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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播的《我的后半生》，到昨晚已播出
28集。这部根据王蒙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
编的36集剧作，由蓝小汐编剧，董富来执导，潘
戍午联合执导，大家熟悉并喜爱的黄澜担纲制
片人。3月30日起，该剧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
重磅登场，前天开始又在央视一套开播 。

儿女双全、三代同堂的退休高校文学系教
授沈卓然，在发妻离世后深陷思念与悲戚而不
能自拔，众人见状动议特别中秋晚会，劝说擅长
朗诵的沈教授出来贡献节目。后在热心老友斡
旋撺掇之下，沈教授开启相亲之旅而经历了新
的五味杂陈的情感历程。

不能不说，原著和剧情都写进与戳中了老
年人内心的最柔软处。更有张国立、佟大为、梅
婷、许娣、周野芒领衔主演，杨童舒、严晓频、丁
嘉丽、邬君梅特别出演，张丰毅、韩童生特邀主
演，牛飘、齐欢、沈佳妮、王真儿、郑卫莉、梁家桐
友情出演，这般架构与阵容的都市老年婚恋轻
喜剧，想不热都难。

这几年爆红的影视作品，多有济宁元素，比
如《流浪地球》和《运河风流》等等。这次《我的
后半生》，是我在播出之前就知道，济宁籍女歌
唱家、孔子后裔孔薇薇与张国立的对手戏，另有
剧集内外薇薇的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孔薇薇，孔子嫡系第78代后裔。高级工程
师，山东浙江台州商会副会长，原济宁九三学社
科技支社副主委，曲阜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红
领巾爱心助力团艺术顾问，中国诗歌春晚签约
歌唱家。

孔薇薇与张国立的对手戏

这次我没去片场，是在首播前的几天去了
孔乐坊的孔薇薇济宁工作室。剧中蹿红的薇
薇，用济宁话向我描述了剧情内外的故事。

痛别发妻的沈教授怎么也走不出来，老友
们背地里商量，这样老是闷着也不行呀，他不是
最喜欢朗诵吗，把他拉到咱的中秋晚会来。

人是拉来了，也被关爱与鼓励的掌声捧着，
有模有样朗诵了苏轼的“明月几时有”。若在平
时，中秋朗诵苏氏明月挺合适的，而此番的“起
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却让台下觉得味道有

些不那么对。
剧中的晚会现场，沈教授的孙子为哄爷爷

高兴，在台下给弄手机直播。而在家和办公室
看直播的子女们，一开始就隔屏看穿了“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后面藏着悲戚。儿子一声叹
息，女儿热泪纵流哭出了声。

果然，朗诵完了人却原地不动，中文系教授
嗫嚅着，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朗诵完了苏轼的
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
写的一首诗，墓——碑！”当时就乱了，“这大过
节的……”台下纷纷抨击教授的顽固。这剧情
没有人能不痛，想让老爷子走出丧妻之痛，何其
之难。

好在众望所归，晚会导演急令薇薇与对唱
男歌手上场。薇薇从观众厅后侧进入画面，笑
盈盈地引着搭档，行云流水般登上舞台，直接挡
在情真意切朗诵的沈教授前面。

这里有个不容置疑的动作，我没问薇薇是
导演设计，还是她自己的理所当然，她的右手抓
住教授胳臂，果断地向后拖拽。说“推开”是比
较礼貌的，看上去也像“拉到一边”。那潜台词
分明在说“下去吧您呐，现在是我唱”。在民俗
中，这是个撵你没商量的经典举动。音乐声起，
薇薇开唱“十五的月亮，升起在天空哟”。

这阵仗先把台下陶醉于直播的教授孙子搞
蒙了，教授也“哎哎，我这还没朗诵完呢……”边
遗憾且无奈地咕哝着，边被放声高歌的薇薇和
一众伴舞女孩挤下台去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人之常情，故去的人被
庄重地送别了，就不许丧亲之痛的活人再痛，哪
怕用了欢乐的方式。

我说薇薇蹿红，是因为这时的她一袭鲜艳
的中国红长裙，突如其来的节庆气氛顿时火了
全场。她替在场的人，尤其教授的友人们圆满
了“沈教授止痛”。这豪横的善意，再一次令剧
情内外之人动容。

