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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药，是如何在人体内崩解释放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四川大学华西药

学院副教授邓黎已经研究了 4 年。药剂学

出身的他，没有因循传统选择在显微镜下

观察记录，而是另辟蹊径，摸索出了更为宏

观的方法——相机拍摄。

具体来说，就是用普通数码相机一张

张拍下药物在特定装置和溶液中的微距延

时崩解照片，然后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装置的搭建、

溶液的选择、拍摄的景深、环境温度、甚至

地板的一次微小震动都会影响拍摄质量，

需 要 一 遍 又 一 遍 地 重 复 。”在 邓 黎 的 记 忆

中，“耗时最长的一次拍摄，相机连续不间

断工作了 48 小时”。

从“门外汉”拍成了公选课老师

起初，相机对于邓黎来说只是一台记

录工具。“第一台是个小小的胶片相机，当

初我对摄影并不感兴趣，只是知道拍完拿

去冲洗就行了。”他在硕士阶段才接触到

数码相机。当时，即将博士毕业的师兄邀

请他来帮忙拍照片。“博士毕业是很值得

纪念的事情，虽然我平时经常拍照，但并

不知道专业的构图，拍出来的人像大小不

一。”邓黎回忆说。

这件事后，邓黎开始认真琢磨摄影，

慢慢摸索。2013 年，他买了一台数码相机。

这期间，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拍学校。“虽然

学校看起来总是一样，但是对拍摄者来讲，

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心境。”那几年，他拍摄

的校园风光照大概有几十万张。

当时，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教授詹先

成面向全校开设 《家用电器维修》 和 《照

相机原理》 两门公选课，都是爆款课程。

2014 年 ， 詹 先 成 即 将 退 休 ， 放 心 不 下 这

两门课，忙着找“接班人”。“我看你天天

拿着相机在学校里拍照，你肯定懂！”而

邓黎觉得虽然照片拍了不少，但自己还是

个“门外汉”，岂能充当内行。在詹先成的

邀请下，邓黎跟着上了两个学期的课程，重

新学习了一遍基础知识。

邓黎接手后，《照相机原理》依旧是一

门爆款课程。“在没有限制人数前，经常是

一两百人的学生容量。”为了照顾更多学科

的 同 学 ，他 把 课 程 又 调 整 为《摄 影 器 材 漫

谈》，分享不同系统、型号的摄影器材的使

用和特点。

这门课程面向全校同学，然而很多初

学者没有相机，为了保障课程质量，邓黎在

2020 年对课程进行了改革，限制班级容量

为 25 人，分成几个小组，他把自己的相机

带到课堂，给同学们使用。摄影是一门需要

实操的技术，他希望可以照顾到每一名选

上课程的同学。改革后，不少上过课的同学

都会热情地推荐朋友来选课。

“如果这门课能够培养出几名对摄影

特别有热情的同学，拍出有意义的照片，就

是有所收获了。”邓黎说。

拍下新发现是最高兴的事

“如果没有这次大胆的尝试，摄影对我

来 说 可 能 只 是 一 个 记 录 风 光 的 工 具 。”

