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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陈媛老师不爱装饰

自己，素面朝天却也端庄雅致。清

新 自 然 是 她 的 品 性 ，一 如 她 的 艺

术，天然雕饰，芳雅不俗。与她交

谈，你会被她从内而外的艺术修养

感染，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她对戏曲

尤其是对柳子戏的痴迷。

谈及自己塑造的角色，她仿佛

旁若无人，又沉浸在曾经的故事情

境里，念上一段道白或哼上两句唱

腔，艺术的魅力可超越一切语言，

在她即兴的表演引领下，你会不自

觉地跟随她走进剧中人物，体验剧

情悲欢。

一切超凡脱俗的艺术花朵，皆

需澄明心境下的精心培育，亦需以

坚韧执着促成其完美绽放。“要想

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这句戏

界老话，对于陈媛来说绝非虚言。

为演好新戏，她曾梦中醒来仍惦念

着 角 色 ，又 读 了 一 遍 剧 本 方 肯 入

睡；为录制《江姐》，她从手术台上

挣扎着回到演出现场，并与医生签

好协议，约好“下戏”之后再去看病

……这便是陈媛的艺术精神，正因

这 种 拼 搏 努 力 ，她 才 能 在 剧 坛 揽

胜。

艺术之花馨香满园，陈媛却从

不骄傲。艺无止境，于戏外她亦多

方 撷 取 ，博 纳 众 门 类 精 华 。 这 些

年，她醉心书画，画梅花、画牡丹、

画山水……虽无老师指点，但从她

的一幅幅画作中，仍能看到她不俗

的素养和深厚的功底。国画与戏

曲的境界相通，虚实相生、意境悠

远，从两者兼具的写意精神中，陈

媛深有体悟。她说，兼习书画，对

她以后的创作和表演将有极大帮

助。

对艺术的痴迷，使陈媛专注于

艺术一域。一切努力皆为舞台表

演的尽善尽美，能为观众奉献艺术

精品，是她最大的乐趣。怀着这种

质朴情感，陈媛将在挚爱的艺术苑

地里继续耕耘。

艺术之花 芳雅不俗
孙丛丛记 者 手记

—访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2届文华表演奖得主陈媛

陈媛，国家一级演员。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2届文华表演奖得主。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山东省省级非遗（柳子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闺门旦。曾在《孙安动本》、《玩会跳船》、《关羽斩貂蝉》、《金箭媒》

