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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若干年前風靡一時的《歡樂
頌》，女性角色們的生活中，都或多
或少地存在來自男性和原生家庭的傷
害，雖然最終她們勇於追尋自我的價
值，與受傷害的自己握手言和。但依
然是將世俗眼光加在女性身上，強調
女性的弱勢屬性，甚至是塑造女性如
何才能成為一個賢淑的女人。

從被拯救到敢拚搏
伴隨時間流逝，電視劇中的女

人，也依然被困在傳統框架的創作當
中，如《我的前半生》女主角羅子
君，儘管是碩士畢業，但離婚後成為
職場女性，依然需要成功男性的從旁
提點。

再說熱播內地電視劇《都挺
好》，女主角蘇明玉事業有成，卻也
希望得到父母的認可，當父親失智之
後，她就承擔起了贍養父親的責任。
其成長軌跡還有很多傳統家庭 「重男
輕女」 的縮影。

可以說，在過往的現代劇中，女
性大多時候是一個奉獻者的角色，需
要被拯救。

而近年來，影視作品中的女性角
色從定位方面就有着明顯的變化，例
如現正在內地央視一套熱播的電視劇
《北上》，當中的幾個女性角色塑造
就與過去有着明顯不同，白鹿飾演的
女主夏鳳華從運河邊踏上 「北漂」 之
路最終創業成功榮歸故里。夏鳳華定
位很特別，她是一位敢於破舊推新的
女性，生長於運河人家對運輸的重要
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依託於互聯網時
代的高度敏感，選擇從事物流行業，
從河運到路運，勇於接受新事物，是
現今的年輕一代，能闖能拼。

事業之外，夏鳳華的母親真心疼
愛女兒，給予了她力量，至於愛情的
編織，更呈現的是一種攜手同行的姿
態，不存在誰是誰的拯救者。劇中女
性角色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雖然只
是一個普通女性，但她更關注個體感
受，包括夏鳳華的母親也是一個不內
耗、找尋自我的角色，馬家女兒馬思
藝也有自己明確的人生目標，希望可
以尋根。

女性角色塑造的變化，不僅體現
在《北上》中，此前熱映的《小巷人

家》與《六姊妹》中的女性
形象，也有明顯地 「突
圍」 。

《小巷人家》與《六姊
妹》縱然是年代劇，但比之
此前強調女性犧牲的年代苦
情戲，《小巷人家》中的幾
個女性角色為觀眾演繹了一
種新型的生活態度，蔣欣飾
演的宋莹是個 「富養自己」
的典型，因為愛自己所以在
婚姻中也是一個主導者，而
閆妮飾演的黃玲雖然前期忍
氣吞聲，但她也清醒的明白
自己的所求，在清晰的人生
目標之下，養育好孩子。

當自己生活的主宰
另一部電視劇《六姊妹》是今年

農曆新春開播的央視一套開年大劇，
劇集注重講述六個女兒的人生故事，
劇中也有頗多其他女性角色，但 「雌
競」 並不是主旋律，角色性格鮮明，
女性之間可以成為互幫互助的摯友，
為的是共同提升。哪怕是真的遇到了
丈夫出軌，或是發生家庭矛盾，女性
也可以做 「出走的娜拉」 ，而不是一
味地委曲求全。

不僅如此，《六姊妹》中的女性
在關鍵時刻，還能為家庭撐起一片
天，如內地演員穎兒飾演的三姐何家
藝，面對丈夫的突然破產，也沒有自
怨自艾，反而是幫助一蹶不振的丈夫
走出人生困境，收穫新的人生。這也
讓人想到都市劇《三十而已》和《愛
很美味》，均為女性群像戲，幾個女
性並沒有 「金手指」 ，她們只有積極
的人生態度，勇於攻破人生難題。