2018 年 ， 系 里 一 位 老 师 偶 然 和 邓 老 师 聊

起，彩色巧克力豆的溶解很漂亮，提议邓

黎拍拍看。一番尝试后，视觉效果果然很

棒。邓黎想到，“如果把巧克力豆换成药

片或者胶囊，会发生什么？”“当时并不知

道会发生什么，但是随着拍摄的药物种类

和剂型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药物的崩解真

的是千奇百怪，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崩

解成大颗粒，有的则剩下小颗粒”，甚至

“不同厂家制备的同类药物崩解现象的差

别也很大。”邓黎心中萌发了一个专业的

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药片

在人体内崩解又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同样是国家审批的药品，有的人觉得

某厂家的药效果更好，有的稍微差一些。

在邓黎看来，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药剂

学研究探索出答案，可以通过记录药物崩

解过程开展相关性的研究。

从“拍拍看”转向研究，拍摄要求变

得更为苛刻。药物特性的不同，拍摄的方

案就要随之调整。以往的长焦镜头必须改

换成微距镜头，为了保障拍摄数据的严谨

性，每种药物的崩解过程必须完整拍摄 3
次。为了实现连续拍摄，邓黎对相机进行

改造，让它能直接连接在插座上，但如果

夏天用电高峰期突然停电，拍摄也不得不

重新开始。

这些尝试鲜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溶

液的温度需要模拟人体的温度，成都的冬

天 室 内 温 度 低 ， 顶 部 机 位 的 镜 头 就 会 起

雾，后期处理时才发现都是废片。”直到

2021 年 ， 在 学 院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邓 黎 和

项目团队有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加装了

温度和湿度控制装置，这个问题终于得到

了解决。

拍摄过程中的问题往往细枝末节，邓

黎很多时候都是和研究生同学一起试验解

决 。“ 已 经 崩 解 的 部 分 必 须 及 时 处 理 掉 ，

不 然 容 易 覆 盖 原 有 药 物 ， 影 响 观 察 记

录。”邓黎的研究生杨怡晨到处寻觅合适

的材料，制作把药物托起来的筛网。“起

初用过窗纱，也用过金属网，但这些要么

不 平 整 ， 要 么 会 被 溶 液 腐 蚀 。” 杨 怡 晨

说，“后来发现笔记本电脑支架的散热网

符合我们的条件，于是我们上网买支架，

又到五金店买螺丝钉作为支架。为了和拍

摄背景一致，邓老师又带我在学校荷花池

边给散热网喷涂黑色油漆。”

杨怡晨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加入了药学

可 视 化 的 研 究 团 队 。“ 第 一 次 见 邓 老 师 ，

就觉得他很亲切随和，聊天很有趣”，她

看 过 了 邓 黎 前 期 拍 摄 的 药 物 崩 解 视 频 ，

“ 顿 时 感 觉 眼 睛 一 亮 ， 视 觉 冲 击 力 很 强 ，

也 是 自 己 从 未 接 触 过 的 领 域 。” 在 此 之

前，杨怡晨从未接触过摄影，邓黎邀请她

做 《摄影器材漫谈》 的助教，跟着本科生

一起学习，“因为热爱，邓老师在工作时

尽管遇到的不确定性很多，但也依旧不慌

不忙，身上有一种自带光芒的感觉。”

邓黎的学生时代有一半时间都是在实

验室里度过的。“当时每门课程都会有实

验 ”，“ 第 一 次 制 备 的 药 剂 是 甲 酚 皂 溶 液

（一种环境消毒水），下课后实验室内外弥

漫着非常刺激性的气味，回到宿舍，同学

离得老远就问我，是不是去制备甲酚皂溶

液了。”正是在实验室里，他不仅锻炼了

动手实践的能力，也感受到了药剂学的魅

力。液体制剂、外用软膏、药片剂、注射

剂，一种药物可以制成不同的剂型，它们

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

拍摄过程中，“见所未见”是他最兴

奋 的 事 。2022 年 初 ， 在 拍 摄 一 款 常 用 于

治疗静脉曲张的中药“迈之灵片”时，他

意识到原来在一颗肠溶片的背后还有如此

精妙的设计。“在很多人看来，中药又黑

又苦，但这款药却不是这样。药片最外面

是一层糖衣，药物更好入口，下层是碱性

物质，在胃酸的环境下会产生气泡，把真

正的药物部分暴露出来，进入肠道释放。”

邓黎喜欢用“做面包”的例子来解释

药剂学：不同面包店的口味千差万别。不

同的人做的面包，哪怕是原料一模一样，

做出来也会差别很大，有的蓬松可口，有

的干瘪无味。而药剂学就是不断探索从结

构和设计上“让面包更好吃”的学科。

这样的拍摄工作对相机消耗也很大。

“30 秒 拍 下 一 张 照 片 ， 一 小 时 就 要 拍 下

120 张 ，24 小 时 要 拍 下 2880 张 ，48 小 时 就

是 5760 张”，拍摄的数据需要大量的硬盘

来 存 储 和 备 份，“ 一 天 拍 摄 的 素 材 就 要 用

4T 的存储空间，只有大量的拍摄后，才能

拿到可用数据，进而去调整拍摄条件，一张

张照片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让药学可视化的数据库
更好地服务教学和研究”