等剧目中担任主角，并主演新编历史剧《风雨帝王家》、现代戏《江姐》等。

陈媛出生于山东济南。她的父亲陈

绍瑜是当时济南的京剧名票，每天早上，

他必像专业演员一样喊嗓、吊嗓，还时常

排练剧目，登台演出。从小跟着父亲

“泡”票房，耳濡目染，陈媛小小年纪就对

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梦想着将来有

一天能像专业演员一样登台表演。很

快，陈媛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在母亲单

位组织的一次联欢会上，年仅 5 岁的陈

媛大方地演唱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

“小常宝”的唱段，她清脆亮丽的嗓音，

一招一式的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既

然对戏曲感兴趣，父母就找了老师帮我

练基本功，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起床，

下腰、压腿，七点去上学，放学回来再接

着练。”伴着每天几个小时的基本功训

练，寒来暑往，几度春秋，陈媛的少年时

光就在日复一日的刻苦努力中度过。

一日，陈媛在练功时被收音机里播

放的戏曲选段吸引。“当时，我觉得那段

音乐简直太美了，听到最后才知道那是

柳子戏。”作为中国古老剧种之一的柳

子戏，唱腔音乐旋律丰富、别具一格，曾

有人形容它的演唱特点为：“小旦唱得

颤微微，小生唱得云上飞，青衣哎哎水

中漂，花脸横磨声如雷。”柳子戏以独有

的剧种魅力吸引了陈媛，从那时起，她

暗下决心做一名柳子戏演员。

陈媛聪明伶俐、秀外慧中，加上她

勤奋刻苦练就的一身功夫，报考山东省

柳子剧团时，她的表现令剧团老师大喜

过望。1976 年，16 岁的陈媛被山东省柳

子剧团正式录取。鉴于她功底扎实，又

勤于钻研，剧团让她越过了学员期，直

接成为正式演员。

在山东省柳子剧团，陈媛的开蒙老

师是李松云，第一出开蒙戏是传统戏

《观灯》。“《观灯》是一出小戏，戏虽小但

表演难度不小，它要求演员唱、念、做、

舞，技巧齐备。”陈媛回忆说，李松云老

师教戏以严谨著称，大到唱腔、身段，小

至眼神、表情等，若不能达到她的要求，

则需从头再来。“为学好这出戏，无论吃

饭还是走路，我都琢磨着老师传授的一

招一式。老师每有演出，我就躲在幕后

仔细观看。”凭着刻苦努力和悉心学习，

陈媛把这出唱做繁重的《观灯》继承了

下来。在 1980 年举办的“山东省青年演

员戏曲大赛”中，陈媛以甜润的嗓音、娴

熟的技艺，把剧中主角胡秀英塑造得传

神灵动，在她的演绎下，一个空闺寂寞

的佳人形象呼之欲出。凭借此剧，陈媛

获得了“山东省青年演员戏曲大赛”表

演二等奖。

才华初绽

在艺术上展露才华，陈媛并未过于

欣喜，她更加孜孜以求地钻研学习。为

了拓宽音域，提高演唱水平，陈媛主动

学习声乐，探究乐曲中的喜怒哀乐，体

会音乐的旋律特色。经过艰辛努力，她

的声音更加清脆悦耳，唱腔亦更婉转动

人。

后来，为精进技艺，陈媛又拜柳子

戏表演艺术家李艳珍为师。在李艳珍

的 口 传 身 授 下 ，陈 媛 学 习 了《玩 会 跳

船》。该剧是吃功戏，载歌载舞、轻松活

泼，对演员要求极高。学戏的过程中，

陈媛把老师的一举手一投足乃至一颦

一笑，都铭记在心，仔细揣摩。“通过老

师的启发，我借助行当特征表现主角

‘白月娟’的形象，从人物内心出发，通

过她既喜又羞、虽笑还愁的情绪变化，

传递这位闺阁女子对心上人的爱慕。”

凭借对人物的深入领会，陈媛演绎的

《玩会跳船》似师有异，妙趣横生。

“把剧目继承下来，并不意味着已

把戏学到了家，还需要不断地琢磨提

升。”演出的每个剧目，陈媛都力求在打

磨中日臻完善。在执着地磨砺下，她渐

悟艺术三昧：塑造人物要内（情感）外

（技巧）结合，演戏演人，唱戏唱心。

借鉴此理，在表演中，陈媛以简洁大

方的处理表现人物、展露情感。因此，她

塑造的小家碧玉、大家闺秀、革命志士，

都神采各异。“白月娟”“胡秀英”“貂蝉”

“江姐”……这些反差极大的人物形象被

她诠释得鲜活可感、栩栩如生。

因真实可信的人物塑造、情在态先

的传神演技，陈媛的柳子戏艺术受到观

众追捧。她表演的现代戏《江姐》在全

国戏迷中家喻户晓。一位河南观众观

看此剧后给陈媛来信：“您塑造的‘江姐

’最贴近我心目中仁人志士的形象，她

有血有肉、形象鲜活。”

研修技艺

2002 年，山东省柳子剧团打造新

编历史剧《风雨帝王家》。该剧由邓沐

珩编剧，描绘唐朝武则天时，李显遭发

配至房州，后复召登基，因宠信韦后，

致“韦氏之乱”的历史故事。剧作以博

大的视角观照“权欲”背后的人情冷

暖、人性变迁，塑造了一个鲜活饱满的

“韦后”形象。接演“韦后”一角，陈媛

倾注了大量心血。

读完剧本，她被惊心动魄的故事

架构、起落沉浮的人物命运震慑。“一

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何以在十年间演变

得醉生梦死、无恶不作？我该如何呈

现其前后的变化？”陈媛反复揣摩剧

本，还从电视剧《武则天》中寻找灵感，

以体验时代特色。“经过几次排练，当

我再唱到‘这龙座金碧辉煌金灿灿’

时，我感觉应该把这段唱词看作人物

转折变化的动因。”抓住“权力的诱惑”

这一戏核，陈媛理顺了人物关系，在表

演上更加流畅自如。她运用“内”“外”

