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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李红梅 表演艺术家
■ 记录：陈 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桂梅的梦想与热爱在我心中流淌桂梅的梦想与热爱在我心中流淌

李红梅，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云

南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从艺40余年，曾出演过《中国

缉毒警》《玉观音》《为了这片净土》《汶川故事》等诸多

影视作品。话剧《打工棚》获得第十一届文化新剧目奖

等，话剧《桂梅老师》获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大奖。

·人物简介·

赵津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职业昆曲推广
人，昆曲澎派艺术传人，上海梦乐昆曲澎派艺术研
习中心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
协会委员、上海市新艺联会员、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委员、上海海派旗袍文化大使。曾获2022年全国

“百姓学习之星”、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四
青年奖章、上海教育十大年度人物等荣誉。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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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彰显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近年来，在中
华大地上，有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为时代放歌，为奋斗呐喊，这其中有许多反
映为祖国建设发展默默付出的伟大女性的作品，比如塑造“七一勋章”获得者
张桂梅的话剧《桂梅老师》、讲述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故事的
歌剧《呦呦鹿鸣》、歌颂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的音乐话剧《扶贫路上》等，

这些巾帼不让须眉的舞台形象展现了中国女性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一人一角色，凝聚中国精神；一人一舞台，呈现巾帼风采。为讲好中

国女性故事，本版即日起开展“漫谈·我与角色”栏目，聆听表演艺术家在
舞台上，如何诠释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人物、感悟自我表演与角色之间的艺
术力量。

在我心中，昆曲如诗似画走进我的生活，
它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生活，表达情感，叙述
故事。让我从中感受千年文化的魅力，传我
美好，塑我精神。

爱上昆曲：难忘恩师们的引领

当我第一次学习昆曲，就已痴迷不知归
路；当我第一次穿上昆曲的云衫，便体会到它
舞袖翻飞的逸趣……那一年，我12岁，与昆
曲美好相遇。

我的启蒙老师告诉我那一张色彩绚丽、
十分好看的照片，是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
的剧照。那时的我不知道何为昆曲，也不知
道杜丽娘是谁，但我被照片上的杜丽娘满头
珠翠所吸引，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我很幸运的是，刚学昆曲不久，就得到京
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先生的亲自指教。我表演
了一段《牡丹亭游园》片段，虽然内心非常紧
张，但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不停地含笑点头，
立刻就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后来，我也陆续去拜访俞老，聆听他的教
诲与指导，把所学的一遍一遍唱给俞老听。
每次去俞老家我都会精心打扮一下，挑选好
看的衣服。我至今珍藏着一张30多年前的
照片，那是我特意穿了一件妈妈新织的柠檬
黄色毛衣，站在俞老面前唱昆曲。那件衣服，
即使我长大了，长高了、长胖了也舍不得丢
弃。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当年学昆曲
的往事，可能就是这种情怀，让我从此与昆曲
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4年，我在电视里看到国画泰斗程
十发先生为张洵澎老师“从艺四十年专

场”题写“宝钻生辉”四字；荧屏中，老师一
颦一笑间那灵动的眉眼、飞舞的水袖与程
老的题词是多么吻合的一幅“飞天画像”
啊！我心动得如痴如醉，原来昆曲闺门旦
可以演得那么灵动可爱。当时我就做了
艺术人生中重大的决定，一定要拜入张洵
澎老师门下。

当我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叩开张老师家门
时，眼前的老师似乎与荧屏里的人物重合了，
一样的可爱，一样的甜美，一样的光彩夺目。
霎时，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生榜样，要做张老
师那样一个将昆曲融进生命的人。

学习昆曲：作为闺门旦演员始终保
持青春状态

张洵澎老师是闺门旦著名昆曲表演艺术
家、昆曲澎派艺术创始人，我师从、传承、研
习、传播的也是澎派闺门旦艺术。

闺门旦指的是一类人物，而不是某个角
色，在我看来，这人物有三点共性：第一，她们
通常是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第二，她们有
着清纯可人、美丽动人、风骨迷人的外形。第
三，她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向往和
期待。

