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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奔赴
名家与戏迷的心灵之约

8 月 30 日晚上 7 点半，由梅花奖演员、厦
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领衔主演的
高甲戏《半把剪刀》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准时上演。

19：13，戏迷“永和戏迷玉玲珑”发布后台
化妆视频，点燃了粉丝群。

19：33，戏迷“曾少雄（南安）”发布开幕照
片。戏迷“厚德载物—小董”随即跟帖“@少雄
你也追去厦门看戏了？”，还没等来回复，就被
一众戏迷的照片、短视频实时分享刷屏了。

次日凌晨 0：40，视频号“星河辗转”发布
了当晚剪出的每一个演出视频，长达 5 分钟，
许多网友纷纷顶帖。

演出当晚，在“金莲陞戏迷群”“金莲陞高甲
粉丝交流中心”等好些个微信粉丝群里，戏迷们
全方位直播各种实况，呈现出“炸锅”火爆。

除了线上火爆以外，观众中还很大一部分
是当晚坐车从晋江赶来的戏迷，有 100多人。家
住晋江市罗山镇罗山街道梧桐社区的居民陈龙
君告诉记者，光他所在的闽南乡韵戏迷会集体
包车过来的就有 20多人，还有很多成员是自己
开车来的，“剧团也经常到我们那边演出，演出
质量向来非常不错，这次听说是梅花奖演员演
出季，大家更是急着赶过来看。这部戏在剧团送
戏下乡时我也看过，但这次看完更震撼了，感觉
他们表演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当晚上演的《半把剪刀》是厦门市金莲陞
高甲剧团的经典保留剧目，讲的是跨越几十
年的恩怨纠葛在半把剪刀的因缘际会下各得
所报的警世故事。

“1982 年以来，这个剧本我先后演过 3 个
角色，光演主角就演了 30 多年了。”当晚结束
表演的吴晶晶还被热情的戏迷拉着合影，晚
上 11 点多才赶回家，新老戏迷的留言纷至沓

来，令与这部戏结缘深厚的她仍然深
感不可思议。

“梅花奖创设 40 年了，获奖演
员 越 来 越 多 ，但 使 命 是 一 致

的——真正为人民服务。”吴
晶晶每年坚持下基层演

出，至今已演出 60 多
场。面对戏迷的狂热，她保
持着多年的冷静和理智。

实则，在这个演出
季，梅花奖演员和戏迷“双

向奔赴”早已成为佳话。
9 月 7 日晚，在莆田市

灵川镇过圳村，台风带来降
雨，只见刚从戏台上下来换
装的演员黄艳艳刘海被雨
打湿了，衣服也都湿了，但

她的精神状态依然很好。
当晚是莆仙戏经典剧目《薛仁贵投军》的

演出，尽管不时细雨迷蒙，但戏台下坐在塑料
椅上的 300多人没有一个撑伞。

薛仁贵投军 15 年，梅花奖演员黄艳艳饰
演的金花在窑洞里过着苦日子。终于等到苦
尽甘来的那一刻，黄艳艳动情落泪。下场后，
同事告诉她：“很多观众不停地在擦眼泪，有
的哭得稀里哗啦，纸巾都用了一大堆！”戏迷
跑到后台告诉她：“坐在我前面的阿嫲一直在
哭，哭得比你还厉害。”

“我每年至少有 10 个月都在基层演出，下
乡演出，观众会更近距离地给你反馈，让你找
到酣畅淋漓的创作快感和表演激情。你会觉
得自己很有价值，时间一久，就会更加热爱自
己的职业。”黄艳艳说。

莆仙戏剧院党委副书记林春红向记者介
绍，这台戏共 10 场，邀请到梅花奖演员、文华
奖演员、水仙花奖演员等老戏骨上阵，戏金不
过 2万元，演员补贴不过百来元。

走进幕后，道具、服装摆放有致，茶盘、灯
笼、绢花、刀枪棍棒归类整齐，无不诉说着这
个剧团对演出的重视。

“在莆田，请大戏是一种民俗，看莆仙戏也是
几百万乡亲的乡愁。莆仙戏从之前民间信俗的程
式上升到今天的舞台艺术欣赏，但莆仙戏还是要
下基层，没有群众，我们莆仙戏就没有根，不能
活。”黄艳艳说，“这么多年下基层，很多戏迷是看
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对我们莆仙戏来说，
梅花奖演员演出季应该是常态化的。”

