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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鸿菊，曾用名顾艳秋，1930年1月6日生，
江苏省镇江市万家巷人。因家贫，1937年被送到
南京鸿春社秦家科班学戏。1949年10月，参加芜
湖娱乐界戏剧团体，在安庆、庐江、芜湖一带流
动演出。1952年5月参加合肥京剧团。1962年秋，
在安徽省京剧团与徐鸿培、王鸿喜等联袂演出
连台本戏《宏碧缘》，连演数月轰动省城合肥。
1963年12月率金宝亭、陈居魁、葛国英，从省京
剧团调到六安皖西京剧团。历任皖西京剧团艺
委会委员，六安市政协委员，全国戏剧工作者协
会会员。

她离开繁华的省城，来到偏僻的大别山，和
老区人民打成一片，在穷山僻壤扎根、开花、结

果。勤勤恳恳为皖西人民献艺二十多年，在舞台
上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给老区群众
留下美好记忆。为了让后人了解她、学习她，在
她九十华诞之际，撰文纪念。

缪鸿菊不仅是艺术精湛的科班高足，她还
是孝敬母亲的好女儿；培养弟弟的好姐姐；温良
贤惠的好妻子；教育子女的好妈妈；敬业乐群的
好演员。

孝敬母亲的好女儿

缪鸿菊的父亲，没盼到解放就逝世了，年迈

的妈妈和幼小的弟弟都只好依靠她。从此，三人
相依为命苦度光阴。缪鸿菊不管到何地演出都
要带着妈妈，工作再忙、再累，都把妈妈的冷暖
放在心上，妈妈洗衣她抢着洗，妈妈刷碗她抢着
刷。还经常帮妈妈洗澡、铺床叠被、缝补衣袜。每
次妈妈生病她都日夜守在床前护理，送茶喂饭、
擦洗、服药。女儿姜慧兰出世一直都是自己带，
姜慧兰断奶后，她雇用陈志华带，也不让妈妈劳
累。

花钱雇人带女儿，除了尽孝心外还包含着
侧隐之心。陈志华家境贫寒，三代七口人生活非
常艰难，她是在体恤穷人扶弱济贫呀!她在尽孝
中施舍仁爱，真可谓一举两得，仁孝双馨。

培养弟弟的好姐姐

父亲去世时，缪鸿菊就下定决心，再苦再累
也要把弟弟培养成人。她省吃俭用给弟弟交学
费，亲手给弟弟做书包。她非常注意调剂弟弟的
生活，她说再苦也不能苦读书的弟弟。她经常演
完夜戏带着疲倦的身子检查弟弟的作业。她像
慈母一样把弟弟的衣食冷暖、学习进度惦记于
心。她呕心沥血、孜孜 苦磨了十六个寒冬酷
暑，终于把弟弟培养到大学毕业。1966年缪思禄
工作后，尊照恩姐诚实做人勤奋工作的教导，先
后在六安县供销社任副主任，茶叶公司任经理
等职。1989年取得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缪思禄
与姐姐的徒弟葛国英结婚后，所生一男一女，现
在已是三世同堂的幸福和美家庭。知情者都竖
起大拇指称赞缪鸿菊是位仁义的好姐姐。

温良贤惠的好妻子

缪鸿菊的爱人姜新林是京剧琴师，拉得一
手好京胡，夫妻俩同在皖西京剧团工作。夫是京
胡高手，妻是科班高足，在台上是夫拉妇唱、配
合默契的好搭档；在台下是互相学习、钻研国粹
的好伴侣。真可谓携手并进、比翼齐飞。在生活
中缪对姜的照顾无微不至。剧团经常上山下乡
为农民和三线厂、部队、军医院演出。有的地方
不通车，必须背起背包步行，在中途体息时，缪
把茶送给躺在树下、头枕背包的姜，一会又把鸡
蛋剥去壳送给姜。平时生活中遇到矛盾，缪总是
迁就他。在深入到工厂、部队、学校普及革命样
板戏期间，姜分配到地区纱厂当老师时，受到纱
厂领导和工人的尊敬，在排演中产生感情，要调
入纱厂，缪不同意，发生争执，姜气怒之下一人
搬到纱厂单住。后来姜在生病期间，缪日夜护
理，姜病逝，缪担当起一切后事，多年后剧团老
艺人还传颂缪鸿菊贤惠的美德。

