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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小舞台，只有小演员。 ”说话的人叫刘枭，是一名汉剧
演员。出生于 1986 年 8 月的刘枭，自 2006 年从陕西省艺术学校
(汉剧表演班)毕业后考入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工作至今，曾获
得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大破天门阵》优秀表演奖；第七届陕西
省艺术节《五女拜寿》优秀表演奖。 2018 年指导、编排舞剧《思路
之源》作为旅游常态化演出，被评为“安康市年度最佳编导”。

2001 年，13 岁的刘枭在老师的带领下敲开了汉剧的大门，
伴随清晨的朝阳，直到夜晚的繁星出现，他每日练功近乎十二个
小时，扎实的基本功为他后来的演艺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
最初的迷茫到接受，再到热爱，日复一日的练习中一个少年完成
他的蜕变，如今汉剧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采访中，刘枭提到了自己的恩
师胡志强。 2003 年，胡志强专门为他打造了启蒙舞戏《三岔口》，
那年刘枭 16 岁。 《三岔口》是一个二十多分钟的武打戏，戏中有
一个翻身上桌子的动作，有天换了一个棱角锋利的新桌子，刘枭
翻身上桌时出现了问题，小腿骨被磕了一块肉。老师看到后却根
本不心疼，没有任何同情，彼时的刘枭内心一时充满了委屈、难
过，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他硬是将整部剧彩排走了下来，老
师看完仍旧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

傍晚，胡志强来到刘枭家中，静坐许久后，他开口道：“小伙
子，你今天的表现不错，很可以！ ”他的话音刚落，眼泪便从刘枭
的眼里涌出，心中对老师严厉管教的不理解也随之烟消云散。刘
枭说：“后来我才理解了老师为什么没有对我心慈手软，‘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台下没有十年功，台上就展示不出汉剧的风
采。 ”

儿时的历练化为了刘枭人生坚毅的底色。 《激战牛蹄岭》以
讲述红色故事，讴歌革命先烈，讲好安康故事，缅怀 1259 名英
烈，慰藉 1057 名无名忠魂为主题，起到了激励吾辈、启迪后代的
作用。 从剧本打磨、舞台排演，到经过多次省、市专家研讨，是
2022 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入围第十届陕西省艺术
节参评剧目。刘枭在剧中扮演“孟俊明”，以烈士孟俊岐为人物原
型。

在演出前四天，演员需要跟舞台的场景、灯光磨合。 刘枭扮
演的孟俊明拿着道具从假山上往下走， 在昏暗的摸索中一脚踩
了空，直接造成他右脚踝严重扭伤，从脚踝到后脚掌都出现明显
肿胀和青紫瘀斑。

一时间领导、同事都围站在刘枭的身边，所有人的心都提到
了嗓子眼儿，屏住了呼吸，豆大的汗珠不断从刘枭的头上冒出，
事发突然，谁也没有心理准备。 过了片刻，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
书记、院长袁小龙率先冷静下来，组织众人将刘枭送往医院拍片
子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没伤到骨头， 但他的脚现在不能再走动
了。

这个消息对于刘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大剧开演在即，作
为主角的自己脚却受了伤，愧疚与自责涌上他的心头。伤后躺在
家中的他彻夜难眠，几经思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去打封闭针，
哪怕咬牙坚持也不能影响演出。

在演出的前一天，刘枭动身去往医院打封闭针，刚打完针他
当即松了一口气，可很快发现药效坚持了二十分钟不到，脚就再
次剧烈地疼了起来，甚至临到演出前，脚一碰到地就疼。 刘枭的
戏份重，唱、念、坐、打、翻等众多动作，都是不能避免的。 扮演军
人的角色，气势、脚下的步子也都必须得有力量感，还伴有大量
的打戏、 在假山上跑动， 对本就带伤的刘枭来说都是巨大的考
验。 然而凭借这一股不认输的劲头，刘枭坚持演了下来。

第一场演出结束，当刘枭瘸着走上去给观众敬礼时，坐在台
下的亲人、朋友与观众肃然起敬。一瞬间，荣誉感、自豪感油然而
生。 “那时兴奋的劲头已经把疼痛都冲淡了，在我心里没有什么
可以取代那个无比光荣的时刻。 ”刘枭笑着说道。

演出第三场是“阿金嫂”与人智
斗，刘枭扮演的“孟俊明”有将近半
个小时的武打戏，边表演边唱词，刘
枭疼得全身肌肉紧绷。 演出到了第
五场，伤痛在身加上环境的渲染，刘
枭不由想到了伟大的革命烈士们筚
路蓝缕地开辟新道路， 更深刻地体
会到了他们的伟大， 自己只是伤了
脚， 而当年的他们却是用整个生命
在厮杀奋斗。演完谢幕下台，筋疲力
尽的刘枭再也站不住， 身子一软倒
在了地上。