因此当我演绎闺门旦时，无论是表情、身
姿还是步伐都要有年轻的状态，要给观众充
满阳光和活力的感觉。

张老师传授我的第一出戏是《红梨记·亭
会》，它那么巧地和我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的
那“一幅画面”重合了。

当年学戏是在张老师家中，被老师笑称
为16平方米的“昆曲自留地”中。冬去春来，

老师示范的唱腔、表演及舞蹈，很快把我带入
了戏中人。

《红梨记·亭会》也是我表演最多的一出
戏，剧中谢素秋这个人物不同于一般的闺门
旦行当，即使身处风月也有一腔赤诚。需要
用各种眼神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丰富情绪和
身份特点。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
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这扇窗户里向观
众传递人物的内心世界。

后来，我陆续扮演过杜丽娘、百花公主、
杨贵妃、田氏、陈妙常等不仅扮相要求靓丽妩
媚，嗓音柔美清脆，还要有青春的舞步，才能
把人物塑造得更生动鲜活。

我想，作为一名闺门旦演员始终要保
持青春的状态，这种青春，是心灵上的青
春，同时也离不开闺门旦表演程式的塑
造。正如“娇俏含羞目生辉，丹唇微启银
铃脆”。

传承昆曲：愿意做昆曲的播种人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张洵澎老师的昆
曲表演艺术，2015年我在长宁区古北市民中
心成立了“昆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张洵澎
老师的老同学、老搭档，国宝级昆曲艺术家蔡
正仁老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挥舞着手臂
大声道：“昆曲终于有派了！”

2021年，我写了一本书，名为《我的昆
曲+：津羽讲昆曲》，这是结合我多年昆曲推
广实践写的一本入门读物，全书共十七讲，分
起、承、转、合四个部分，从昆曲基本知识、经
典剧目讲解、昆曲在当下文化环境中的作用
和意义等几个方面，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昆曲

的审美意蕴、当代价值。我希望更多喜欢昆
曲的人了解昆曲知识。

我希望自己不只是站在舞台上，不仅仅
是一名昆曲澎派闺门旦演员，而且也是一
名昆曲艺术的播种者，用大家能接受的方
式，去推广昆曲，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
人心。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推广方
法，也总结了“昆曲+”的道路。用自己觉
得合适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昆曲，走近昆
曲，同时也希望能将昆曲舞台上精致唯美
的艺术美学融入生活，成为艺术生活美学。

比如，昆曲+养生：昆曲和瑜伽、太极都
有相通之处，静可养神、动可养气，我编了一
套《昆韵手指操》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脑病科顾超主任合作用“医曲结合”的新
理念探索早期认知障碍人群健康干预，列入
了上海市徐汇区科普创新项目；昆曲+女性：
昆曲是一项非常适合女性的艺术，大家闺秀
温婉如玉、巾帼英豪飒爽英姿，昆曲里的这些
女性人物让我们可赞可叹；昆曲+美育：昆曲
的唱词，它用最美好的语言文字去抒发情感，
去表达内心的波澜，让孩子们有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一颗欣赏美的心灵和一双创造美的
双手。

六百年的昆曲艺术虽然离我们今天比较
遥远，但它的美曾经撼动四方。

我想，这样的美，我会尽我全力传播下
去，就像我写的那首《昆曲六百年》的词一样：
水磨悠悠六百年，天香国色是牡丹。步步娇，
皂罗袍，姹紫嫣红看今朝。在梅边，在柳边，
一往情深追梦人。追梦，追梦，兰韵袅袅飘四
方，只为再传六百年，只为再传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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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右）与李红梅合影

在2023年元旦那天，张桂梅受媒体之邀，
给大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分享了自己人
生旅程中的故事，她寄语，即便暂时迷茫，也
要努力发光。

