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泸州市90岁老人杨必宏
在当地游泳协会的“保驾护航”下，历时
近一小时横渡长江，全程来回近6公里，
中途变换了自由泳、蛙泳、蝶泳和仰泳4
种泳姿。老人希望用这种方式迎接自己
90岁生日，表达对游泳运动的喜爱。

9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
访到了杨必宏老人，老爷子脚步稳健、声
音洪亮、口齿清晰，让人难以相信他已九
旬高龄。老人告诉记者，纪念80岁生日
时，他在长江完成了漂游，如今90岁实现
了横渡长江的愿望，他还有个目标，希望
活到100岁时能再次畅游长江。

心愿
90岁生日横渡长江

9月11日，退休后定居广西北海的
杨必宏，专程回到家乡四川泸州，此行，
他要完成自己90岁的生日愿望——横
渡长江。

早在十年前，也就是杨必宏 80岁
这年，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他就
曾和朋友在长江里完成了8公里的漂
游，以此纪念自己的80岁生日。

而随着90岁越来越近，杨必宏的愿
望越来越明晰——横渡长江。89岁生
日刚过，他就开始谋划。泸州市游泳协
会副主席刘宗北等人获悉后，帮助老人
实现愿望被正式提上日程。

“这个年纪横渡长江，放在泸州
乃至四川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刘
宗北说，90岁高龄横渡长江并非异想
天开，除了要综合考虑老人的心理、
技能和体能过关，还要做好充分的安
全保障。

基于此，泸州市游泳协会组织了
20人组成的安全队，包括经验丰富的
16名队员陪同老人横渡长江，还有 4
名桨板手跟随。

如愿
耗时近1小时往返游近6公里

9月12日，在泸州市游泳协会前主
席尹志平等人的陪同下，杨必宏在长江
中试游了30分钟。“熟悉的感觉，完全没
问题。”结束试游的杨必宏胸有成竹。

9月13日下午5时许，在亲朋好友
的见证和游泳协会的帮助下，杨必宏从
泸州瓦窑坝的游泳基地下水出发，约一
个小时后，成功横渡长江的杨必宏游回
东门口上岸。

“现在是丰水期，水流比枯水期至少
快一倍。”全程陪同杨必宏的尹志平介

绍，当天，他们涉水的整个江面宽度在
500米至700米，老人此行并非仅是单程
横渡，而是有来有回。特别是回程经过
一个急转弯的水域，是江水流速最快的
区间，杨必宏需要逆行游出去，对其心
理、体能和技能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他心理素质很好，体能和技能也完
全没问题。”尹志平直言，自己全程几乎
一刻不停地关注老人呼吸和表情变化，
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水域，老人依然没有
表现出异样。尹志平形容，整个横渡过
程，老人可谓气定神闲、怡然自得。

令大家吃惊的是，在横渡过程中，杨
必宏还自如地展示了蝶泳、仰泳、蛙泳和

自由泳四种泳姿。“蝶泳还蝶得起来，自由
泳也有速度。”尹志平等人赞叹不已。刘
宗北被老人横渡长江的精神深深打动，

“对我们游泳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极
大的鼓励，他也是我们学习的目标。”

新目标
100岁时能再游长江

“我在水里游1公里，比在路上走1
公里要轻松得多。”9月 16日，和记者
谈起游泳的感受，杨必宏老人打开了话
匣子。

“我是长江边长大的孩子，五六岁就
掌握了游泳技能。”杨必宏说，自己从小
喜欢游泳，还曾是泸州早期的游泳教练
员，受他影响，三个子女的职业也和游泳
相关。

年轻工作时，因时间不定，杨必宏没
能坚持每天锻炼游泳。退休后，定居北海
的他，将游泳这一爱好坚持到了极致。尽
管已经90岁高龄，但他仍保持两天游一
次1000米，“时间控制在38分钟左右。”

老人说，80岁时，他在长江完成了漂
游，90岁横渡长江的愿望也实现了，他还
有一个目标，希望到100岁时能再次畅
游长江。

“我身体没啥毛病，血压、血糖和血
脂也都是正常的。”在杨必宏看来，健康
的体魄离不开自己多年来的锻炼，特别
是坚持游泳。他希望越来越多人爱上游
泳，像自己一样拥有快乐的人生和健康
的身体。

“游泳是很好的健身运动，但也是高
危运动。”刘宗北特别提示，在江河湖泊等
公开水域游泳有着很大的风险，因此，一
定要做好自身的安全保障，“例如要评估
自己的体能和技能，携带安全设施。”如果
没有专业人士陪同，切不可冒险尝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庆

