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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的写作，始
于一次偶然的见面。

2019年6月16日上午，
船政史学者陈悦带着四川日
报记者王国平到马尾船厂找
林樱尧，当时，陈兆锵后裔陈
榕、陈欣也在。畅谈后，五人
在钟楼旁合影，这座钟楼恰
是时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
锵主持修建的。

这次见面给王国平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
在对陈榕进行采访时，后者
所述的家族历史激发了他

深度写作的欲望：“陈兆锵
作为福建海军轮机官员的
代表，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
的人物，他不应该被遗忘。”
陈悦也认为，这么一位重要
的海军将领，他的生平却缺
乏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十分
可惜。他介绍道：“这本书
最初是由林樱尧老师牵头，
我认为对于纪念和介绍历
史人物而言，最好的形式还
是传记。”于是，一段耗时三
年的立传之旅拉开了帷幕。

《曾经沧海》所依据的

史料翔实丰富，主要由两岸
的历史研究者共同挖掘。
陈悦说道：“我们在一些研
究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很多
新史料，如民国海军部档案
中的陈兆锵个人履历，清楚
记录了陈兆锵在海军的经
历，也解决了以往围绕陈兆
锵一些海军任职细节的争
议。”

王国平告诉记者：“当
时，昭忠祠只剩下半块石
碑，另半块可能从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不见了，史

上也没有记载。这次，我们
把这块整个石碑的原文找
到了，这是非常珍贵的。”他
还介绍了其他特殊的资料
来源：“后裔口述历史，我们
会考证后采用；一些散见于
《李鸿章全集》或早期档案
汇编中的资料，我们也系
统地汇集了起来。”正是秉
持着这种求实的态度，《曾
经沧海》一书以精炼的文
字、可靠的史料价值为中
国船政研究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郑老师是中国第一
位女指挥家，她的指挥
经验对高嵩而言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以前
年轻时她会每一场指导，
现在我也四十了，老师也
没精力管我，但只要她看
到我在指挥，就会和我提
一些建议：这个地方做得

不够好，那个地方可能这
么做会更好……就像一
棵小树，成长的过程中，
没人修剪，就会长歪，我
的老师会在合适的时候
给我修剪一下，让我向
更正确的方向去生长，
我觉得我的老师对我来
说，就是一个鞭策者，也

会时不时地让我照照镜
子。”

高嵩一直说接过郑小
瑛老师的指挥棒“压力山
大”：“压力是觉得自己做
得不够好，不够完美，同时
也是动力，有老师这个榜
样立在那里，我做任何事
都会想，如果是郑老师她

会怎么做，遇到困难郑老
师是怎么过来的。人不应
该在太舒服的环境中成
长！”

这也是郑小瑛通过
《茶花女》这出经典歌
剧，想教给年轻的音乐
艺术家们如何做人、做
事的方式。

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在福州受追捧

指挥家郑小瑛弟子高嵩的“四十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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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陈悦、王国平新书
《曾经沧海——近代海军名将陈兆
锵》亮相第十三届海峡两岸船政文
化研讨会。该书是陈兆锵后裔推
动，由海峡两岸的历史研究者合力
搜集史料，后经陈悦、王国平以学术
方法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和写作而
成的。中国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林樱尧认为，本书的问世为近
代海军后裔整理、研究、公布人物历
史提供了生动范例。

近日，海都记者采访了该书作
者陈悦、王国平，听他们聊一聊《曾
经沧海——近代海军名将陈兆锵》
背后的故事。

今年，我国完全自主
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
空母舰福建舰顺利下水，
而据《曾经沧海》记述：“陈
兆锵主政船政局期间，竭
力支持海军航空事业，在
马尾创造了中国的航空工
业，而他曾主政的江南造
船所在 1922 年建造出了
由船政局设计的‘水上飞
机浮站’，标志着那时的中
国人对于航母这个装备就