教育子女的好妈妈

1959年秋，大家都忙着迎接建国十周年大
庆，缪鸿菊除了忙着排练迎大庆的剧目，还要忙
弟弟升高中、儿子入学。缪勇在妈妈的督促下，
学习进步很快，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都排名
前列。1970年，缪勇考进皖西京剧团，有一次在
霍邱县长集公社三口塘大队蹲点，白天割麦插
秧，晚上演戏，奋战二个多月，完成了“双枪”任
务。在欢送大会上， 勇朗诵亲手撰稿的感谢
信，那感人肺腑的恳切言辞，使农民朋友产生共
鸣，只念到一半就听到有农民哭泣声，整个会场
充满了难舍难分的气氛。大队书记邹华成对剧
团指导员丁昭旺说，这篇感谢信加深了剧团与

农民的友谊，我们留作永远纪念。
缪勇从艺后，在妈妈的教诲

下，他不怕苦、不怕累，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虚心学习，刻苦磨砺，在
同期录取的五十二名学员中，他脱
颖而出，参加《奇袭白虎团》饰侦查
排战士鲍玉禄。第三场侦查中，他
那侦查的舞蹈，显示出英俊、潇洒
气概。在第六场插入敌后，从翻越
铁丝网到翻下悬崖，都考验了他扎
实的功底。第九场奇袭伪团部，他
追一伪兵开枪击毙，伪参谋长拔出
匕首与他搏斗，那干净利落的开
打，娴熟精湛的武功，刻画出中国
人民志愿军勇猛无畏的英雄形象。
他容貌英俊、身材魁岸、耳大眼神、
嗓音洪亮，是京剧武生行未来的后
起之秀。

1976年寒冬，剧团抽他下农村
当“超纲要”工作队员。演员们在农
村劳动一年后还能演戏吗？因此，
苦练了七八年的缪勇被迫离开剧
团，转业到外贸。现任安徽省铜陵
市亚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

缪鸿菊对儿子未能继承京剧
艺术并不气馁，把希望寄托在女儿
姜慧兰身上。她为了实现女儿继承
国粹梦，起早贪黑严格教练。从唱
念做打到手眼身法步，一丝不苟精
心传授。她从赤日炎炎的酷暑到冰
天雪地寒冬，年复一年持之以恒，
终于把女儿砥砺成角。姜慧兰在母
亲的培育下，已成为六安市京剧团
具有副高职称的主要演员。先后荣
获六安地区青年演员大奖赛一等
奖；安徽省青年演员演唱比赛二等
奖；六安地区首届艺术节舞台新秀
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选赛
荧屏奖；安徽省首届艺术节演员二
等奖；六安地区第二届艺术节优秀
演唱奖。还有地、市二次授优秀团
员，市委二次记功。上述事实充分
显示，缪鸿菊把女儿姜慧兰已培养
成德艺双馨的京剧传人。

敬业乐群的好演员

缪鸿菊到六安首场炮戏是《铁弓缘》，前面
垫戏是徒弟葛国英主演的《挡马》。《铁弓缘》又
名《大英杰烈》， 鸿菊塑造的陈秀英青春貌美，
活泼爽快，其表演既有婀娜妩媚的阴柔之美，又
具威武潇洒的阳刚之气。“茶馆”一场，与匡忠比
拳后，当匡忠送她扇子时，她表面拒绝，实则早
已心领了，这时的眼神是含情脉脉，秋波似水。
这段戏的表演非常细腻。“待嫁”一场，陈秀英镜
前梳妆，自蒙盖头，欢愉的脚步、舞动的肩膀、翻
飞如花的水袖,诠释出待嫁少女对婚姻的美好憧
憬。特别是叠帔的表演，干净利落。一丝不乱，令
人叫绝。

女扮男装表现出英俊威武的风姿，那隽辩
绝伦的一段起霸胜过大武生。她动作舒展到位，
隽永流畅，英气逼人；后面的开打更精彩好看，
繁难的刀花、枪花，漂亮的把子出手，将难度最
大的厚底功、大靠功、把子功、出手功等淋漓尽
展；她声音明亮，行腔饱满圆润，甜美而不失刚
韧。高难度的娃娃调“母女们走慌忙”唱得更是

激越高昂、满宫满调，高中低音自由转换，张力
十足，听来感心动耳、荡气回肠。她的念白清晰
有力，不论是前面的京白，还是后面的韵白，声
音拿捏有度，起伏变换间表达出人物的心绪情
感。她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
式，把科班规范的技巧发挥顶点。那激烈精彩的
对打及惊险火爆的绝技夺人眼球，振奋人心。其
艺术表现力张驰有度，眼神身段时而娇柔妩媚，
时而矫健迅猛，非常有艺术感染力，足以凸显她
旦行魅力。