反哺艺术
表演与精品的双修之路

8月 16日，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梅花奖
演员苏燕蓉正沉醉在歌仔戏《侨批》的表演中。

“人——比不过命，七仙女——还给你！”
一句看似决绝却中气不足的道白之后，她饰
演的如意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将手中
的布袋木偶递给男主角黄日兴，眼泪在强忍
回去的一瞬间浑身颤抖了一下：“船头的白
米，我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该剧的主要内容讲述了永春布袋木偶戏
艺人黄日兴为了赚钱迎娶心爱的姑娘如意，义
无反顾地下南洋，被骗进金矿打工。在黄日兴

冒着生命危险逃回国，却
发现如意被家贫所迫另
作婚配。黄日兴成立了批
局，帮助海外华工联系
家人，也在暗自帮助如
意维持精神支柱。

歌仔戏《侨批》是
我国第一个把侨批
题材搬上戏剧舞台
的作品，也是苏燕蓉
的代表作之一。

“那个浑身颤
抖 我 之 前 做 得 不
是很明显，但我觉
得要让观众感觉
到。所以这次演
出 我 加 大 了 手
抖的力度，把颤
抖从指梢传导
到全身……要
留恋地慢慢走，

还是决绝地快走，
我揣摩了很久……”

回 忆 这 场 演 出 的
时 候 ，苏 燕 蓉 陷 入 了
沉 思 。

这 是 一 场 2018 年
创排的戏，先后经历五
次大规模改版，数十次
打磨提升，获得“五个
一工程”奖等众多重量
级认可。

然而，这次梅花奖
演出季又拉开了苏燕蓉

全新的艺术突破之旅。
她找来之前搜集的各种史料，反复研究历

史背景；她将之前的所有表演录像从头到尾完
整地看了 3遍，反复分析人物性格；她随身携带
业务笔记本，随时整理新的意见录音……

从人物感情基调的确立到不同时空中对
观众心理的换位思考和深切关照，从场次与
场次间的情感铺垫到人物性格成长逻辑，从
入戏与出戏的辩证关系到与对手、观众的共
同创作，从戏的总体思想格局到历史纵深赋
予剧情的人文关怀……苏燕蓉把自己调频到
了全新的创作状态。

“戏是需要打磨的，但是戏也是永远会留
遗憾的。唯一不给自己留遗憾的就是，在每一
场戏当中，不断地把这个人物表现得更立体
化，更深刻地去刻画它。”整个演出季，苏燕蓉
坚持每天练功、良好作息、经常默戏，尽量减
少社交，还不断在钻研纪念梅花奖设立 40 周
年发布的一系列理论研讨文章，“作为一名梅
花奖演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保持
自己的艺术水准，引领和影响身边的一些人。
要对得起观众的热爱，对舞台和角色有足够
的敬畏，对自己有足够的要求”。

7 月 21 日，武汉京韵大舞台，京剧《林祥
谦》正在上演。

“心上急，心愈急来风更紧，步下忙，步愈忙
处雪渐深。他衣薄，衣薄怎挡风雪狂，他只身，只
身怎过豺狼关？”梅花奖演员孙劲梅饰演的陈桂
贞抱着棉袄，赶赴与丈夫林祥谦的生离死别。

作为京剧程（砚秋）派的传人，孙劲梅在
这段唱词中大胆采用了戏曲腔调高拨子。它
源自于徽调中的拨子腔，高亢中带有悲愤，激
越中带有苍凉，将陈桂贞复杂回环的心理表
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主攻青衣的孙劲梅在

《北风紧》《才女鱼玄机》《赵武灵王》《红土》等
一系列新创剧目中，一次又一次打破行当和
流派的限制，坚持一切以服务人物创作为中
心，形成了一套极富个人特色的表演风格，得
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认可。

