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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舞台上，她是刚柔并济、英姿飒爽的尚派青衣；舞台下，她是深受

孩子喜爱的“戏曲老师”，引领他们走进斑斓多彩的京剧世界。沉浸于

戏曲艺术，全国政协委员，重庆京剧院副院长周利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首次参加两会，她感到满满的收获和沉甸甸的责任，要立足本职工作，

深入调研，做好委员“履职作业”。本报记者专访周利，讲述戏曲传

承、普及的精彩故事。

王阳明的心学及其现代
价值（上） 张立文

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杨建平

讲好黄河故事
李骏虎

“意笔精微”的阐释与
思考 刘万鸣

播撒戏曲美的种子
口述/周利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记者手记：

交个新疆朋友吧！
海尼扎提·托呼提

让红岩精神代代相传
沈铁梅

别具一格 别开生面
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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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参加完两会的周利从北京
回到重庆。第二天下午，她便出现在重庆
市南开中学的课堂里。从两点到六点，分
别面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一连两场京剧分享
活动，周利丝毫不见疲惫，讲得神采飞
扬。

先是和老师们交流，探讨将戏曲与语
文、历史、美术等多个学科融合的路径，

“比如语文课本中有 《牡丹亭》 选段，如
果能够让孩子们欣赏 《牡丹亭》 戏曲表
演，并参与其中念白、唱段，在品味戏曲
艺术的同时，还能帮助他们加强文学层面
的领悟力。”周利的建议得到老师们的认
同。

紧接着，面对青春洋溢的学生，周利
自如“变身”，仿佛在舞台上一样，声情
并茂地讲起来、演起来，一如这些年每次
戏曲进校园都亲力亲为。在她的鼓励下，

学生们从开始有些羞涩不敢上台，到最后
争前恐后要上台“耍金箍棒”，合影后还
恋恋不舍。看到这样的场景，她不禁嘴角
上扬。

今年两会，周利的提案便围绕她关注
多年的戏曲进校园问题展开。回想这些天
的参会历程，周利的声调明显高了一些。
第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走进人民大会
堂，她的心里无比激动；在万人大礼堂听
到国歌奏响，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一切
都源于对祖国强大、时代发展的切身感
受，也是对政协委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的切身体会。

现在，能够在政协这个新的平台上，
为戏曲普及传承鼓与呼，周利充满了动
力。她已经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深入开展
调研，做好履职作业，因为“未来5年的
委员履职时光很珍贵，一点也不能耽误”。

珍惜履职时光
本报记者 谢颖

一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
于戏曲表演来说，尤其如此。要想获得艺术的
精进，秘诀在于坚守和磨炼。

1993年，我从重庆市艺术学校毕业，进
入重庆市京剧团。这是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京
剧院团，其前身是享誉海内外的“厉家班”，
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能够把专业、事
业、热爱结合在一起，我无疑是幸运的。在这
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并结缘尚派艺术。经
团里前辈孙志芳、张长青等介绍，我获得中国

“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亲传弟子、尚派第二
代传人、陕西省京剧院的孙明珠老师指导，教
授我尚派剧目《昭君出塞》。

2004年，我考上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
演员研究生班。3年时间里，我跟随多位京剧艺
术名家学习，聆听专家学者的讲座，开阔了眼
界；同时，还观看了很多精彩演出，充分学习、借
鉴、交融，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京剧表演艺术的传承讲究口传心授，最难
忘的，便是跟着老师们一字一腔、一招一式地
学戏；最感动的，便是老师们对艺术的执着和
付出。在青研班期间，我继续向孙明珠老师学
习《双阳公主》《梁红玉》《绿衣女侠》等，跟
沈健瑾老师重新学习《探谷》《百花赠剑》，跟
尚慧敏老师学习《银空山》《大登殿》，跟李莉
老师学习《四郎探母》……记得孙老师常教导
我说，尚派艺术的表演特色是文武并重，歌舞
兼长，清新英爽，洒脱大方，既要有好的声
腔，还要有超强的武功，但动作和形似只是一
个基础，最终要靠你自身的领悟，拿捏好塑造
人物和展现美感的分寸，达到神似。老师的话
道出了京剧表演的精髓，一方面要打好基本
功，把唱念做打练扎实了，音要有韵律、动作
要扎实；另一方面则是在充分开发自己的智
慧，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为什么是这样的表
情？要表达什么情感？把自己的理解创作融入
人物的表达中去。正因如此，不同的演员演绎
同一个角色，会展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这让
我受益匪浅，戏曲艺术讲究表达，或含蓄、或
奔放，贯穿着写意传神的美感，我在模仿中不
断琢磨，在跟老师的对谈交流中找感觉，最后
化为自己的艺术感悟，受用终生。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
业关键在人。一代代戏曲人薪火相传，才有了
今天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美景。如今，我自己
也带学生，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但要教
好戏，还要为年轻演员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
演出展示的平台，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努力
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坚定文化自信，弘扬
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
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戏曲的发展
来说，守正创新是重中之重，在继承好传统的
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更多与时代同
频共振的作品。对于院团来说，对于我们每一
个戏曲工作者来说，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
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衡量一个时代的
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
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有优秀的剧目、有源
源不断的人才，一个剧团才能兴旺发展。