▲杨必宏老人横渡
长江。 受访者供图

◀杨必宏老人（左
二）实现了90岁横
渡长江的愿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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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最硬核“90”后横渡长江
新目标：希望100岁时还能再游长江

《芙蓉花仙》演出照。魏扬 摄

“天府之国人间好，风送芙蓉千里
香。”9月14日晚，四川省川剧院带来的
经典剧目《芙蓉花仙》，作为第六届川剧
节暨四川省第二届川剧汇演开幕大戏，
惊艳亮相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如梦似
幻的舞台、飘逸出尘的舞姿、悠扬清亮的
唱腔，唱念做打间的韵律之美，将川剧魅
力诠释得淋漓尽致。

演了44年
复排之后经典再现

《芙蓉花仙》取材于神话爱情故事，
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新都县川剧团
根据传统川剧《花仙剑》改编，在内容和
形式上均进行了大胆创新，极具观赏性
和艺术性。全剧围绕主人公芙蓉与书生
陈秋林之间的仙凡之恋，展现了芙蓉“温
柔刚强、不惧寒霜”的高尚品格，表达对
压迫的反抗和自由的向往。

该剧自1980年3月8日首演后，立
即轰动全国，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创下了一部戏剧上演4700余场的纪录，
成为推进川剧振兴的一个文化符号。44
年后，四川省川剧院复排演出该剧，由四
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
林担纲艺术总监，让经典剧目绽放出新
时代光彩。

9月14日晚，大幕甫一拉开，观众就
被带入到了一方仙境。身着华服的川剧

演员们翩跹起舞，飘逸出尘。“芙蓉”扮演
者、梅花奖得主张燕时隔20多年后，再次
演绎这一角色，她以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
唱腔，将“芙蓉”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我是第五代‘芙蓉’，开始演的时候
才20岁出头。这部经典剧目再次推出
来，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集唱念做打
舞于一体，‘芙蓉’的功夫太多了，从头到
尾，特别考验人，所以想把这个戏传下去
确实有难度。”

令张燕欣慰的是，此次有不少 95
后、00后年轻演员担纲重要角色。“我们
从小是由老艺术家培养起来的，现在又
把老师教我们的传承给新一代年轻人。
戏曲就是活态传承，需要口传心授，一点

一点地传下去。我们先打个样儿，希望
年轻人能够接好这个接力棒，继续把《芙
蓉花仙》等优秀剧目传下去。”

戏曲传承
“年轻就是优势”

剧中饰演男主角“陈秋林”的青年演
员王子豪，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坦言：角色很经典，饰演有压
力。“接到这个角色时，我非常紧张，但压
力能带来动力。虽然跟老师们比还有很
多不足的地方，但我会不断揣摩、磨合，
把角色诠释得更加出色。”

在王子豪看来，“陈秋林”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小生。“他有很多功夫戏，绝活

很多，甩发、倒僵尸、褶子功、扇子功，比
较难的是舞完、动完之后又得唱，需要调
整好自己的呼吸跟嗓音，把握好每一场
人物性格的转变。我现在就是先学习、
模仿老师，原汁原味地传承好，然后再

‘化’成自己的东西。”
王子豪口中的老师，就是川剧表演艺

术家、梅花奖得主肖德美。曾演过上千场
《芙蓉花仙》的肖德美，与张宁佳、陈富燕、
喻海燕、张燕等四代“芙蓉”均有过合作。

“演出频率最高时，一天演三场，这个戏让
我收获很大，对我的影响很深。”肖德美告
诉记者，为了诠释好“陈秋林”，彼时20多
岁的他常常到桂湖公园体验、琢磨。“戏曲
语言中，水桶是空的，但我要在表演中让
观众感觉到水桶有重量，就到桂湖公园打
满水，慢慢找洒水、浇花的感觉。”

剧中备受好评的扇子功、褶子功等，
也是肖德美融合传统功法的创新展现。
如今，看到弟子演绎自己曾经的角色，肖
德美感慨万千：“能借助川剧汇演这一平
台，让年轻人展示经典角色，机会非常难
得。可能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达到我们
的演出水平，但年轻就是优势。他们可
以在演出中不断打磨，再通过老师、观众
的反馈，不断提升自己，一次比一次好。
这部戏作为我们川剧经典剧目，老少咸
宜，希望老观众喜欢，新观众也会喜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44年上演4700余场

《芙蓉花仙》亮相四川省第二届川剧汇演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