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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萍冯玉萍：：让戏曲文化绽放光彩让戏曲文化绽放光彩

冯玉萍，中国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全国人大代
表、国家一级演员、戏剧导
演，代表作有“东北女人三
部曲”等，曾被誉为中国评
剧第一旦，曾获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表演奖、中国戏
剧表演奖等，导演作品有
晋剧、吉剧、评剧《孝庄长
歌》，诗画音乐剧《镌·刻》
和评剧《牵·纤手》《女儿》
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表演系，师承一代宗师、评
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曾
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五一
劳动奖章等殊荣，现任沈
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人物简介·

刘婷婷，1995 年生于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卯都乡

于家沟村。从小患有脑瘫，一

直过着摇摇晃晃的人生。作

品《让爱一起成长》获《语林》

杂志征文比赛第三名，多篇文

章 发 表 于 报 纸 杂 志 上 。 2022

年 1 月 由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出 版

社出版散文集《生命之花》。

·人物简介·

我与评剧的缘分是注定的。1959年，在
沈阳评剧院成立的8天后，我就出生了。14年
后，我考入沈阳评剧院，到2023年，就是我从
艺整整五十年。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也越来越感到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下，是难得的优
秀传统文化的春天。

作为当代艺术家，有责任、有担当，为这个
伟大的时代画像，用情、用力、用心来讲好中国
故事，记录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神
圣使命。

不断学习，让艺术的羽毛更加丰满

回首我的艺术之路，我在舞台上塑造了吴
秋香、韩英、谢瑶环、穆桂英等许多女性角色。
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我不是在演，我就是
她们。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了做人的真谛，看
到了真、善、美。她们的担当，她们践行的国之
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她们坚定国家大义和
国家大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净化我、引领我，
让我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个
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在创作和表演的这么多作品中，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1987年我第一次获得梅花奖的
作品《风流寡妇》。那时候我二十八周岁，穿着
小红棉袄、梳着小翘辫走上舞台时，人们以为

我演的是十七八岁的小玲，没想到
我演的却是40多岁，生活和爱情经
历都很坎坷的寡妇吴秋香。表演结
束后，我满票通过，名列第五届中国
梅花奖榜首。

那时的我在演艺舞台上还是一
个新兵，初出茅庐，为什么专家评委
给我那么高的评价？后来总结和梳
理的时候，我想是老师们对我寄予了厚
望。当老师们得知我正在攻读辽宁广播
电视大学中文系时，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说
我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演员。

1997年，我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
演系。很多人说，你28岁就摘得梅花奖，28岁
就是国家一级演员了，为什么还要坐到课堂里
重新学习？

事实上，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
定。我从小学习是那种耳濡目染、口传心授、
口口相传的戏曲样式。我很珍惜在中央戏剧
学院的两年时间，让我在理论上进一步体会
了从体验到体现、由表现到再现的表演艺术，
也让我的艺术羽毛更加丰满。

从演员到导演，创作出更多精品剧目

不久前，我受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
邀请，导演了以张桂梅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评剧《女儿》。
演绎张桂梅的题材很多，比如音乐剧、话

剧、歌剧，如今又多了一个评剧。评剧定名为
《女儿》，我认为这个寓意更深刻，因为张桂梅
出生在牡丹江，我们排演这部剧，也是想接女
儿回家。东北这块黑土地滋养了她，以及她骨
子里的倔强和不服输——即使面对生活中那
么多难关、窘境。她是真正为中国教育事业鞠
躬尽瘁的一位女老师、女校长、好母亲和女儿。

2014年，我被调入沈阳市文联,创立了辽
宁省首个以戏剧家名字命名的冯玉萍艺术工
作室，开始承担导演的角色，艺术生涯开始了
另一个阶段。

2018年，我排了晋剧《孝庄长歌》，2019年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和第十六届山西

省文化艺术政府奖“杏花新剧目奖”，同时打造
了数字电影版。

2019年，我导演了现代评剧《牵·纤手》，
讲述了辽西北榆树村驻村“第一书记”于梅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导演
了诗画音乐剧《镌·刻》，用疫情的切口来写以
沈阳大学为原型的盛京大学。

为向党的二十大献礼，除了《女儿》外，今
年我还要导演一部《国之歌》讲述辽宁这座英
雄之城如何一代一代地赓续红色血脉，挖掘它
的红色根基，如何更好地传承。

好演员不一定是好导演，好导演不一定是
好演员，但是很多人见过我导演的戏，认为和
我表演的戏一样出彩。为什么？因为我热爱、
了解和熟悉这个舞台，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什
么样的舞台适合今天的观众。未来，我还会创
作更多的精品剧目，让跨地区、跨剧种的创新
传承方式发展下去。

不离不弃，坚守、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京评豫越黄，从戏曲的剧种来讲，评剧曾
经是第二大剧种，曾经很受欢迎。