近年来，重庆京剧院在红色题材、历史题
材方面打造了不少优秀作品。2011年，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现代京剧《张露
萍》在重庆首演，获得观众好评如潮。这部作
品根据作家张泽石所著长篇小说《七月里的石
榴花》改编而来，歌颂了张露萍烈士的英雄人
生。于我而言，塑造这个人物，是一次巨大的
挑战。如何用京剧艺术展现革命烈士的事迹和
精神？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阅读史料、分析
人物心理，然后寻找契合的表现手法。在表演

中，我们融入了尚派艺术文武兼备的特点，比
如表现张露萍跳窗送情报，以大段翻身、圆
场、卧鱼等程式动作，生动体现出人物勇敢机
智的特点。2013 年，经过反复打磨，《张露
萍》参加第26届梅花奖大赛，荣获梅花奖。

2021年，重庆京剧院新编历史剧《秦良
玉》参加了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这
部剧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秦良玉》是
京剧尚派代表剧目之一，20世纪20年代，尚
小云先生以讲述明末巾帼英雄秦良玉的英雄事
迹为蓝本，创排了这部戏。尚小云先生将武生
动作融于表演之中，全剧文武唱做，刚柔并
济、举重若轻，表演难度很大。几十年来，这
部戏几近失传。作为尚派传人，演出这部戏，
也肩负着传承发展流派艺术的重任。我们在重
庆京剧院老本子的基础上研究整理改编，最终
让这部戏重现于舞台，讴歌英雄人物，同时在
舞台呈现上凸显京剧写意虚拟的艺术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
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
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我们在创
作上持续努力的方向。今年，重庆京剧院将重
点孵化以赵一曼烈士事迹为题材的剧本，探寻

她成长的足迹，挖掘她内心深处的情感和
精神。

三

今年，我荣幸地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作为新委员，如何履职是心中最关切的
问题。

这些年来，在京剧创作表演和教学外，普
及传播也是我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走进校园
给孩子们讲解京剧知识，鼓励他们参与互动，
观看演出片段，多种形式相结合展现戏曲之
美；另一方面，打开门开展研学活动，邀请孩
子们走进京剧院，剧场、舞美室、化妆室、服
装室、道具室，一边看、一边讲，台前幕后一
切都令他们感到新奇有趣。

“没想到京剧艺术这么美，体验这么好！”
这是我经常听到的孩子们的感受。这句话让我
们高兴的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一个问题：戏曲
艺术传播的渠道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吸引更多
的观众。于是，每次活动，我都会用《牡丹
亭》中的一句台词开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
如许。不接触京剧，怎么会知道京剧艺术的美
妙呢？京剧的普及和传播要注重沉浸式体验，
一颦一笑，一声一腔中，京剧的韵律美、程式
美自然而然散发出巨大的感染力。

戏曲进校园的核心要义是要在学生心中播
下戏曲的“种子”，让广大青少年真正从戏曲
的内涵上领略中华传统精粹、提升文化精神素
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普及中延续与发
展。然而，近年来，戏曲进校园工作依然面临
师资紧缺、教材匮乏、保障不完备、督导不健
全等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短板，影响了戏
曲传播的实效。所以，第一年参加两会，我的
提案便聚焦于自己有深入了解的戏曲美育问
题，建议完善戏曲教育体系，加大戏曲传承传
播力度。由戏曲专业院校开设戏曲教育专业，
组织戏曲与教育两个方面行业的专业人士成立
项目组，研究编制规范的戏曲普及教材；同时
组织优秀戏曲专业团体进校园，保障学生每年
至少欣赏1-2场优秀戏曲演出，并创建“讲
座+演出+导赏+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普及模
式。特别是鼓励专业戏曲院团与大中小学其他
学科进行融合，从语文、历史、文学、美学等
多个方面结合戏曲，真正做到以戏曲为代表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学科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
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戏曲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在未来的履职工作
中，我将围绕戏曲的传承发展进一步深入调研，
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推动戏曲艺术在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绽放璀璨光彩。

▲京剧《秦良玉》剧照

文化印迹 城市之魂
陈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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