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變化，從
過去奉獻的 「丑娘」 到現如今 「勇於
出走的女兒」 ，深刻詮釋何謂 「我本
是高山」 ，女性形象塑造從來都不應
被 「打上標籤」 。如今，越來越多
的觀眾希望看到的是讓藝術回歸生
活的女性人物塑造。人都說苦難
開出花朵，如果將女人比作花
朵，花朵原本就有各種姿
態，也有不同的成長地，
為何要拘泥於一種
表現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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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
2020年7月
主演：童瑤、江疏影、毛曉彤等

《愛很美味》
2021年11月
主演：
李 純 、 張 含
韻、王菊等

《小巷人家》
2024年10月
主演：
閆妮、蔣欣、
關曉彤等

《六姊妹》
2025年2月
主演：
梅 婷 、 鄔 君
梅、穎兒等

《北上》
2025年3月
主演：
白鹿、歐豪、
李宛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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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很美味》強調女性之間的互
幫互助。

▲《小巷人家》中的宋莹堅持 「富
養自己」 。

▲《六姊妹》中的三姐何家藝
（中）關鍵時刻能夠獨當一面。

▲《北上》中的馬家女兒馬思藝希
望可以尋根。

▶《北上》夏鳳華敢於破舊推新。



能不依依
穆欣欣

作者簡介：穆欣欣，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
會主任、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婦聯執
委、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廣東省文聯兼職副主
席、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南京梅蘭芳京崑
藝術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作協會員。代表作
品有散文集《文戲武唱》、戲劇專著《走回夢
境——澳門戲劇》（合著）、京劇劇本《鏡海
魂》等。曾獲汪曾祺散文獎、（澳門）李鵬翥文
學獎散文首獎、《美文》悅讀榜讀者最喜愛作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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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門下環街的
一個水上人家。他是遺腹子，隨母親黃蘇英寄
居外祖父家。一九一一年外祖父去世，六歲的
冼星海隨母親離開澳門，為謀生計，輾轉新加
坡、廣州、北京、上海多地，後赴巴黎國立音
樂學院求學。冼星海在巴黎的居住證上，出生
地一欄寫着 「澳門」 。

一九三九年冼星海在延安窰洞用六天時間
寫出《黃河大合唱》的曲子，是鼓舞人心的民
族最強音。

一九四五年冼星海在莫斯科逝世，毛澤東
手書 「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

澳門自回歸前至今曾多次舉辦紀念冼星海
的活動。影響最大、陣容最鼎盛的一次，當為
澳門回歸祖國後、二○○○年的澳門國際音
樂節上紀念冼星海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由
中央歌劇院交響樂團、中央歌劇院合唱團和上
海歌劇院合唱團在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前，演
出《在太行山上》《青年進行曲》《滿江紅》
和《黃河大合唱》等作品，特邀指揮過上千場
《黃河大合唱》的著名指揮家嚴良堃擔任該場
音樂會指揮。嚴良堃曾師從冼星海學習指揮，
一九四○年首次指揮 「孩子劇團」 公演《黃河
大合唱》。

冼星海和《黃河大合唱》，一直是中國走
向國際的驕傲。演出場地、人和作品、澳門和
祖國，水乳交融，血脈相連。這場音樂會當時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做現場直播，駐澳門的中
新社首席記者宗金柱在現場拍下了震撼人心的
照片。

二○一九年末，澳門冼星海紀念館啟
用—一座淡綠色的葡式二層建築。不大的空
間內，以不同顏色劃分展區，串連起冼星海的
生平故事。當時館內還有冼星海穿過的演出
服、用過的小提琴和鋼筆、曲譜等實物。冼星
海的女兒冼妮娜應邀出席開幕式。

冼女士自一九九五年首次到澳門，此後數
度來澳，在澳門有不少熟朋友。紀念館開幕那
天她穿着一向喜歡的藍花布衣。儀式結束後，

嘉賓都已離場，她不無留戀地說： 「再待一會
兒，我喜歡這裏，像溫暖的家。」 面前的冼妮
娜女士已八十高齡，卻顯露出小女孩的神情。
「有父親的家」 ，對她來說，一直是個美好的
夢吧？