事后他回忆 ：“这次能坚持下
来， 我认为是得益于老师当年对我
严厉的管教， 磨砺出了我不向困难
低头的精神， 使我每一次遇到挫折
时都不轻言放弃。登上了山顶的人，
可能是伤痕累累， 但看到的却是无
限风光。 ”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书记、院
长袁小龙说：“刘枭的脚受伤事发突
然，本来《激战牛蹄岭》的开演陷入
僵局，但他当机立断，没有任何犹豫
的去打了封闭针， 缠着绷带就站上
了舞台， 当时舞台下就坐着医院的
大夫。后来回想，他的这种坚持正是
我们汉剧演员缅怀先烈， 学习革命
精神，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表现。”

刘枭认真地说：“我对汉剧的热
爱是一种信念。作为汉剧演员，有时
候为了一个角色， 需要在一遍遍的
重复中去钻研、刻苦练习，即使时间
紧任务重也要保质保量完成。 这些
年，我越来越体会到舞台的艺无止境与汉剧的无限魅力。在平时
生活中我吃、穿、住差一点都没关系，但在舞台上我必须较那个
劲。 有些角色必须穿好的服饰，某个动作根本不能省力，呈现出
的状态必须饱满，对于道具也要精益求精。 舞台之上，所有人的
目光都注视着你，为观众呈现出最好的状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我一个人从幕布后面出场，迈着步子一个亮相站在那里，那个
光辉时刻是胜过一切的。对汉剧，我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只要是个舞台，上去就必须拿出十分的精神，呈现出最好
的状态，塑造出一个人物，与舞台大小、好坏没有任何关系。无论
舞台大小，都应该想办法优化它，寻找出适合的演出技巧，克服
环境的不利因素，呈现给观众最好的舞台效果。哪怕舞台下面只
有一个观众在看，也得拿出百分百的劲头去表演，这是我对自己
的要求。面对演出任务，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完成，势要将高水平、
高品质、高标准的汉剧作品呈现给观众。如今汉剧已经成为我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存在，我会用我全部的心血、精力去创造、演出，
往后继续多排戏、多参演、用心琢磨角色，体会人物的感情，以最
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一切挑战， 让自己能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
觉体验，把汉剧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看见汉剧、喜欢汉剧、爱上
汉剧！ ” 刘枭说道。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如今，刘枭已从一个风华少年
逐渐成长为一个担负使命的汉剧传承者、 勇于创新的汉剧实践
者。未来他将在新时代的汪洋中踏浪前行，带着非遗“汉调二黄”
走向更大、更远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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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陕南农村的大多数院落一
样，这座建筑同样掩映在青山绿水
间。 不同的是， 这座占地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小院， 拥有着迥异
于普通村居的内部格局。临窗的玻
璃房，清晰地将屋外的满山翠色收
入其间，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人与
自然合二为一的秀丽之景，婆娑树
影在脚下晃动，阳光穿过花草林木
柔嫩的枝条，似要把无限生机隔着
玻璃幕墙传递给闲坐于屋内的人
们。

也正因这种 “人在景中坐，景
在心中留”的意境，小院的名字更
显得恰如其分，这便是位于汉滨区
县河镇巩固村九组的民宿———林
里小坐。

到林里小坐， 到自然中体会
“寂寂山景静，幽人归去迟”的诗意
生活，是很多奔忙在城市的人群最
为向往的，林里小坐的负责人汪红
林也正是基于此，才回到自己的家
乡，投入大笔资金，付诸全部心血，
用匠心与热忱打造出这样一座集
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观光游玩于
一体的沉浸式乡村民宿。

记者一行抵达的时候，恰逢周
末，林里小坐里已有好几拨从安康
城区专程赶上来的客人到此游玩，
三五成群的游客们，站立在“我在
林里小坐等你的路牌”边，或摘下
院落里盛放的花朵，对着镜头留下
在这方天地的倩影。

汪红林忙着招呼客人，端茶倒水安排晚饭，一丝不苟又有条
不紊，等到客人都安顿落座后，这个朴实勤劳的秦巴汉子才终于
得以安坐片刻，在如诗的山水画卷中，将他对乡土的眷恋、扎根
创业的故事一一言说。

把时间的脉络拉回到 1985 年，汪红林在一家人的期许中
出生了，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理所应当地得到了全家人的
关注与疼爱。 但生活在山大沟深的农村，繁重的农活日复一日
地推着一双双臂膀在田间地头劳作， 看着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而忙碌不休的父母， 小小的汪红林总是力所能及地帮着干些
农活家务，等到大一点了，就搭着板凳站在灶台边做饭 ，这样
的家庭劳动，一直持续到汪红林十几岁的时候。 为了减轻家中
的负担，初中毕业后，汪红林决心外出学一门手艺 ，能早早赚
钱养家糊口。 思来想去，他发现自己对餐饮的兴趣颇为浓厚，
便孤身一人，踏上绿皮火车，前往西安、四川等地拜师学艺。 酷
暑时节的后厨操作间，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少年的脸庞 ，洗菜 、
切菜、配菜……汪红林什么都要学 ，什么都要干 ，用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细致与执着一点点充实着自己。2004 年的冬天，他
回到安康，陆续到安康各大餐饮企业工作，此时，掌握融合菜、
本帮菜、 川菜粤菜等多种菜式烹饪技艺的汪红林已成了后厨
的红案师傅。 煎炒烹炸间，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吸引着食
客们前来品尝，听着客人们的称赞声，汪红林的心中十分有成
就感，也萌生出了自己开店做生意的念头。