缪鸿菊老师不仅在艺术上追求卓越，而且
在思想道德修养上更追求卓越，她身体力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
为世范。她用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歌颂大爱大
美，传递人间真情，更好地温润心灵，舒缓压力，
涵养人生，在接触人的内心世界时让人们产生
共鸣。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
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缪老师那敬业乐群的奉献精神，孝老爱亲的
传统美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本文由张畹秋、孔庆贵、缪思禄、葛国英、缪

勇、姜慧兰撰稿

缪缪鸿鸿菊菊年年轻轻时时的的照照片片

缪缪鸿鸿菊菊：：五五好好京京剧剧人人

有一种情愫早已融进
我们民族的血脉里，那是对
数千年传统文化集体认同
的精神之恋；有一种记忆永
远雕刻在往日的时光里，也
深深地根植于炎黄子孙的
内心，那是关于文化印记的
最美好的珍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

与魂，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不
能有所希望的。中华文明之

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竭，根本在于
我们的文化一脉相传，并能吸收和
包容外来的先进文化的因子，成为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让我们
民族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对于个
体来说，每一位中国人的身上无不
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烙印。而民族
文化印记，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
的记录。
当我看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

文化印记》的时候，我的心微微震
颤了一下，这书里记录的是我们民
族的文化印记，有斗转星移中的世
相百态，有沧海桑田中的人情冷
暖，有寄寓其中的脉脉温情。
看到这套书，我的眼前为之一

亮，因为它的别致，因为它的与众
不同。这套书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倾力打造的大型广播纪录片《致
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同期
书，该节目自2015年年底央广播出
后，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听众，在人
们的心中产生强烈持久的共鸣，一
时间好评如潮，成为第二十六届中
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纯粹
的声音作品，现在以文字的形式面
世，让人感到很特别。此外，书中配
了大量难得一见的精美图片，还有
名家名作、记者手记等相关的资
料，都是为本套书的主题服务的，
即寻找遗失的文化，勾勒出人们记
忆中的文化印记，展现中国传统文
化的丰富精髓，解读当下中国现代
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向往。由
此可见，用心用情做出来的书果然
很精致。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
记》犹如一幅长长的风俗画，随着

画轴的徐徐展开，我国传统的
民俗礼仪、村落古迹、人文风物
等多姿多彩的文化大观立即呈
现在眼前，美不胜收，温馨得让
人落泪，精美得让人窒息，真实
得让人叹息。尽管时光流转，社
会巨变，城市的现代化正在吞
噬掉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些传统
文化，但不变的仍是我们内心
对文化印记的期许和感怀。
试想，写出《乡愁》的那位

叫余光中的著名诗人，如果城
市地名发生了变迁，或是老宅
因城镇建设而拆毁，他那枚小
小的邮票如果寄给故乡的亲
人，是否还能收到呢？试想，唐
代大诗人贺知章晚年辞官还
乡，所遇之人就连儿童说的都
是普通话，没有了乡音的故乡，
他会作何感想呢？试想，西子湖
畔，断桥之上，蒙蒙细雨中有一
位叫许仙的书生邂逅美丽的女
子白素贞，二人以油纸伞为媒，
情意绵绵。如果没有工匠制出
这油纸伞，许仙和白素贞又凭
籍什么牵出红线，演绎出旷世
爱情经典？
有一种情愫叫乡愁几许，

有一种感动叫追忆流年。那些
雕刻在时光深处的文化印记，
是我们精神的慰藉，把它珍藏
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但
愿这种印记不会随着时光的流
逝而日渐消失，当我们有一天
老了仍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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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盆艺作品再获金奖
束勇/文图

中国·合肥苗木交易大会在合肥市肥西县中国中部花木城盛大
举办。中国·合肥苗木交易大会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省政府共
同主办的，每年举办一次。

2019年10月18日至20日，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60家企
业参展参会，此次大会还邀请到了荷兰、美国、日本、以色列、拉
脱维亚、匈牙利等6个国家的10家林木种苗和花卉企业参展。我市

盆景艺术家协会应邀参加了本届“苗交会”。
近日，喜讯传来，2019中国·合肥苗木花卉交易大会全省各市

参展情况评定结果和参展单位获奖名单公布，六安市盆景艺术家协
会选送的我市束苑盆景艺术园新近创作的九盆盆景作品荣获产品
“金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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