“这次的表演尤其撕心裂肺，飙到最高音
时有一种全身发麻的感觉，比任何一次都酣
畅淋漓！”孙劲梅说，在多次采风的基础上，为
了准备这次梅花奖演出季中《林祥谦》的巡
演，她专门又到了福州的林祥谦纪念馆、武汉
的“二七”纪念馆和“二七”纪念塔瞻仰烈士遗
迹，并再一次拜访了烈士后人。

林祥谦后人告诉她，在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
相继牺牲后，陈桂贞怀着一个遗腹子、带着一个幼
女，一个人扶着三口棺材，辗转水路回到家乡。

年轻守寡，幼女夭折，遗腹子 50 多岁的时
候死了，陈桂贞硬是等到孩子送葬的那一天
才走。孙劲梅再一次从一个普通女性的角度
去揣摩陈桂贞不曾道出的悲痛与坚韧，在心
灵深处找到了相知相惜相怜相慕：“作为一名
中国传统女性，尽管她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业，
但她默默无闻地成全了一颗为了民族解放慷
慨赴死的天地悲心。她的遗像绽放出的坚毅
又慈祥的光芒令我肃然起敬。”

这样的感怀和深思，越发赋予了角色灵
魂，也更让孙劲梅怀着一颗清醒淡然的心态
去进行艺术创作。

“不要炫艺！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被掌
声冲昏了头脑！”在这部戏中，孙劲梅饰演的陈
桂贞只是第二主角，为的是烘托第一主角林祥
谦，她警诫自己，“京剧是以传播真善美为使命
的，只有台上和台下都做到德艺双馨，才能不仅
做到用情用心用力诠释角色，更能在潜意识中
流露出高深的意趣，在看似平常的举手投足间，
不动声色地让角色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当你心中记挂着服化道的艰辛时，当你眼
中看到其他演员的用心时，当你嚼透了编剧和导
演的大局观时……你才能真正吃透剧本的初心，
才能带起整台戏的气场，才能把人物演活！”这不
仅是孙劲梅在演出季采风中从陈桂贞身上又一
次得到的启迪，也是她越发老到的表演秘笈与作
为梅花奖获得者越发成熟的艺术风范。

薪火相传
老将与新人的传灯之情

8 月 26 日，福建省闽剧艺术中心剧场，闽
剧经典剧目《贬官记》正在上演。

年近 50 岁的资深演员林强一个翻子落
地，钻心地疼。他强撑到换场，马上被送医院，
被告知是脚骨裂了，要动手术植入钢钉。

与林强同台的方传海，是同样年近 50 岁
的资深演员，因为痛风无法完成下跪的舞台
动作，为了完成演出，买了 3天药量的止痛片。

林强、方传海在《贬官记》中演的是衙役，
俗称“跑兵”。两位资深演员不顾年龄、身体的
限制仍然坚持演出，为的是什么？

在此前的排戏过程中，导演反复跟福建
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说，之前的演员就已
经很好了。“你没见过更好的！”临上演前，周
虹毅然决然请回了两位资深演员，为的是更
好地给青年演员作好示范。

在这个梅花奖演员演出季，福建省实验
闽剧院以《贬官记》《双蝶扇》《王莲莲拜香》

《大破天门阵》《梅玉配》《生命》等经典剧目的
献演为抓手，着力对青年演员进行传帮带。

但也有质疑声：“不要带青年演员，青年
演 员 的 水 平 差 距 大 ，对 戏 整 体 效 果 呈 现 不
利。”诚然，当演对手戏的年轻演员给不了激
励时，梅花奖演员就要用翻倍的力量去带动
年轻演员、把控表演节奏，在保证同样艺术水
准的情况下，会吃力得多。

但周虹却很坚定地说：“我愿意！”
怀揣着“戏比天大，能争 100 分绝不满足

95 分”执念的周虹，经常“软硬兼施”地劝说资
深演员给年轻演员配戏，林强和方传海只是
一众资深演员的缩影。

“梅花奖演员演出季期间的传帮带要求
更高，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剧院培养了
我、成就了我，我应该拿出更多的努力回报。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新秀不断涌出，希望他们
也能够成为未来的梅花奖获得者。”梅花奖演
员陈琼动情地说。

