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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30 日上午，我们带着精心编排的 10

多个节目驱车两小时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西兰乡许洋

村，参加“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一

进村里，才发现演出条件很简陋，舞台就是水泥地，

偌大的广场找不到一条凳子，也没有水，因为赶时

间，奔波忙碌的演职员为了充饥只能干啃方便面。

但音乐响起，看到老乡那一张张期待的脸，我的激情

一下子被点燃了。大伙表演了小品《我要举报》、情

景朗诵剧《凝心聚力展新颜》等乡村题材的节目。村

里一只小狗似乎也受到感染，径自“登”台，为现场平

添一阵欢笑，春节演出就是这样原生态，这种快乐也

是别样的。

从元旦开始一直到春节后，我们团安排近10场演

出。这些演出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几天在福州市

三坊七巷的一场演出。由福建省艺术馆主办的少儿

诗歌吟诵会上，看着我辅导的 24个孩子为观众献上了

19首精心编排的诗词曲目，那种自豪感无以言表。

说是我的孩子，因为这 24 位小朋友来自福建省

艺术馆红心少儿艺术团朗诵班，我是这个班 2016 年

组建以来唯一的授课老师，今年也是他们第三年参

加春节演出。看着孩子们从零基础到站上舞台为观

众朗诵，我感受到了艺术的传承。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一位教师正在上课，

她年幼的孩子站在门外，使劲踮起脚尖，就为了能看

到妈妈。看到照片瞬间，想到正在就读初三马上参

加中考的女儿，我的心情难以形容。

大年初一、初二出去旅游是女儿的梦想，回江西

老家过年是我曾经最快乐的时光，目前这些梦想都

要推迟。春节演出十几年来，我只能把家安在剧场

边，看着自行搭车上课、吃快餐的女儿身影，我和同

在剧团忙碌的爱人无比愧疚。有时真想孩子骂自己

几句，然而，特别懂事的女儿始终没有怨言，让这份

愧疚感更加深刻。孩子，在为了更多人的陪伴里，愿

你也能感受别样的陪伴。

春节临近，各大剧院的演出争奇斗艳，乡下小剧场里也歌声阵阵、戏韵悠悠，新春文化大餐陆续端上了百姓的文化餐桌。对很多人来说，逢年过节能

够陪家人看一场热热闹闹的演出，才更加有了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此时也是各演出单位最忙碌的时节，演员们不是在舞台演出就是奔波在演出路上。

当我们左挑右选终于坐在剧场得偿所愿时，也正是演员在舞台上最吃劲、最紧张的时刻。很多人才恍然意识到，对一名演员来说，最奢侈的事情

之一便是在春节期间跟家人过一个团圆年，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问候一句父母的身体。因为没能做到这些，他们每每想起都心怀愧疚。

鼠年春节临近，本版特开设《春节舞台 演员已就位》栏目，聚焦演员春节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看各演出单位如何调配演出工作、演员到基层演出都有

哪些新鲜见闻、大年夜演出的他们什么时候才与家人团聚、演员家属有何感受……我们将通过演员的视角为您呈现舞台背后的别样风景。

每年春节，都有一些戏迷从祖国

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观看我们的演

出 。 有 一 次 演 出 完 ，剧 场 都 已 经 清

场，让我没想到的是，很多人都没有

离开，天气很冷，他们就站在剧场门

口等着我，为的就是要看一看我，求

一份签名和合影。他们对京剧的执

着，对我的认可令我非常感动，我若

不努力如何对得起他们。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节假日是

最忙的时候。特别是春节期间，家人

总是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在家好好过

个年？”身为儿子、丈夫和孩子的父亲，

不能多陪伴家人，非常愧疚。但正是

有了家人对我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才

更加坚定了京剧人的信念，我们工作

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舞台上踏

踏实实演好每一出戏。

国家京剧院的每一位京剧人也

是这么做的。有一年春节在北京梅

兰 芳 大 剧 院 演 出 京 剧《智 取 威 虎

山》。我团演员杨东超，马燕超身体

都有伤病，两位演员为保证排练和演

出正常进行，把手术时间推后，咬牙

坚持，令人敬佩。每次演出该剧，我

饰 演 的 杨 子 荣 都 有 一 个 重 要 环 节 ，

就 是 第 四 场 和 第 五 场 幕 间 的 赶 场 。

台 下 观 众 听 着 幕 间 波 澜 壮 阔 的 音

乐，欣赏着舞台上林海雪原的布景，

可幕后却一片忙碌，3 位工作人员同

时为我赶装，要脱掉第四场的军装，

换上第五场的土匪服装，其间时间只

有 48 秒 。 当 我 拿 着 马 鞭 再 次 出 场

时，一切又是那么自然，观众丝毫看

不出方才的忙碌和急迫。每次演出

下来，我都会回味那一刻，正是良好

的专业技能和团队精神才使这出戏

如此连贯、好看。

不努力对不起戏迷
马翔飞 国家京剧院一团老生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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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济南下了一天的雪。