“片状的固体团块，随着水分的进入，

里面的崩解剂吸水膨胀，造成间隙内部颗

粒 之 间 的 粘 接 力 消 失 ， 颗 粒 碎 裂 成 小 颗

粒 。” 用 这 样 文 字 表 述 来 讲 述 药 物 崩 解 ，

对于同学们来说很抽象。“而把崩解过程

用可视化的方式记录下来，对学习者来说

显得更加直观”，不仅是邓黎，现在很多

药学专业的老师都在课堂上使用他发布的

视频作为教学资料。

“药学可视化 See the Unseen”是邓

黎在视频网站的个人介绍。2018 年 12 月

28 日 ， 他 发 布 第 一 条 视 频 《片 剂 的 崩

解，您曾经认真看过么？》。如今，他的账

号已经更新 270 条视频内容，收获了 15 万

粉丝的关注。“希望给大家呈现出从未见

过的画面，对药剂学产生更多的兴趣和关

注”，视频发布后，邓黎发现观众们开发

出了视频的“隐藏功能”——助眠、减压、帮

助大家消解对药物的恐惧。

邓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科研工作

者的身份。“过去几十年间的研究一直采

用记录溶出速度、溶出质点暴露于介质的

表面积等数据的方法，来描述固体制剂释

放特性，现在我们做的是一种新的描述方

法，让描述更加多元、细致。”

在拍摄不同厂家药物释放的过程中，

他也摸索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仿制药研

发分析。中国市面上的药物大概分成原研

药品和仿制药品。仿制药品的工艺水平如

何，能否通过检验 完 成 上 市 ？ 邓 黎 觉 得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在高成本的临床试

验 前 ， 利 用 可 视 化 的 方 法 ， 结 合 传 统 的

方 法 ， 分 析 仿 制 药 产 品 本 身 是 否 具 有 风

险 ， 为 前 期 把 控 提 供参考，帮助药企减

少损失。”

邓黎的脚步并不止于此。“希望可以

搭建起药学可视化的数据库，为研究者提

供系统的药物崩解的影像资料”，除了药

品，很多相关的内容都是他想要拍摄的对

象，“比如把相机和显微镜搭建起来，生

物学、材料学都是可以展开的方向。”

有人觉得“药片的崩解很美，但是学

习药学很苦”，在邓黎看

来，没有一个学科是不苦

的，想要做出成果，必须

经 过 艰 苦 卓 绝 的 奋 斗 。

“药学在未来仍然有广阔

的 需 求 ， 依 然 是 朝 阳 学

科，值得热爱。”

川大邓黎：素履以往，“见所未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程 思 罗 希 王军利

“劝千岁杀字——得啦个咙个——休

出口——”几句戏词不自觉地从高铭遥嘴

里“溜”出来。从七八岁时在历史典故的熏

陶和姥爷的影响下开始喜欢京剧至今，这

已经是他的“日常”。粗略统计，这位来自哈

尔滨工业大学的年轻“ 老票友 ”2021 年在

线下看了 16 场戏，到其他城市旅游时，赶

上哪位名家演出，他都要去看。“去年我去

了一次北京，专门去看了‘四大须生’之一

马连良先生诞辰 120 周年的纪念展。”