有研究和追求。”
陈悦说道：“福建舰下

水是我国在向海图强征程
中取得的又一个伟大的成
就，建造强大的军舰，使我
国的海上力量日臻强大，守
卫我们的海权，这是我们的
梦想，也是陈兆锵等一代代
历史上中国海军军人的梦
想，从这个意义而言具有传
承的意味。当100年后003
航母下水，命名为福建舰，

举国振奋，这更是值得有近
代海军摇篮之称的福建为
之骄傲的。”

作为《曾经沧海》的作
者，陈悦认为：“陈兆锵是船
政艺圃学徒和近代中国海
军轮机军官中的佼佼者，在
近代海军历史上留下了深
刻的印记，体现了他对海军
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由衷
的热爱，以及对国家民族的
忠诚。”

如今，船政愈发引起国
人的关注。在福州昭忠祠
路边上，许多游客、军事爱
好者、普通市民，将福建舰
的照片打印出来，放到碑
前，以慰先烈。“很多人已经
意识到，船政的多年设立，
实际上是我国不断追求救
国道路的象征；而陈兆锵，
正是这条船政救国道路上
不可忽视的一环。”王国平
这样告诉记者。

“郑小瑛老师告诉我，选择指挥这条路，一定会
荆棘丛生，路上不会只是鲜花、掌声和聚光灯。”8月
27日—28日，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携手福州海峡
交响乐团，在福建大剧院上演经典歌剧《茶花女》中
文版。

福州观众的热情超过了预期。演出前的导赏，演
出后的交流，93岁的指挥家郑小瑛带着一班年轻的主
创团队亲力亲为，和观众们交流什么是“洋戏中唱”、为
什么要“洋戏中唱”，《茶花女》说了什么故事，怎么欣
赏这部歌剧。因为她知道福州的观众是冲着她郑小
瑛的名头来的，当然也是冲着经典歌剧《茶花女》来
的，所幸这拨年轻的主创没有让福州观众失望。

40 岁的高嵩是郑小
瑛的弟子。本科毕业之
后，高嵩找到郑老师。“第
一次面试当时我太稚嫩，
郑老师指出我很多问题，
我以为她会拒绝我，没想
到她说：‘收下你吧，好好
学！’”那时高嵩是欢心雀
跃的。“当时整个人都蒙
了！”

东北姑娘高嵩在厦
门读完郑小瑛的硕士之

后，开始在郑小瑛工作
室任指挥，此后又在福
建省歌舞剧院做常任指
挥，再之后去了天津音乐
学院，郑小瑛歌剧艺术中
心正式挂牌之后，她又回
归做常任指挥，同时在天
津音乐学院任教。忙忙
碌碌地奔波，一晃眼到
了 40 岁不惑之年，高嵩
觉得“这几年的奔波太
值得了”。

从 2007 年开始高嵩
一直跟在郑老师身边，
她 觉 得 最 大 的 收 获 是

“做人”：“她是艺术家，
她的心里永远把观众放
在第一位，把普及音乐
作为首要任务，她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
人来喜欢古典音乐，就
像她做‘洋戏中唱’，歌
剧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自我欣赏，或者满足小

部分人群的需要，而是
希望更多人能够走进剧
场，来欣赏歌剧。”

高嵩的另一种收获
是态度。“郑老师面对过
很多困难，包括三次与病
魔的抗争，她始终锲而不
舍。我发现郑老师遇到
困难，首先想的是怎样去
解决、怎样去做，她从不
会沮丧，永远是向前看的
那个人。”

最大的收获是“做人”

郑老师就是鞭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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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历史的海权梦想 倾听中国船政的跫音

钟楼旁的一次相遇 开启三年立传之旅

从左至右分别为：指挥高嵩、监制郑小瑛、导演王杰和
女一号女高音顾文梦

歌剧《茶花女》剧照

从左至右：
林樱尧(本书发
起人)、陈欣(陈
兆锵曾孙)、陈榕
(陈兆锵嫡孙)、
陈 悦 ( 本 书 作
者)、王国平(本
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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