晚上进家门时，已是 9 点多。两个

孩子早已睡着，四仰八叉地躺在床

上。弯腰摸摸他们的小脸蛋，我心

里顿感幸福，同时又有些许内疚。

他俩睡前一定想：“爸爸答应说今

晚一起堆雪人，可他又没回来。”

每年过了元旦，一直到农历正

月底是文艺院团最忙的时候，我所

在的山东省吕剧院也不例外。

今年，院里着眼于观众的新需

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在农

历小年举办 2020年山东吕剧迎春晚

会。这也是近年来，山东首次在春

节前后举办吕剧主题文艺晚会。我

在晚会上负责一头一尾的表演唱节

目，责任不可谓不大。时间紧、任务

重，怎么办？练，不停地排练。

吕剧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

方剧种，近年来得益于国家的重视

与支持，吕剧爱好者越来越多。为

准备这次晚会，我和同事从元旦过

后就开始排练，目的只有一个——

大过年的，不能让走进剧场的观众

失望。

回想起来，我已忘了上次自己

去买年货是什么时候了。每到年

关 ，当 人 们 开 始 收 拾 行 囊 准 备 回

家 过 年 时 ，包 括 我 在 内 的 吕 剧 人

都要做一回“逆行人”——去剧场

排 练 。 年 前 的 时 间 宝 贵 ，过 了 春

节，最晚正月初五，我们就要下乡

演 出 。 年 前 不 排 练 ，下 乡 舞 台 上

出了纰漏岂不是让老百姓笑话。

再忙，年还得过。忙年的活儿

都落在了我和妻子双方的父母身

上。我和妻子都在文艺院团工作，

好处是共同语言多，坏处是一忙都

忙。有时逢单位下乡演出或去外

地 展 演 ，我 们 就 赶 紧 给 父 母 打 电

话，让他们快马加鞭，来济南帮我

们照看孩子。

大女儿有一次对我说：“爸爸，

我觉得你像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

都不操心。”我当即哈哈大笑，最终

却无言以对。我不想跟孩子唱高

调，说什么“工作第一”之类的话。

我 只 是 从 心 底 里 觉 得 ，既 然 选 择

了当演员，就要有敬业精神，就要

干 好 ，不 能 因 为 其 他 事 掉 了 舞 台

上的链子。“戏比天大”，我觉得说

得在理。

两个孩子虽然都不大，但也都

会唱几段吕剧了。倒不是因为我

和妻子有意教的，而是有时实在太

忙，又没人照看他们，只好把他俩

带到剧场来，看我们排练。我一直

有个想法，等大女儿长大了，我会

抽机会告诉她：“爸爸觉得最不好

演的角色就是甩手掌柜，因为我和

妈妈既爱吕剧，又爱你们。”

有戏看才像过年的样子
王滨梅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

2019 年 8 月，为进一步深化内部

机制改革，由浙江越剧团和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组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揭牌成立，组织上任命我为院长，随

着角色转变，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

甸的。是压力更是动力，由此也激发

出我对剧院发展方向的思考。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作为一

名有着 30 多年舞台经验的老演员，

新春佳节能为基层百姓送上一份他

们 喜 欢 的 越 剧 大 餐 ，一 直 是 我 心 之

所 向 、身 之 所 往 。 我 们 积 极 参 与 了

今年的浙江省属院团新年演出季活

动，以“致敬经典”为主题，先后推出

了《珍 珠 塔》《天 之 骄 女》《何 文 秀》

《碧 玉 簪》4 部 大 戏 ，不 仅 有 名 家 领

衔，也有优秀青年演员亮相，为喜爱

越剧的观众奉上一份文化年礼。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演 出 和 积 极 宣 传 ，观

众上座率非常高，戏迷掌声热烈、纷

纷点赞。许多观众对我说：“浙江人

过年，自然少不了看戏，有戏看才像

过 年 的 样 子 。 你 们 放 弃 元 旦 、春 节

假 期 ，在 寒 冷 的 天 气 里 身 穿 单 薄 衣

衫演出，真令我们感动。”