这戏份设计在第1集，也是第一次将剧情推
向峰顶并由此成为转折，为教授相亲以及之后
的生活这条叙事主线，做了巧妙的强力暖场。

剧集是去年6月在南京开拍的，薇薇在离开
片场至首播的9个月里，也不止一次感慨，“那场
中秋晚会的戏，我被张国立老师的表演所感

染。他进入角色那么深，我按剧情把他推一边，
只顾自己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竟然忘了他是
大牌明星了。当我在首播时看到这一幕，觉得
自己那时怎么那么大胆啊，现在想想有点后怕
呢！”

回看那组镜头，薇薇撵人下台真的不由分
说，干脆利落，却让所有人觉得太符合心意了。
那老教授好不容易给从家里骗来，却还是走不
出、放不下，这也为后面大家给张罗对象的剧情
埋下伏笔。

拍这场戏时，黄澜一直看着场外的监视
屏。薇薇演完下台后，她微笑说：“台风很好，表
演自然，敢与张国立演对手戏，很棒！”能被黄澜
点赞，薇薇特别欣慰。眼前的黄澜，是中国女性
电视剧制片人，继黄菡之后的《非诚勿扰》合伙
人，十几年来出任众多剧作主演、导演、制片人
与评委，她对演员的要求之高，堪称苛刻。

本也是黄澜做的红娘，推荐薇薇来《我》剧
组。之前两人有一次偶然相逢，黄澜坐下弹起
钢琴，薇薇自然随着旋律歌唱，她的歌让黄澜印
象很深。

去年的6月21日，薇薇接到剧组参演通知，
由曲阜东站登上去往南京南的高铁。事先她约
了客串群演的杭州表妹黄亚明，相差半小时到
的南京站，姐妹俩由专人开车接回了剧组。

临阵修改的“撵人”细节

在去南京的路上，薇薇接了执行导演向成
美微信发来的伴奏，希望她能试一下剧中演唱
的《敖包相会》。但这时，属于薇薇的个人空间
也就一个高铁座位，只好先在心里揣摩。

剧组接站时，就给了姐妹俩剧本，开始一路
熟悉剧情。到了酒店，更是未有怠慢，一边看剧
本，一边打开伴奏试唱。熟悉的旋律中，薇薇想
起老师刘欢欢说的“唱歌的时候，声音位置要统
一”。试了几遍，上高音不挤，下低音扎实，特别
是唱到“云彩”的“彩”，低音要能顶托平稳。又
练了几遍，还是不敢休息，一直把这《敖包相会》
带进了梦里……

第二天早8点50分，剧组来车接去片场。
这时的薇薇有一桩心事——找到对唱的“另一
半”。那位男歌手，是南京的一位歌唱家。有趣
的是，剧中的他是薇薇的先生。现在，薇薇想象
着，期待中他的样子一定帅帅的，西装革履，风
度翩翩。

片场外面，除了几辆大型的化妆车，也没几
个人。不多时，远处走来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
翩而帅帅的男士，一副东张西望急着找媳妇的
样子。远远望见心中的爱人，他向薇薇走来，却
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薇薇先问，“你是演那
个……男的吗？”对面高兴地说：“我是。”接头
暗号对了，正想再聊几句，副导演来催，两人分
头化了妆，找到一间休息室，赶在拍摄前练了几
遍。上午彩排结束后，歌唱家夫妇又在休息室
重逢候场。

剧情里的细节，是有可能随时变化的。男
女对唱的经典歌曲《敖包相会》，本是男声唱首
句，而在剧本中却是女声先开头。

现在想来，这改动非常棒。因为要赶沈教
授下台，薇薇来撵人，即便相当果敢，也显得剧
情柔软些，教授又能奈何。换了先生来撵男教

授，至少会发生口角，然后推搡，然后拳脚相加、
大打出手才比较合乎情理，那岂不让沈教授雪
上加霜吗？

薇薇赶教授下台的戏份，本来并不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情景。按照剧本的细节，沈教授朗
诵《墓碑》惹来非议时，薇薇上场对教授的孙子
说“快把你爷爷扶下去”。