读完她那封饱含真情的信笺，字字句句让我
感动，也激励我在新的一年里，永远朝着自己心
中的目标前行。

作为一名演员，每当我饰演剧中一个角
色，走进角色的内心深处时，都会得到很多感
动、收获。

出演《桂梅老师》话剧，我似乎很长一段
时间走不出张桂梅的世界，她真诚、善良、美
丽的形象，始终在我脑海挥之不去。她的事
迹，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热爱，什么是坚
守，什么是奉献……

感动——一个人的梦想与一群人的改变

与张桂梅的缘分，要追溯到14年前，那是
2009年的7月，在云南省英模表彰晚会的现场，
我用朗诵剧的形式表演了《感恩的心》，这是著名
编剧王宝社应云南电视台之约创作的反映张桂
梅英模事迹的小短剧。

演出结束后，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张桂梅，
之前只是在新闻报道里知晓她的故事，觉得她是
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当我看到她瘦小的身影站
在舞台上接受颁奖，微弱的灯光点缀着她亲和的
面孔时，我瞬间泪眼模糊，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就种下一枚梦想的种子，想
用我所熟知的艺术形式，将张桂梅平凡又伟大的事
迹搬上舞台，把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张桂梅带病扎根云南贫困山区很多年，推动
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2008年建校
以来，已帮助2000多名女孩改变命运，走进大
学。如今，这些女孩有的已经成为医生，有的成
为警察，有的成为老师……张桂梅用一个人的梦
想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她像一束希望之光，照
亮大山里女孩们的追梦人生。

2021年6月，由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和云南
省话剧院联合创作出品的话剧《桂梅老师》在昆
明首演，很荣幸我成为张桂梅的扮演者。话剧主

要选择了张桂梅人生中三个重要的时段，撷取了
16个精彩的人生片段，以回望“来时的路”的方
式，构建起张桂梅的人生之路、精神之路。

如今，回想起当初筹办这个话剧的目的很单
纯，我只是尽一个云南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没想
过获奖的事情。但有时候，当你为了梦想全力以
赴时，意想不到的荣誉反而会接踵而来。

就像张桂梅，她一门心思要创办丽江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吃尽苦头，受尽非难，也只是为了帮
助大山里的那些穷苦孩子改变命运，哪里想到会
获得“时代楷模”“七一勋章”等荣誉呢？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话剧《桂梅老师》获得
了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我
想，这样的荣誉不只是对全剧组演职人员辛劳付
出的最好奖赏，更是对桂梅老师精神的认可。

追求——演员的真情与角色的精神融合

话剧的特点就是在于舞台性、直观性、综合
性、对话性，在话剧《桂梅老师》中，如何将平凡又
伟大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在舞台上？

正如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所说：“话剧演员的
每一场表演，不仅展现了他对戏剧人物的理解，
同时也受到演员当时情绪和境遇的影响，是演员
人生某一时刻的心绪在舞台上的投射，也是创作
者生命状态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话剧艺术可以
说是一种生命的艺术。

对我来说，生命的艺术只有在生活中仔细观
察、体验，舞台形象才能刻画得更加栩栩如生。

饰演张桂梅，于我，可谓12年磨一剑，我反
复地研读她的相关资料，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从
外形、神态、语言、动作等，希望尽可能做到惟妙
惟肖。

出演《桂梅老师》这部戏最大的难点在于张
桂梅是一位时代楷模，又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物。为了让桂梅老师生动、真实地呈现在舞台
上，主创人员付出了很多心力。

无论是舞台灯光，还是台词设计，都是从
简单真诚出发，以真实打动人心，“妈妈一身病
妈妈还精彩？妈妈急了会骂人，因为妈妈是
人”。这是我在话剧中的台词，人物越真实也
就越有生命力。

张桂梅说话有点东北腔调，我会仔细去听她
说话的声音，辨别她的音色，学她的声音和语气，
久而久之，我平时说话都会带点东北腔了。

在话剧《桂梅老师》的数场演出中，2022年
7月11日福州的那一场演出，让我印象最为深
刻。当时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内，剧
中小男孩与母亲在狱中过生日的那场戏感动了
许多观众。