一九三九年，冼妮娜在延安出生。同年冼
星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紀念館展區當眼處，有唯一一張冼星海夫
婦和女兒合影的全家福，拍攝時間是一九四○
年五月。照片上的冼妮娜不到一歲。冼星海受
黨組織委派隨同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攝製
組到蘇聯進行後期配樂工作，同時考察蘇聯音
樂情況。想必這張全家福是為冼星海遠行拍攝
的；另一張 「魯藝」 師生為冼星海在延安機場
送行的大合照，居中是冼星海夫婦抱着女兒。
沒想到，這是一次沒有歸期的遠行，冼妮娜從
此再也沒有見到父親。

冼星海與妻子錢韻玲相識於武漢。一九
三七年日軍開始全面侵華，在國共合作背
景下，冼星海應邀到武漢國民政府軍委政
治部第三廳音樂科工作。在推動武漢歌詠
運動時，與錢韻玲相知相戀。兩人於一九
三八年七月二十日訂婚，七月二十二日
《新華日報》刊登訂婚啟示： 「星海韻玲經
陳銘樞將軍介紹得雙方家長同意於二十七年七
月廿日在漢口訂婚特此公告諸親友」 。隨後，

冼星海應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魯藝」 ）邀
請，與新婚妻子前往延安。一九三九年是他人
生和創作的雙豐收。

據冼妮娜口述，冼星海在窰洞中創作《黃
河大合唱》的情景：窰洞裏挺冷的，妻子錢韻
玲就給他煮紅棗水補充能量，還在碳爐子上煮
土咖啡。為了節省冼星海的創作時間，錢韻玲
就在紙上為他打格，方便對齊。冼星海六天六
夜寫出《黃河大合唱》八個樂章，在六十多頁
紙上，有齊唱、合唱、獨唱、朗誦、對唱等不
同形式。

短短的敘述，卻能感受到冼星海和錢韻玲
相濡以沫，情義綿長。

音樂界有學者如是說： 「冼星海僅出生在
澳門，而他真正音樂的作為在廣州、上海、武
漢、延安及蘇聯……」 我們無從得知，幼年的
冼星海在澳門是否感受過教堂唱詩班音樂的澄
淨美妙，但母親黃蘇英常哼唱的《頂硬上》是
對冼星海的音樂啟蒙。這是一首描寫苦力的粵
語歌。

冼妮娜回憶說： 「我奶奶這個人很樂觀，
她就教我父親唱《頂硬上》……命運注定我們
是窮……命運是要自己去爭取的，要和悲慘的
命運去抗爭，不能屈服於它。」

「鬼叫你窮啊，頂硬上……」
「鬼叫你窮，鐵打的心肝，銅打的肺，立

實心腸去捱世……」
從當年 「魯藝」 學員黃准的回憶，也可證

明母親和這首歌對冼星海影響深遠： 「他上作
曲課時，經常講他自己的過去。他有一首
歌……就是他家鄉的歌，叫 『頂硬上啊鬼叫你
窮』 ，他經常唱這首歌，說是他媽媽教給他
的，他經常跟我們講他的媽媽、他的家……他
很親切，不像一般老師只講課，他會講很多故
事。」

冼星海事母至孝。一九三七年底在給母親
的信中講述了他要繼續投入戰爭救亡工作的志
向： 「別了，親愛的媽媽！」 「去保衛那比自
己母親更偉大的祖國。」

一九四一年秋，冼星海從蘇聯分別寄出給
母親和妻子的兩封信。秋天的蕭瑟，使身在異
國的冼星海益發思念親人，字字句句，都是關
切和掛念。給母親的信中還提及兩歲的女兒妮
娜： 「一天比一天聰明活潑，現在還會說話、
會走路、會玩耍……」 給妻子的信，家常之
言，深情滿紙： 「玲，匆匆別後不覺已屆兩度
寒暑，兩地遙隔，能不依依。時藉秋涼，尤望
加衣珍重……」

今年是冼星海一百二十周年誕辰。值此
「三八」 國際婦女節之際，謹以誠摯之心，向
黃蘇英、錢韻玲、冼妮娜，以及無數像她們一
樣平凡而偉大的女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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