结合的表演方式，从内心体验入手，揣

摩“韦后”不同境遇下的情感世界，再外

化成动作、表情。经过两个多月的雕

琢，一个突破了传统行当、前后判若两

人的“韦后”形象，被陈媛活灵活现地呈

现在舞台上。2002年 10月，《风雨帝王

家》在济南首演，有观众评价说：“陈媛

塑造的‘韦后’，显露了欲望驱使下的人

性之‘恶’，让人观后毛骨悚然。”

2004 年 9 月，山东省柳子剧团携

《风雨帝王家》和经典传统戏《孙安动

本》晋京演出，凭借这两出剧目，陈媛参

加了第 22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角逐。

然而，前期的紧张排练中，陈媛累病了，

她腹痛发作，挂完点滴才勉强完成了演

出前的走台。正式演出时，陈媛腹痛难

忍，只能躺在后台的戏箱上候场，但一

回到台上，她又精神抖擞、光彩焕发。

回忆这段经历，陈媛内心五味杂陈：

“是剧种传承的责任和观众的垂爱使

我坚持了下来。演出中，从观众们时

而鸦雀无声、时而掌声四起的反应中，

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柳子戏的认同。”

“柳子戏在阔别首都舞台 45 年后

再度晋京，以惊心动魄的宫廷大戏展

示了古老剧种的年轻风貌。该剧人物

刻画淋漓尽致，女主角扮相典雅华贵，

表演可圈可点。”对于陈媛的表演，梅

花奖评委给予了颇高评价。因对“韦

后”的塑造，陈媛顺利摘取第 22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2007 年，在第八届中国

艺术节上，她又凭借此剧荣获第 12 届

文华表演奖。

创造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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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柳子
“奖项是对我艺术成就的肯定，也

是对我今后前行的鞭策。”近年来，陈

媛更关心的是柳子戏的传承。她活跃

在传播柳子戏的各项活动中，乐此不

疲。在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

的“齐鲁文化进课堂”活动中，陈媛把

柳子戏带进了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

每次与学生们交流互动，她都边唱边

演，亲身示范，以期唤起更多人、尤其

是年轻人对柳子戏的热爱。

在省柳子剧团，陈媛还忙于对青

年演员的“传”“帮”“带”。她说，为柳

子戏培养年轻力量是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任。“青年演员底子薄、机会少，我们

不仅要从技术上帮他们把好关，还要

为 他 们 搭 建 平 台 ，提 供 更 多 实 践 机

会。”在院团演出抑或各项晚会、活动

中，陈媛主动“让台”给青年演员，在她

看来，多给年轻人一次机会，就为柳子

戏的传承多尽了份儿责任。

然而，曾与昆、弋、梆相提并论，在

清初“一时称盛”的柳子戏，现今已不复

往昔谁人亦唱的繁盛。因有“曲牌连

套”的填词、作曲限制，柳子戏的创作、

表演向来“繁”“难”，正因此，柳子戏新

编剧目中优秀作品极为难觅。但在陈

媛看来，以套曲填新词，创作贴近时

代、贴近生活的剧目，两者并不矛盾。

“创作者若能潜心研究剧种创作规律，

在故事清新脱俗的基础上，又不脱离

剧种特色，其作品定能受戏迷喜爱。”

针对有些戏曲剧目舞台呈现存在

话剧加唱、有失传统戏曲美学特色的

现象，陈媛认为，当今审美文化渐趋多

元 ，但 各 剧 种 的 特 点 与 特 色 不 能 丢

失。“有的剧种把生活‘程式化’，有的

剧种把程式‘生活化’，有的剧种以唱

见长，有的剧种唱做并重，创排剧目

时，应对各剧种的风格鉴别研究，才能

保证最终的舞台呈现充分体现本剧种

的艺术特色。”

作为山东省级非遗（柳子戏）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陈媛说，自己的责任在

于承上启下。“我们要继续挖掘和学习

老师的经典剧目，也要和老师一样把

剧种的表演特色、唱腔特色传承给青

年演员。让柳子戏青年演员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是我最大的愿望。”带着这

样的愿望，陈媛还要从其他艺术门类

中汲取营养，在艺术的百花园里努力

耕耘。

 

























《江姐》剧照

在《关羽斩貂蝉》中饰演“貂蝉”

在《风雨帝王家》中饰演“韦后”

在《玩会跳船》中饰演“白月娟”

在《观灯》中饰演“胡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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