到离家近 2000 公里的济南上大学后，

粤剧成了易倩莹的乡愁。别人的歌单里是

流行音乐，她的歌单却是《雪燕南飞》《浪淘

沙》《天涯歌女》《帝女花》⋯⋯清一色的粤

剧 。从 小 在 广 东 佛 山 长 大 ，看 到 粤 剧 电 影

《白蛇传·情》被搬上荧幕，她由衷地高兴：

“更多人有了了解它的途径。”这部电影在

B 站评分 9.9 分，8000 多人参与评价，播放

1276 万次，1.1 万人评论。有人在评论区讲

述了自己和闺蜜穿着汉服去电影院观影的

经历；一位陕西网友“发来贺电”，感慨“啥

时候我们秦腔也能有这么大排面就好啦”；

有人关注到字幕是中英双语，“对国粹推广

很有意义”；还有一位网友感慨，“这是我能

低价享受到的人间艺术瑰宝吗”？

近年来，戏曲电影、戏腔演唱等戏曲衍

生表演涌入人们的视野，一些戏曲界人士

在网络“出圈”，戏曲和年轻人的碰撞开始

以另类形式出现。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

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

来自 121 所高校的 1531 份有效问卷。结果

显示，78.51%受访者曾接触过戏曲或相关

衍生表演，其中，58.15%受访者在网上看

戏腔演唱、戏曲手势、穿戴等戏曲衍生视

频，46.26%通过电视、收音机收看或收听

戏 曲 节 目 ， 34.53% 在 网 上 看 戏 曲 节 目 ，

31.11%到线下剧场观看戏曲，20.22%曾在

学校的戏曲相关活动上观看戏曲，13.56%
曾到电影院看戏曲电影。

新平台上遇见年轻人

“老式的电视机里传出‘咿咿呀呀’的

声音，小小的屏幕里是一群穿着红粉色艳

丽 服 装 的 演 员 ⋯⋯”将 时 针 拨 转 至 10 年

前，就读于九江学院的王鑫回忆起自己对

戏曲的初印象。彼时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她

随着爸妈一起去看望外公外婆，却不由得

被电视里“新奇”的唱腔吸引了注意力。“当

时的我只知道外公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但戏曲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还是有一些晦

涩难懂的。”

再识戏曲，是大学课堂上。“在影视鉴

赏的时候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被张国荣

饰演的程蝶衣打动了。”在王鑫看来，张国

荣在台上一边落泪一边演出的桥段最让她

难以忘怀，“华丽的戏服随着婉转的唱腔飘

动，最深的感触就是‘太美了’。”

就读于安庆师范大学的靳雨莹早早便

听闻，黄梅戏专业是学校里的特色学科，简

单了解过后，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学院开

设的黄梅戏曲艺俱乐部。现在，她经常在短

视频平台刷到学姐发布的黄梅戏经典选段

表演视频。靳雨莹直言，她非常看好这种创

新推广戏曲的形式，“戏曲在年轻人当中的

流行度亟待提高，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有

助于戏曲文化的推广。”

高铭遥、蔡筱君、王鑫和易倩莹与戏曲

的初始，无一不是在祖父祖母家的电视机

前。而今天的戏曲引路人，正在从祖辈的客

厅向网络空间延展。中青校媒调查显示，网

络是受访者观看戏曲及衍生表演最主要的

场所。8.82%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观看戏剧

及衍生视频，8.99%较多观看，44.26%有时

会 看 ，35.11%较 少 观 看 ，2.83%从 来 不 看 。

21.92%受访者观看这类视频的方式是主动

搜 索 ，18.49% 被 身 边 朋 友 推 荐 而 观 看 ，

50.77%被 App 推送并点击观看，8.82%通过

其他方式观看。受访者的关注点包括舞台

故事（61.56%）、戏曲唱腔（48.17%）、戏曲表

演形式（43.09%）、服化道（40.85%）等。

常 在 网 上 冲 浪 的 年 轻 人 并 不 排 斥 戏

曲，反而有成为互联网“看戏主力”的趋势。

抖 音 发 布 的《2021 抖 音 非 遗 戏 剧 数 据 报

告》显示，在线观看国家非遗戏剧相关视频

的观众中，90 后、00 后观众占比超 50%。

周美慧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在已

经是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演出排练之

余，周美慧喜欢拿手机记录下京剧演员台

前幕后的故事。去年 6 月，剧团上演《沙家

浜》，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前需要风

声和雷声烘托气氛，当时很多演员在侧幕

条 （为了防止穿帮，用来遮挡两侧副台的
幕布—— 记 者 注） 用 扇 子 和 铁 板 进 行 拟

音，周美慧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很

多网友留言“原来是这样”“之前一直以

为风声雷声是音乐伴奏”。演出前后的排

练、试音、抢妆，周美慧都会做成视频分

享给大家，“通过演员的视角，带大家发现

京剧更多有意思的地方，让观众对京剧艺

术产生兴趣，走到剧场看戏。”

在高铭遥的印象里，京剧从不会固步

自封。在 1993 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档节

目中，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世

济就提到，希望电视上能呈现更多京剧表

演。“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大家都去电视上

看京剧了，谁还来剧场看表演呢？但李老觉

得，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京剧，成了我们的

票友、戏迷，才会有更多人来剧场看戏。”