记得那是1973年1月16日，我到沈阳评
剧团（那时候叫评剧团少艺班）报到，我很荣幸
成为韩少云老师的学生，当天剧团正上演花淑
兰老师的《一捧盐》。

在我印象中，那时候的剧团，有时候一天
会有两三场演出，剧场门前都是排着长队买票
的人。

等到我出演《穆桂英挂帅》和《白蛇传》的
时候，也是一天要演好几场。可是到后来的后
来，演出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台上的人
可能比台下的人还多的时候，我们真正陷入
了迷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从小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观众怎么会这么少？我们的
选择错了吗？

我原本有很多机会去到其他行业，比
如，2000年，深圳大学发来商调函，给我20
万的年薪。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学影视话剧
表演后，如果留在北京，我也能接到戏，甚
至可能转到影视剧领域，而且我的通俗歌
唱得也很好。

然而，我做了几十年评剧，我知道，评剧人
才奇缺，如果当时我做了别的行业，评剧这个
根脉就有可能在我这儿断了。

当时很多人认为，冯玉萍做什么可能都比
做评剧有更广的受众群体，比现在挣钱多，但
是我不希望评剧艺术断送在我的手上，就这样
我依然不离不弃地坚守了近50年，只因我始
终有一颗热爱评剧的赤诚之心。

从2019年开始，我出任沈阳大学评剧研
究中心主任。

曾有人说我是拼命三郎，说我是把评剧视
为生命的一个传承者。很多时候，亲朋好友都
说，你这个年龄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了，为什么
每天还要那么累？都认为我应该好好休息。

2019 年年末，在排《牵·纤手》时，我累
倒在地。从那之后，我觉得每天都是捡来
的，不敢懈怠，提醒自己不能带走一辈子积
攒的能耐。

在黑龙江排《女儿》期间，40多天里，我从
来没有好好休息过，周末和端午节都在工作。
每天早上9点，演职人员开始排练，8点45分
我肯定先到了,7月1日表演当天，下午三点进
剧场，我才休息了一上午。

有时候我也想休息，但是不严于律己，
怎么要求别人？就像张桂梅在《女儿》这部
戏里说的：“看着身边这些孩子，如果不给
他们搭建好平台，就很难帮助他们实现人
生梦想。”所以，我愿意让他们踩着我的肩
膀朝上走，希望我的肩膀能够把他们抬得
更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从2014年调入沈
阳市文联成立冯玉萍工作室，8年的时间里，我
每天都不敢懈怠，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目前，时间对我来讲非常紧迫，最重要的是，我
要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东西，教给下一代，传给
热爱戏剧艺术的孩子们。

这次在黑龙江排《女儿》这部剧，我看到了
一群热爱戏曲的年轻人，我在跟他们见面的时
候，第一句话说，我是带着敬畏与责任来导演
这部剧。

在我心中，我觉得他们这么年轻，有很多
选择之处，比如，可以选择较为热门的行业，但
是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戏曲，这令我非常感动
与欣慰。

如今，我有吉剧、晋剧、粤剧和辽剧的学
生，这次到黑龙江，至少又有3个学生即将拜我
为师。这些年轻孩子们有梦想，需要这样的平
台，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辈子的积累传
授给他们。

在导演一部戏时，我既是导演，更是老
师。在这个过程中，我更要注重传承，更坚
持守正创新，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用艺术
手段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也是我的
责任所在。

人生有很多值得幸福的时刻，比如我可以
去上学了。

人生有很多意外惊喜的时刻，比如我的散
文集《生命之花》出版了。

我想，每个女孩子都是一个美丽的天使，而
我只不过是折了羽翼，我相信，只要我不懈努
力，一样可以放飞自己。

不幸，只是我人生中一个缺口

因早产缺氧出生变成脑瘫的我，在上学这
条路上比别人艰难了许多，加上身体的不方便，
行走起来摇摇晃晃，我的上学之路也迟迟晚了
几年。我十岁以前的生活，一半是陪着农作物，
一半是伴着树上的鸟儿、家中的猫狗羊鸡。

十岁之后，我才有机会上学。记得语文老
师曾对我说过：“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读书改变
命运。”老师的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深处。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便住在乡里学校的
宿舍。只有星期天，才有机会回家。村里离乡
里，有三十多里地，除了冬天有父辈们接送外，
春夏秋这三个季节，我和几个小伙伴都是步行
走山路到学校。

有一个学期，我在学校里拿到了几张学习
奖状，分别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还拿到了
奖品，有绿色塑料皮书包，以及粉色水彩画的铅
笔盒等。

记得那个冬季的星期天，父亲骑着摩托车
来接我，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向父亲炫耀自己
的成绩。殊不知，赶路的父亲，听着心里早已乐
开了花，在雪地的路上忘了控制车速，一不注意
摔了跟头，把我甩到了铺满皑皑白雪的麦田
里。父亲一半的身体被压在了摩托车下，当他
吃力地将摩托车扶起来，看到我摇摇晃晃地站