拍第一遍的时候，老戏骨张国立对薇薇说：
“你不要说让我孙子把我扶下去，这样不好。我
正朗诵，你把我喊下去，这样不符合情理。你就
来唱，我就只能被迫下去。”薇薇觉得，张老师这
样改，更加符合生活的真实。按张老师说的演
了，薇薇也表现得底气十足，整场戏份极为流
畅，更接近生活的本真。

薇薇后来回忆说，当时完全被张国立老师
的演技所感染，以至入戏太深。在他被迫下台
后，她瞬间觉得自己做错了，搅了别人的场子，

“张老师演得太像了，完全跟真的一样。他演得
真好。”直到回了济宁好久，薇薇还在剧情中，觉
得做了一件错事。

剧名本是《老爸去相亲》

因为隔了清明假期，我对薇薇的采访时间
前后大约3周。这样我反倒获取了更多“情报”，
其中一条就是：正在热播的《我的后半生》，剧名
本来是《老爸去相亲》。

整个拍摄期间，剧名都是《老爸去相亲》，直
到拍竣各自返程。改名的事，只有剧组核心人
物知道。4月9号薇薇发来信息说，她的男搭档
只知道《老爸去相亲》，对更名《我的后半生》一
无所知，都已经开播了，他还在等《老爸去相
亲》，当然等不到了。

薇薇突然想起这事，发了《我的后半生》视
频给先生，那边如梦初醒，“激动坏了”。我最早
知道更名，是在4月4号。那天薇薇说，片名《老
爸去相亲》是表哥黄亚洲题写的。直到即将播
出，片名改为《我的后半生》，黄亚洲重新写了新
的片名。

薇薇很欣赏作家、书法家表哥题写的片名，
而她自己擅长的，则是不同书体的“福”字。殷
允岭560余字短文《并蒂“福”咏》，在写到画家孔
维克时，有“他的胞妹薇薇君，竟也以写‘福’为
乐”句。其中的“薇薇君”，即孔薇薇。文中亦有
薇薇的表姐，“黄亚瑟，人称‘江南才女’，天堂杭
州的书法名家。”而在4月9号，薇薇兴冲冲地告
诉我，昨天晚上播出的《我的后半生》，屏幕上看
到黄亚瑟写的“师大百年”4个字了。

薇薇有时讲到一些家事，几次骄傲地说起
妈妈，也就是《并蒂“福”咏》中的“满襟勋章、抗
美援朝立功的军医母亲”。想当年，豫剧表演艺
术家常香玉倾情义演为志愿军捐赠飞机，在仪
式上向常香玉献花的那位20岁女军医，就是薇
薇的妈妈。

在这里想起一句老话：机会总是为有准备
的人准备的。薇薇从最初的“理工女”一步步走
来，成为文艺文化舞台的翘楚，其中的艰辛只有
那一段段过往去记录与陈述着。就像张国立演
绎的已届七旬的教授沈卓然，一些看似偶然的
事，有哪件不是人生常态的悲欢。

偶然是机会或者遭遇，更是每一个生命需
要经过的必然。

11日上午，偶然读到“Vista看天下”8日发
布的《“70岁老头被四个女人狂追”成爆剧，张国
立演上男版刘亦菲了》。此文在陈列精彩桥段
时，再次撷取了薇薇推走沈教授的视频，她的此
番蹿红，无疑是原著与剧情乃至文学鉴赏亦即
观剧体验的一种必然。

无论是写人的短文，还是叙事的长剧，我们
都在其中读到了人世悲喜、岁月沧桑，更是倾听
到了前行的铿锵。

我们来回味《我的后半生》的片尾曲。
它们是《今天你走一万步了吗》，这声音是

流动的诗；它们是《轻轻放下》，这情景是凝固的
画。它们是从起点到终点的休止符，它们是从
黑夜去拂晓的启明星……

①孔薇薇有请沈教授下台②③黄亚洲题写
的两度片名④剧情中出现的黄亚瑟书写的“师大
百年”⑤孔维克、孔薇薇兄妹参加央视三套综艺
节目⑥孔薇薇和妈妈在《大王小王》栏目“八一”
建军节特别节目现场