李世济 30 年前的一番话让高铭遥感

慨 良 多 。1993 年 ，电 视 正 在“ 走 进 千 家 万

户”的路途中，和今天的直播、短视频一样，

立于潮流前沿。30 年前老艺术家对大众传

媒力量的感知，在今天的戏曲人身上延续。

高 铭 遥 经 常 看 凌 珂 等 青 年 京 剧 演 员 的 直

播。这些演员不仅自己唱，还和业余票友连

麦，教票友怎么唱。“那可都是‘角儿’！‘梅

花奖’得主教你唱戏！”高铭遥相信，这些名

家 登 上 最 潮 流 的 舞 台 ，带 上 京 剧“5G 冲

浪”，隔在戏曲和年轻人中间那层“窗户纸”

被捅破了。观众在哪儿，戏曲就在哪儿，“没

那么遥不可及”。

新形态里碰见新戏迷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3.23%受访者认

为，一些戏曲衍生表演形式或产品，如戏曲

普及视频、戏腔演唱、戏曲电影等，可以吸

引更多人关注戏曲；62.90%受访者认为创

新的表现形式值得宣扬。

王 鑫 经 常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刷 到“ 上 戏

416 女团”的视频：“第一感觉是惊艳，直观

的视听觉冲击配上评论区详细的科普，是

一种很好的宣传戏曲文化的方式。”

2021 年 11 月初，“上戏 416 女团”火遍

全网，网友的好评接踵而至——“果然老

祖宗的文化遗产真香”“我只听了 100 遍

而已”“国粹才是顶流”。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成员之一边靖婷曾表

达，她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敲开京

剧之门。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29.20%受访者表

示自己喜欢集文化与美感于一身的戏曲；

16.00%受访者认为，戏曲是传统文化精华，

但 有 些 过 时 ；而 有 38.01%受 访 者 认 为 ，一

些戏曲转化的表现形式，如戏歌、戏腔演唱

等很时尚。

2004 年，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的青春

版昆曲《牡丹亭》开始世界巡演，引发轰动，

有媒体报道称其“使得昆曲的观众年纪下

降 30 岁”。青春版《牡丹亭》至今仍在世界

各地巡演，在今年年初举办的“相约北京”

奥林匹克文化节上的演出，开票第二天票

就售罄了，还应观众要求加演了一场。

戏歌、戏腔演唱、戏曲电影⋯⋯戏曲文

化的“跨界”为其争取观众的同时，创新对

戏曲到底是好是坏的争议，也从未中断。调

查显示，54.58%受访者认为适度创新可以，

但不要掺杂过多东西而不伦不类；29.62%受

访者认为需要警惕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烂

俗改编；11.56%受访者认为改变形式会破坏

戏曲本身的意蕴；10.15%受访者认为戏曲的

“跨界”破坏了戏曲本身的结构和体系。

在京剧演员周美慧看来，“传统的京剧

剧目不能随意糟改，而这些戏曲的有机创

新，挖掘整理新剧目，或者根据当下的社

会创作新的剧目，也确实受到了很多年轻

朋友的喜爱。”

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曾表

示，“如今，许多优秀的戏曲作品都被拍

成了电影，很多网站、App 成为戏曲展示

平台。许多戏曲院团和戏曲人都在上面开

通账号，以短视频的形式普及推广戏曲。

信息时代，戏曲人不应墨守成规，不要把

自己局限在小小的一方舞台。网络上短平

快的传播手段，也的确能快速拉近与网友

的 距 离 、 培 养 潜 在 的 观 众 。 我 们 不 应 排

斥，但同时也要注意尺度和分寸，万不可

恶搞，偏离戏曲传播的初衷。”

“上世纪 60 年代，老一辈京剧艺术家

马 连 良 先 生、谭 富 英 先 生 等 创 演《赵 氏 孤

儿》，就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现在

非常‘出圈’的《穆桂英挂帅》，本来是豫剧

曲目，梅兰芳先生把它改编成京剧，结果一

炮而红。”高铭遥的记忆储备里，这样的例

子不在少数，“博采众长才能成为大师”。

这届年轻人愿做“戏中人”

戏曲最吸引高铭遥的，是戏中的故事

和戏文的表达艺术。“就拿这句来说，‘臣愿

学严子陵垂钓矶上，臣愿学钟子期砍樵山

岗，臣愿学诸葛亮躬耕陇上，臣愿学吕蒙正

苦读寒窗。’我们京剧有句话叫‘四贤四雅

四季花’，形容这一句话里就有 4 位贤士、4
个典故。”