了起来，尽管满身是雪泥。
那时，我的心里既苦涩，又开心。苦涩的

是，我不想让我的家离学校那么远，想和乡里的
同学一样，家就在乡镇边上，从学校到家仅需几
分钟时间。开心的是，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取
得成绩进步。

其实，在上学的路上，我是不自信的，内心常
常充满自卑感，第一源于贫困的家庭，第二源于
自己摇摇晃晃的身体。到县城里读初中时，入学
军训我没有参加，班主任说，考虑到我的身体状
况，走路摇晃，说话吐字不清，怕我再次受伤，就
没给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苦练的机会。

那时候，我的内心极度恐慌和自卑，常常疑
惑地自问：“真的是身体限制了我，无法做个普通
的孩子吗？”

回望过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自卑，我也会思
考下，或许正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常
常想变得与别人一样。

高中毕业时，大家纷纷为高考后的选择而
做准备。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婷婷，你想大学
报考医学，是不可能的，你看你颤抖的手，如果
给患者扎针，一针就会把患者扎过去了……”这
个同学的玩笑话，当时真的是伤到了我的自尊，
让我更加怀疑自己，未来的日子，我到底能做什
么，靠什么生活？

大学报考专业，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学了
食品加工，之后，我就时常做各种美食，度过一
段轻松的学生时代。

虽然，一路走来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伤害，
但使我一步步走得更加勇敢和顽强。我终于可
以一步步向同学表达自我，敢于同身边的人竞
争。也许是明白了，残缺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
错，绝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个普通人，有着普
通的家庭和普通的父母，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

文字，拯救了一个孤独又残缺的灵魂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写作？一开始，我的回
答是：“缓解我的疼痛！”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并
不是个从小能笔下生花的人。在写作文方面，
我也是常常不知道从何下笔。我的写作始于大
三毕业前，我生病了，整个身体时常疼痛难忍。

在极度惶恐不安的情况下，我学会了写日
记，与自己对话交流，以缓解自己内心的无数苦
闷。特别是住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那一个多月
里，身上被扎了无数个针孔，身体各处的神经如
同一个又一个妖怪，在我的身上四处乱窜，像用
棍子打、用火烧，有时甚至把我的腿变成了几千
吨的煤块，让我的下身支撑不起我的上身，只能
一瘸一拐地走着。

在《生命之花》这本书里，我在《流着泪吃饭》这
篇文章写道：人生头一次因为身体疼痛，而流着泪吃
饭。在那个时日里，住在学校宿舍的我，带着医生所
说的“半身不遂”的心情待在宿舍里，极度难熬，一时
间不知道该向谁诉说，甚至连个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的人也没有。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我的身体和内
心极度受到打击。

我或许如懂事的孩子一样，总容易把自己
的难处与心情藏起来，让别人看到的都是那么
风轻云淡，甚至是乐观积极的样子。

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与文字有了密
切的接触，我向它诉说命运的不公，而文字也用
它那双无形的双手轻轻地安抚着我，它像个慈
祥的母亲，轻轻地把我抱在怀里，嘴里说着这个
世上最动听的话语。

当疼痛一阵又一阵折磨我身心时，我的心
态总容易发生变化，有一个最可怕的念头，一度
飘进我的脑海里，那就是自杀。一想到自己才

二十出头，正是如花的年纪，不得不鼓励自己坚
强地活下去。

从2019年到2022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而生活中的日常小事、趣事，在
我闲暇之时，经过敲键盘的方式，开始出现在文
档里，飞向了远方的报纸杂志。

也许就是因为太年轻，承受不了疼痛，承受不
了命运的不公，才有了后来在文字上发光的日子。

宛如这本《生命之花》，围绕我自己切身的
经历，以及身边人的感人的事，用最简单朴素的
形式，把时光里的人与物变成了一颗又一颗珍
贵的珍珠，装饰在了书本里。我也没有想到这
本书，给了很多像我一样身残志坚的人，一种希
望与力量。

日常生活中，我每每都会通过阅读书籍的
方式思索人生，并记录人生，慢慢地我不再为身
体的疼痛而苦恼，这大概是因为我明白了，疼痛
是我无法回避的一种困难，也许这种感觉更能
让我感受到生命在宇宙中发生的各种奇迹。

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
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
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
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
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命如果失去疼痛感，或许
我就不会理解人为什么而活着？一股向上挣扎的
生命力，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需要的，所以我不
断鼓励自己，一定要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为什么要写作？一切都是为了留住时光，
留住那些感动人心的时刻，以及那些热烈滚烫
的青春。这就是我内心真实在感受。

人为光亮而活，也活在了光亮之下。因而对于
我自己来说，未来的道路上只有向阳而生，才能找到
生命存在的意义。写作的道路上也是如此。

刘婷婷刘婷婷：：写作让我不再为疼痛找写作让我不再为疼痛找““借口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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