热播剧《我的后半生》与孔子后裔的故事
成岳

辽阔的华夏大地，孕育了四段令人肝肠寸
断、刻骨铭心的爱情传说：牛郎织女的天河相
隔，白蛇与许仙的人妖情缘，孟姜女哭倒长城的
悲壮，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生死相随。

响彻东方、震撼世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故事起源地，在济宁市区东南15公里的微山县
马坡镇。

梁祝的故事，在历代官方正史及典籍中，鲜
有明确的记载，只从东晋起，点点滴滴见于野
史、传说、词赋之中。

近两千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被多次“迁
居”，梁祝籍地与故事的发生也因此而引起争
议。然而，马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流传的梁祝
传奇，如同古老的诗篇，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口
耳相传，从未褪色。

梁祝的故乡就在这里

1952年秋天的一场意外发现，让梁祝的故
事在马坡镇再次备受瞩目。一群民工在白马河
挖到了一块明代石碑。这块石碑高1.8米，宽
0.84米，上刻碑文26行，正文758字，全文841
字，虽然历经沧桑，但字迹清晰可见，详细记载
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2003年春天，济宁市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
带着对历史的敬畏，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
他们的每一次发掘，都是与古人的一次深刻对
话。明代重建梁祝祠庙的香案桌，与记载中“梁
祝墓记碑”尺寸相合的墓碑，还有深埋地下的砖
石与瓦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梁祝故事的篇章。

经过对碑文的研究及对历史的追溯，早在

1516年，即明朝正德十一年，钦差大臣工部右侍
郎都察院御使崔文奎一行人来到微山马坡。在
察看河道时，探查出一座破败不堪的千年古
墓。经过比对勘察发现，竟然是流传千年、脍炙
人口的梁祝爱情故事主人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
合葬墓。钦差崔文奎感慨万千，上报正德皇帝
后奉旨重修梁祝墓，并立碑纪念。

五百年沧海桑田，时光流转到1976年。当
地开垦农田，整理河道，梁祝墓碑连同其他古坟
被一同平掉，这块一人多高的墓碑再次埋入黄
土。又过了20年，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文
物部门根据史料记载，对这块墓地进行勘探，找
到了具体埋藏地点。但由于当时的保护条件有
限，再次将其深埋，直到2003年的出土仪式，这
块墓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虽然久埋于地下，但碑上的刻字依然清晰
可见。碑文详细记载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身
世、故事和重修梁祝坟墓的经过，并多次提到

“九曲村”“西庄”等马坡镇现有村名。

一碑解密马坡梁祝故事

碑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记录了
当时微山湖一带流传的梁祝爱情故事，并以崔
文奎的名义将梁祝故事归结为“天理人情之
正”，祝英台外出求学“以谢亲忧，笃信好学”“三
年衣不解”，以及最终的舍生取义，皆是符合孔
孟礼仪和教化的。碑文的后半部分则备述立碑
的盛况，也同时表达了当地文人雅士对于梁祝
爱情的羡慕和向往。

据碑文记载，祝英台家虽然富有，但其父祝
员外“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因没有儿
子，没人可以外出读书，整日“咨叹不已”。祝英
台为解父忧，“冒为子弟”“毕竟读书可振门风，
以谢亲忧”。

“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
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详

尽说明梁祝二人柳荫驻足相遇，相见后情投意
合，便一同到峄山读书。

在峄山读书的时光，二人“昼则同窗，夜则
同寝”。为掩饰女子的身份，祝英台三年衣不
解，憨厚善良的梁山伯竟然从未察觉。一天，祝
英台思乡回家，梁山伯应邀随行，才知祝英台竟
是女子，顿觉懊悔不已。分别后不到一年，“疾
终于家，葬于吴桥东”。而后，祝英台眼见马家
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生取义，悲
伤而死。乡党士大夫们被祝英台尊父至孝及对
梁山伯矢志不渝而感动，为二人修合葬墓。

岁月长河中，崔文奎曾有一次奉命总督粮
储，路过荒凉的梁祝坟墓，慨叹之余，上报正德
皇帝后奉旨重修，并立碑纪念。从崔文奎向正
德皇帝“书以奏名”得到皇帝批准“奉敕”，到“丁
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林郎知
邹县事古卫杨环书，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
五经博士孟元额”，可以说修缮梁祝墓之事，上
至明朝皇帝、中央官员，下到地方官及当朝名士
都参与了此事。梁祝故事发生地及二人故里所
在，得到了明朝官方确认。