接 下 来 ，我 们 还 将 奔 赴 浙 江 台

州、温州、宁波等地演出，并北上黑龙

江等地开展新年巡演，为全国观众送

上春节喜庆的祝福。届时不仅有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得 主 领 衔 主 演 ，还 有

众多国家一级演员、流派传人、新一

代 演 员 登 台 ，为 基 层 观 众 带 去 别 样

精彩。

在部署新春演出各项工作的同

时，院部领导班子还通过多次会议，

修订激励制度，最大限度激发演职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的收入都稳

定增长，让大家有获得感、幸福感和

职业自豪感。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将

以“出人、出戏、出效益”为长远目标，

做好未来 3 年的人才培养与剧目创作

规划工作，让小百花花开更盛。

艺术传承让我倍感自豪
黄玉华 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采访整理：刘淼、苏锐、骆蔓、黄国勇

本报讯 1 月 9 日，歌唱家陈

思思新书《思情话忆》首发式在

北京举行。田青、白烨、吴若甫、

刘和刚等良师益友莅临现场，和

陈思思一起，与读者分享当年沅

水河畔的湘北女孩陈思思的寻

梦之旅。

该书是陈思思全新个人励志

美文，记录了她从湖南省常德市

湘西北一个古朴宁静的小城开始

寻梦、追梦直至梦圆，成为一名军

旅歌唱家的个人成长故事和心路

历程。音乐家田青表示，陈思思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不仅因为其天

赋，更离不开她不懈的奋斗。她

的音乐作品让歌迷感受到的不仅

是音乐上的美感，更多是技巧以

外关于梦想和人生的思考。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评价，

虽然这本书记录的是陈思思从小

到大的学艺历程，但其中涉及家

乡情、母女情、师生情、军旅情等

多维度的感情，小结构中体现出

大情怀，正是因为这些情感，才让

她的歌声充满了故事。

对于歌唱，陈思思表示，技

巧只是手段，表达情感才是歌唱

之本，只有歌声与情感有效结合

才能创作出完美的音乐作品，呈

现深刻的艺术形象，所谓的“未

成曲调先有情”便是如此。为什

么将情感付诸文字？陈思思觉

得，文学创作会改变一个人观察

事物的角度。她回忆起三毛的

作品带给自己的影响，发现女性

细腻的笔触直抵人心。记录下

这段经历，当老了之后会成为丰

富的宝藏，和亲人、朋友分享。

活 动 现 场 ，陈 思 思 还 向 读

者 赠 送 了 自 己 的 音 乐 专 辑《思

歌 雅 集》，专 辑 收 录 了《小 桥 流

水》《山一程水一程》《自君别后》

等曲目，曲风多变、道尽温情。

（艺 文）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郭志清）1 月 7 日、8 日，山西省戏

剧研究所“创作研究基地”授牌

仪式暨“基层院团建设提升”专

题研讨会在山西省运城市稷山

县举行。

1 月 7 日，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为稷山县蒲剧团授予“创作研究

基地”牌匾。所长祁爱斌在授牌

仪式中透露，该项目的初步规划

是，在全省选择 10 家具有地域特

色的基层院团作为创研基地，目

的在于加强戏剧研究单位和基

层剧团的交流合作，推动当代戏

剧发展的理论研究，同时利用专

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提高基层院团

在剧目建设、人才建设等方面的

水平。

稷山县蒲剧团是一家成立

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团，常年奔

波于山庄窝铺，为基层老百姓送

去精彩的演出。近几年来，先后

移植、新创了《枣儿谣》《党的女

儿》《铁面御史姚天福》等作品，

成绩优异。

1 月 8 日，在“基层院团建设

提升”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

部分基层院团团长、戏剧爱好者

分别就基层剧团生存发展、戏曲

人才培养使用、蒲剧剧目传承创

新等戏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交流与探讨。大家一致

认为，基层院团离人民最近，最懂

群众心，创作题材最为丰富，但

基 础 也 相 对 薄 弱 、人 才 相 对 短

缺，希望创研基地成立后，通过

双方的合作实现舞台创作实践

与戏剧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

陈思思新书《思情话忆》追忆寻梦之旅

山西戏剧界呼吁提升基层院团建设

黄玉华一手辅导的红心少儿艺术团朗诵班的孩子们登台表演 黄国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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