文歌手，同样
能把英文歌唱得很好。

“当然，把他们培养成专业的
琼剧演员有难度，但是让他们更
深了解琼剧，了解传统文化是很
有帮助的。”王琴说，琼剧很多经
典剧目都源自我们传统文化故
事，学生们通过学习琼剧就能将
这些文化故事理解得更透彻，进
而更加理解我们海南传统文化。
更重要的是，琼剧作为一门表演
艺术，如果传播至其国内，这些多
才多艺的学生们回国之后，利用
琼剧艺术中的元素结合本国其他
文化艺术展开创作，不仅能将琼
剧艺术传播得更远，还能开出更
美的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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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水满乡境内路段、水满观山点、竹满景区和雅宾景区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还未看够霜林尽染清秋
色，北国的红叶便伴着一场场冬雪的降临簌簌飘落。自北向南
一路奔袭，待到凛冽肃杀的冷空气越过琼州海峡，琼岛腹地的成
片枫林这才不紧不慢地换上“红妆”。

驱车往五指山水满乡境内去，山坳里、沟谷中、山脊上，一片片、
一团团、一丛丛，如霞似火的枫叶漫山红透，堪称海南的“香山”。

趁着“枫景”正好，不如赶紧启程，来五指山一睹“红颜”。

霜叶红于二月花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迭
起，万物循生。从一只鸟的蛰眠复
苏、始鸣求偶、繁育迁徙，到一朵花
的萌芽发叶、开花结果、叶黄叶落，
它们无不以时为令，因时而动，本身
也就成了季节轮换的标志，是为“物
候”。

古时文人伤春悲秋，承载着节
令趣味与民俗意蕴的物候，自然也
成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审美符号。

譬如一到深秋，片片红叶便从
诗词里“长”了出来。

从白居易的“醉貌如霜叶，虽红
不是春”到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再到晏几道
的“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
秋梦短长亭”，可以看到，文人们写
红叶，常以“霜叶”代指。

这就不得不提到秋天的最后一
个节气：霜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气肃
而凝，露结为霜矣”。霜降时节，万
物毕成，毕入于戌，阳下入地，阴气
始凝，天气渐寒始于霜降。夜间地
表散热，导致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凝
华为霜，覆盖于草木之上。

霜叶，由此而来。但“霜叶红于
二月花”，却并非霜之杰作。

大凡植物都是长有叶片的，且
大都呈绿色，这是因为绿色植物叶
片中的叶绿素含量占绝对优势。随
着白昼缩短、日照减少、气温下降，
合成受阻的叶绿素逐渐力不从心，
其他色素开始大肆“攻城拔寨”。

类胡萝卜素促使叶片变成橙黄
色，叶黄素让叶片变黄，花青素则将
树叶染红……不同植物叶片内的色
素含量不一，当它们挤挤挨挨地覆
满山林，于瑟瑟冷风中应时令而动，

“树树皆秋色”便得以具象化。
而“红于二月花”的那片叶，无

疑，定是花青素在这场“变色大作
战”中占了上风。

五指山上枫叶红

几次寒潮过后，红到极致的北
方红叶仿佛燃料用尽，最终还是应
了盛极而衰的铁律。那厢唱罢，南
方各地的红叶这才不疾不徐地登
场，一路高擎“火把”，风风火火地燃
至琼岛腹地。

从山崖到坡底，自沟壑向溪畔，
成片的红叶树种分布于广袤的五指
山纵横山脉区域。

因地处热带，冷空气来得扭扭
捏捏，惹得这里的红叶也变得迟疑
起来。不是一气呵成地变红，而是
羞羞答答地，先试探着变黄，再微微
吐露些许暖红，由淡至深，层层叠
叠。叶与叶之间也互不商量，你黄
你的，我红我的，远远望去，整片山
林倒也变得斑斓缤纷起来。