“可惜的是，戏曲在年轻人当中仍算是

小众爱好。”王鑫直言，承载了较大故事量

的戏曲还不是特别能吸引年轻人，“随着现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年轻人对表现

力、节奏性强的说唱类音乐更加感兴趣。”

随着声色各异的流行文化变换着各种

姿态，想尽办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戏曲这

类传统艺术常常曲高和寡，“票友”一词对

年轻人而言，也显得老派而陌生。观众的稀

缺和局促的市场紧密相关，据《中国统计年

鉴 2018》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共有登记

在册的京剧、昆曲类演出机构 145 个，从业

人员 8076 人。当年京剧国内演出共 3.1 万

场，观众 1854 万人次，收入合计 19.3434 亿

元，其中包含财政拨款 14.8431 亿元，纯市

场化票房收入只有 4.5 亿元。

“不能作壁上观”成了一些爱戏年轻人

的共识。京剧表演艺术家、马派老生传人张

学津晚年被病痛折磨，却加快了收徒的速

度。2012 年 9 月，身患肝癌的他已经卧床不

起，躺在病床上也得给徒弟说戏。“老艺术

家就怕走后没把前辈传下来的东西全教给

弟子。”还有很多当代戏曲人，都特别希望

看到年轻人学戏，很多人愿意不收学费，把

一身本事倾囊相授。这些故事让高铭遥也

不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京剧传扬人的行列。

“影响力大、传播力广的戏曲人多做一些，

我们这些喜欢戏曲的年轻人力量有限，但

能做小事儿也要多做。”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60.98%受访者希

望戏曲专业人士多用创新形式展示戏曲，

60.65%受访者希望年轻戏曲人能多为戏曲

传播贡献力量，50.17%受访者希望媒体、

自媒体等多传播戏曲文化，35.94%受访者

希望短视频等平台可以对一些专业人士进

行认证、对鱼龙混杂的相关内容进行有效

管理。

蔡筱君身边有一些河南朋友，“他们

哪怕不听戏，也能唱几句豫剧。”这样扎

实的群众基础让蔡筱君羡慕。这也是高铭

遥常常琢磨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剧院里看

京 剧 名 段 《大 保 国 · 探 皇 陵 · 二 进 宫》，

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悄悄问同来的人，台上

的角色是不是武则天。高铭遥哭笑不得却

也十分理解，“这一段讲的是明穆宗死后，

李艳妃垂帘听政的故事。如果不了解这段

历史，很难看得明白。”许多戏曲中的历史

故事、戏剧角色对人们来说颇为陌生，加上

戏词大多是文言文，听不懂成了观众被“劝

退”的一大原因。

蔡筱君在社交平台有 2000 多粉丝，他

发布的短视频有一大半都和京剧有关——

京剧妆容、京剧选段，还有不少参加京剧活

动的内容。他希望尽可能将京剧中的内容还

原成日常生活的故事。偶尔开直播，他就把

经典剧目的故事拆成大白话讲给观众听。

“讲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戏，讲人物、讲剧情，

讲一会儿再唱几段。”蔡筱君觉得自己讲得

不如专业老师细致，但是“特别好玩”。

易 倩 莹 曾 就 读 的 小 学 是 粤 剧 特 色 学

校，2018 年，学校还举行了粤剧进校园 10
周年展演。她在朋友圈看到老师、同学发了

表演有线上直播的消息，专门在直播间“蹲

守”。看到舞台上的小学弟、小学妹，当年的

自己浮现在眼前。那时粤剧“身段操”是每

天课间操的必备“节目”，小小的她站在班

级最前头，担任领操员；还有粤剧名家到学

校指导、粤剧社团的同学把苦练多时的剧

目搬上舞台⋯⋯

那些年耳濡目染的痕迹就嵌在她的歌

单里，“最喜欢 1957 版的《帝女花》选段《香

夭》，被重新演绎了一遍又一遍，仍是经典

中的经典。”婉转的戏曲常常在在她的寝室

里环绕，“明月照海滨，万里流银，玉宇无

尘，花香暗飘近⋯⋯”

76.29%受访大学生网上“看戏”——

这届年轻人愿做“戏中人”

扫一扫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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