化蝶惊世界，真爱永流传

随着对碑文记载的解读，世人对梁祝的故
事有了更加清晰的领悟，也成为梁祝故里在马

坡的力证。然而，关于梁祝的籍地和故事的发
生地，至今仍存在着争议。全国有多处梁祝坟
墓，其中济宁就有两处：一处是马坡梁祝墓，另
一处是嘉祥梁祝墓。

经考证发现，嘉祥梁祝墓其实是清代戏曲
理论家焦循误将马坡梁祝墓收入《戏说》中而错
写成的。因此，在全国比较著名的9处梁祝墓
中，其中重量级的占4个：浙江宁波、江苏宜兴、
河南驻马店和山东济宁。

济宁马坡镇何以成为梁祝故里的有力竞争
者？这还要从石碑上的碑文说起。碑文中明确
记载：“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钜富，乡
人呼为员外……”这表明祝英台的家就在济宁
九曲村，而九曲村距离马坡镇不远，因此马坡镇
成为梁祝故里的说法也就更符合逻辑与情理。

年逾古稀的杜庆友老人，提及幼时常随父
亲漫步于梁家林，那里不仅安葬着他的祖辈，也
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在一次寻常的淘井
时，当井水渐渐显露真容，一段尘封的历史也随
之浮出水面。那古砖古瓦，仿佛是时间的信使，
诉说着梁祝墓地下曾有的辉煌建筑。

盛春荣老人忆起少年耕地时偶然触碰到古
兽残骸，那是梁家林北边古屋脊上的遗迹，无声
地讲述这片土地的沧桑。

两位老人的记忆，如同拼图中的板块，缓缓
聚集出梁祝墓地之下建筑的轮廓。它们或许建
于明正德十一年之前，又或许在那一年重建。

梁祝初见处关乎籍地之谜

除了石碑和坟墓之外，马坡镇还保留着许
多与梁祝故事相关的遗迹和文物。古老的大吴
桥，是传说中祝英台求学的必经之路；那片郁郁
葱葱的柳荫相会处——黄路桥村，是传说中梁祝
初遇而一见钟情的地方；更有散落在民间的古老
传说与歌谣，串联着梁祝传奇般的爱情经历。

梁祝墓西南曾有大吴桥，附近有一片古老

的林地，被当地人称为“梁家林”。这里便是梁
祝墓所在地，也是那段凄美传说的归宿。

清初之时，这里便有了人烟，而村后，一条
古吴河静静流淌，东西方向延伸。河上，一座古
桥静静伫立，岁月在它身上刻下了斑驳，也赋予
了它无尽的故事。

乾隆南巡之时，曾途经此地，见吴河上小桥
破烂，便命人修葺，更添十八龙头，威武壮观。
只可惜，古吴河断流，淤积成涝洼地，但那石桥
屹立不倒，桥孔、桥墩、龙身，仿佛在诉说着那段
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黄路桥的周围，村落星罗棋布，但鲜有早
于元代的遗迹。于是，人们开始探寻，梁山伯的
籍地究竟在何方？根据传说与考证，梁山伯与
祝英台相遇之地，应在黄路桥的正西或西南方
向。马坡镇南部与鲁桥镇北部，成了人们关注
的焦点。

鲁桥镇，一个因鲁班所建古桥而得名的古
镇，东依白马河，西临南阳湖，南北狭长，东西狭
窄，捕鱼、养鱼的传统源远流长。在“中国乌鳢
之乡”鲁桥镇深挖的乌鳢养殖池中，人们时常能
挖出墓葬、遗址，但多为近代之物。唯有新挑河
村，挖出了汉代及宋明时代的墓群与寺庙、村庄
遗址，为梁山伯的籍地之谜提供了一丝线索。
根据考证，接近柳荫相会处以西的村庄，汉代时
仅有4个，梁山伯或许就来自两城西茅城村，即
今日的两城村。 ■赵泽文 摄影

几番“迁居”：马坡是梁祝传说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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