五指山的红叶，多为枫香树。
因适应性广、生长迅速，它们常常成
为次生林中的先锋树种，也被一些
学者视作原始雨林与人居环境的分
界线。

春夏时节，草木茂盛，参差百态
的勃勃生机中，枫香树实在有些“泯
然于众树”。等到了秋冬，雨林进入
旱季，大部分的乔木树种开始落叶，
不甘于再当陪衬的枫香树，这才悄
悄着了红妆，与山槐树、红叶李、山
海棠等“秋色叶树种”一道，势要燃
烧一把方肯谢幕。

常年追“枫”的摄影爱好者们知
道，天气愈冷，枫叶愈红，要想拍到
漫山遍野如同火烧的红叶，还得往
海拔相对较高的深山里去。

酒红、玫红、绯红、嫣红……驱
车直奔五指山水满乡，一路绚烂红
叶相伴，衬着蓝蓝的天际，犹如画上
粉墨倾。越向上走，视野渐渐开阔，
放眼望去，满山红枫似野火，一丛引
燃一沟，一沟蔓延到一山，真叫一个
酣畅淋漓、轰轰烈烈。

有意思的是，枫香树的嫩叶刚
刚萌芽时，是由红转黄再变绿。四
季更迭，直至生命末期，枫香树叶完
成由绿转黄再变红的又一个轮回，
昭示着万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
真谛。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新
生？

南北红叶各不同

山峰突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
路伸向远方。路下是陡峭的山崖，
几株枫树长势茂盛，引得主仆几人
赶紧停车驻足，赏漫山“枫景”。

“快停车，快停车，莫要错过这
难得的美景！”隔着画卷，似乎能想
象到当时的对话，画中人的兴奋扑
面而来。这是明代画家周臣的《枫
林停车图》，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诗意而作。

一簇红叶的“诱惑”，便也在这
般诗意表达中展露得酣畅淋漓。

中国的红叶观赏习俗自古有
之，且难得地统一了南北方审美。
每年秋季，由北至南、自高山往平
原，肃杀的冷空气一路奔袭，在墨绿
的树、金黄的树、酱紫的树中铺展出
一条火红的通道时，各地的红叶观
赏爱好者也就纷纷开始摩拳擦掌。

通常在9月下旬至11月上旬，
北方大部地区陆续进入红叶最佳观
赏期。而最有名的观赏地，当数北
京香山。

香山红叶树种种类颇多，如三
角槭（枫）、五角槭（枫）、鸡爪槭、柿
树等，分布最广的则是黄栌。叶呈
圆形或椭圆形，像小团扇，明明“姓
黄”，黄栌叶红起来却肆无忌惮，色
彩浓烈得仿佛要与春花争色。

黄栌在华北、西南一带红透半
边天，到11月中下旬，再往南走，其
势头便比不得“地头蛇”枫香树了。

枫香树，蕈树科枫香树属，叶呈
掌状三裂，因有树脂，散发香气，枝
弱善摇，随风而拂，故名“枫香”。槭
树科槭属树种中的部分树，与枫香
树“撞了脸”，譬如三角槭（枫）的叶
也呈浅三裂。

古时，不少人“傻傻分不清”，久
而久之，“枫”的名头也就与之共用
了。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在《植物
名实图考》中，就曾吐槽过此事：“江
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
同类。”

枫香树也好，槭树或枫树也罢，
都是点缀秋景的“主力军”。只是，当
天南海北的人们共赴“当红秋色”，观
赏到的也许并不是同一种红叶。

◉具体观赏路线：
A线：南水线—水满乡—水满河热带雨林风景区（观山

点）—德满（可在水满乡各酒店、民宿住宿一晚）。
B线：南水线——水满乡——水满河热带雨林风景区

（观山点）——牙排水库（五指山水库）——初保村。
C线：登五指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

◉推荐观赏时间：
11月底—次年1月，主要依据天气而定，天气愈冷，红叶愈红。

风
物

⬆⬇近日，五指山水满河热带雨林
风景区，枫叶姹紫嫣红，层林尽染。

本组图片由通讯员 孟志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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