2006 年初， 行动力极强的汪红林在静宁路开了一家川菜

馆，由于色香味美，新客成老客，老客又带新客，每到饭点时，络
绎不绝的客人们几乎把门槛都要踏破， 常常有消费者进门却找
不到空位置坐，用餐区域都被早早到来的食客挤满了。

看着热情支持生意的顾客们，汪红林又一鼓作气，到朝阳
小区租下 400 多个平方米的门面，专门做安康本地的家居菜，
一经开业，生意又是意料之中的火爆。 六年之后，汪红林的餐
饮店再一次改头换面，占地 1000 余平方米的大红灯笼餐饮店
成了新的阵地，更大的客容量、更快的出菜率、更新颖的菜谱、
更多元的口味， 让大红灯笼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安康人心
中地道的餐饮名店。 多年来 ，无数安康人的婚宴 、寿宴 、乔迁
宴、答谢宴等在这里开办，红红的灯笼记录下一张张笑颜对美
食的认可与夸赞。

而掰着手指头一算， 距汪红林从后厨打荷到成为企业老板
已经过去了整整 20 年的时间，20 年， 他辗转于不同的菜场、厨
房，同五谷杂粮、蔬菜瓜果、生肉海鲜，锅碗瓢盆打交道，在一次
次迎来送往中让自己的事业版图逐步扩张，做大做强。

2021 年，响应汉滨区县河镇党委、政府的号召，怀揣对家乡
的深厚情感，汪红林化身“归雁”，返乡创业，将原本荒草杂芜的
坡地收拾出来，又砌石坎打地基，请专人设计，花了一年多时间，
建设出让村里人都倍感自豪的民宿“林里小坐”。

从安康城到巩固村 9 组的路段， 每隔几百米都能看到林里
小坐的广告牌矗立在路边， 这不仅是因为汪红林要借此招徕生
意，更多的原因在于，他想通过提升林里小坐的知名度，带动村
民们一起增收致富。

每个清晨或傍晚， 总有周边的村民将自家地里新鲜的菜蔬
拾掇得整整齐齐送到林里小坐的厨房里，村民能赚点卖菜钱，消
费者也能因此吃上天然无公害的菜品。 家住巩固村七组的邹文
香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家中有几亩地，邹文香往年种植蔬菜粮
食时，品类都比较单一，大多都是玉米和土豆。 自从林里小坐开
业后，得知这里每日需要大量新鲜蔬菜，邹文香便将一部分地块
专门腾挪出来，种植应季的蔬菜，既丰富了林里小坐的餐桌，也
丰盈了自己的口袋。

“我们这餐桌上百分之八十的菜品， 原材料都来自村民家，
像这辣子鸡，是山坡上跑的走地鸡，豆腐是农户自己磨的，辣椒、
白菜、洋火姜都是乡亲们在自家房前屋后摘的，所以我们基本上
不用专门去采购，村民只要送来菜，我们就全部买下来，消费者
评价也很高。 ”原生态的食材和大伙儿的支持，给了汪红林更足
的底气与信心。餐桌上，无论热卤冷盘、大肴小鲜，道道菜品都经
过他潜心研发，再由厨师精心烹饪，最终成就了盘中美味。

饭后，沿着林里小坐的廊道走一圈，星光与月光点点照映在
阶前，芬芳的草木香在暮霭沉沉中钻入鼻腔，直让人感到身心舒
畅。 深夜来临，林里小坐二楼的民宿整洁干净，伴着虫鸣与风吹
树叶的哗哗声，一场酣梦就此酝酿。

汪红林说，林里小坐建设伊始，便是按照乡村星级酒店的标
准来打造的，通过细致入微的服务、设计上的巧思，力求让每一
位入住的客人，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今，通过汪红林的带动，巩固村的农旅产业也焕发出了勃
勃生机，每到节假日，从城区来的客人络绎不绝，除了在林里小
坐围炉煮茶、用餐住宿、休闲娱乐以外，也会顺便到村里四处转
转，不仅促进了当地农土特产的销售，也提高了巩固村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汪红林眉眼带笑地说，自己在老家开民
宿、做餐饮，初衷并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守住乡土根脉，
带动村上发展。 未来也将会坚定信念，把产业做好，辐射更多父
老乡亲稳定增收，把家乡的风味美食、秀丽景色传播出去，为乡
村振兴见实见效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