戏曲行当里有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教会
徒弟，饿死师傅。”但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年轻
演员们都说，院里的两朵“梅花”真的是巨细无
遗、倾囊相授。为了给年轻演员最好的配戏资源
和条件，周虹与陈琼对两人同台的经典剧目进
行演员分组。原则上，周虹上台，就带陈琼的学
生；陈琼上台，就带周虹的学生。

作为此次梅花奖演出季的重要内容，在
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演出时，周虹特意将
自己的代表剧目《双蝶扇》进行编创，给 6 位年
轻演员创造了上台演女一号的机会，而她甘
当推荐官，台下辅导、推荐，台上引领、激励。

传授由表及里和由内而外的表演心得、
做人物分析笔记、写演出心得、拍视频并截屏
放大精研微表情、解读潜台词、做心理疏导、
拿捏气场、气口和节奏的处理……周虹和陈
琼用尽了能想到的各种教学方法，一遍又一
遍地陪练、把戏。

同时，她们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
护着年轻演员的艺术成长之路：“如果孩子们
做得不好，我们肯定要求她们遵照我们的经
验；但如果她们做好了，我们会充分尊重她们
个性化的艺术创作，涵养她们的艺术特色。”

有了“戏比天大”的信念还不够，还要在
面对剧目成败与个人得失之间，学会选择在
离功成名就一步之遥之处取义成仁，并且无
怨无悔、矢志不移。

在演出季期间，作为《贬官记》主演的第
二个备选，陈垚在排完所有戏后因长相稚嫩
被换了下来，十分沮丧。陈琼不仅推心置腹地
帮他分析原因，并分享自己第一次申梅失败
等艺术经历，还帮他分析个人优势，力荐他成
为演出季中《王莲莲拜香》的主角，甚至参与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

在台上酣畅淋漓的痴与狂之后，在策马千
山的百世万代之后，在鲜花、掌声、聚光灯簇拥
可能带来的个人膨胀之后，在台下怎么找到自
我，怎么可以不忘乎所以，怎么立定脚跟做一
个人民艺术家？这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周虹以身作则，对年轻演员立下四条铁
律：对艺术创作保持不竭热情，保证角色常演
常新；在任何情况下，表演都要不折不扣；每次
演出前每名演员必须做好对景对光；着装得
体，仪容整洁，所到之处都要做好环境卫生。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文艺的百花园永
远为人民绽放。有 400 多年悠久历史的闽剧非
遗到我们这一代，做好传帮带是义不容辞的。
这一阵子梅花奖演出季以后，我觉得更要绷
紧这根弦，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这样的职责和
担当——在戏曲百花园中，要倾力助推薪火
相传，让闽剧的明天和未来更灿烂更辉煌！”
周虹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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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戏曲历史悠久，剧种特色鲜明，以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

戏、歌仔戏（芗剧）五大剧种最为出名。目前，福建有活态戏曲剧种23
个，其中本土剧种18个、跨省剧种5个，还有5种皮影戏、木偶戏类型。

创始于 1983年的梅花奖，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40年
来，福建有 19 位演员 20 次荣膺梅花奖（其中一位实现了“二度
梅”），2004年以来已实现十一届蝉联。在今年 5月，福建成为全国
唯一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双梅花”的省份。

今年6月29日以来，省文旅厅推出“为人民绽放”福建省梅花奖

演员演出季，组织全省历届梅花奖获奖演员领衔，以“名演员带头、
名剧目展演”的方式，为人民群众带来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截至9月
20日，已开展演出等活动226场。

其间，全省梅花奖演员在剧场演出精品的同时，加大了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的密度，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广
泛好评。通过密集为基层百姓送好戏，梅花奖演员也不断在艺术上
突破自我，更在传帮带、提升所在院团水平、助推精品创作等方面
收到令人惊喜的成效。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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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晋江戏迷包车赶到厦门观看高甲戏《半把剪刀》，并现场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陈尹荔 摄

让
艺
术
之
花
永
远
为
人
民
绽
放

梅花奖演员吴晶晶在探讨表演细节处理。 高甲戏《半把剪刀》演出现场

扫一扫扫一扫 看视频看视频
梅花奖演员周虹在闽剧中的演绎梅花奖演员周虹在闽剧中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