“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让孩子吃上蛋糕。”
“呜……呜呜，吃上蛋糕啊！”小男孩的母亲

（国家二级演员马林玲饰）泣不成声，当舞台上桂
梅老师道出孩子母亲的满腹委屈时，她仰天哀
号：“吃上蛋糕！”，那一声歇斯底里的悲吼瞬间戳
到了观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哽咽声、啜泣声，甚
至抽噎的呜呜声布满整个剧场。

这是真实发生在张桂梅义务兼职“儿童
之家”院长时候的故事，为了让特殊家庭的

孩子也能健康成长，帮助孩子走出困境，张
桂梅就带着那个孩子一起去监狱探望孩子
的母亲，一起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让孩
子的母亲有了重生的希望，孩子也从中感受
到爱的力量。

张桂梅用爱心、智慧关心儿童健康成长，是
华坪儿童之家130多个孤儿的“妈妈”，我们把这
段真实故事搬到舞台上，真实再现了桂梅老师那
份大爱精神。

然而，观众所不知道的是，当时演员在台上
激情满溢，马林玲老师被我紧紧抱着正要仰头呼
喊，她的右肩就重重地撞上了我的下颚。台上的
这一“撞击”只有我们二人知道，但是我们彼此都
沉浸在角色里，我顺势半侧着身子掩面哭泣，又
动了一下痛到几乎麻木的下颚，并用余光看了一
眼捂住下颚的手掌，“还好，下颚没有脱臼，血没
有往外流”。我庆幸地想。就这样，我们强忍着
意外撞击带来的剧痛继续演出。

每一场演出结束，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个双
手贴满膏药、手拿扩音器、身着朴素衣装的张桂
梅仿佛就在我眼前。

记得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演出话剧《桂梅
老师》时，演出结束后，张桂梅老师向全体剧组人
员鞠躬，我特别感动，也是12年努力的回报，让
我觉得一切值得。

数度演出之后，当我再回华坪时，张桂梅不
叫我“红梅”，而称呼我为“桂梅老师”。角色的精
神似乎点点滴滴渗透在我的生活里。

坚守——梦想的力量与信念的传递

梅，高洁傲岸，经寒冬而盛放。人们在生活

中，常常会说：“坚守可贵”。可到底什么才是坚
守呢？从张桂梅的人生历程，我更加理解了坚守
这个词的内涵和意义。

我是一个有价值追寻的人，“坚守”分为“坚”
和“守”，“坚”就是坚持，坚持住我们内心所想或
者是我们的梦想，不愿放弃也不能放弃；“守”指
的是守护，更像是一种柔情，守护我们视为重要
的实物或者梦想，不被抛弃，不被搁浅。

张桂梅从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到拥有“办一所
免费女高”的梦想；从开启募捐之路到免费女高
终于建立；从一半老师辞职、刚建3个月的女高
面临移交关门而灰心不已，再到华坪女高历尽磨
难走上正轨，于不断递进的情节推进与翻转中，
从平凡到非凡，张桂梅对教育事业的梦想、信仰
和热爱，感染激励我一路前行。

坚守的道路上从没有坦途，坚守也是我们一
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是我们
追求梦想的路上，无悔的选择。张桂梅如是，文
艺工作者如是，各行各业亦如是。

在话剧《桂梅老师》的12位演员中，年龄最
大的54岁，年龄最小的9岁。平时排练，化妆
间、走廊上、侧幕台随处可见老演员指导年轻演
员如何演戏，一个转身、一个眼神、语言、动作、神
态该如何搭戏，老演员一遍遍做着示范，年轻演
员有模有样地认真学。

老一辈尽心竭力、年轻一代谦虚勤勉，我想
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坚守，他们对舞台心存敬畏，
哪怕台下只有一个观众，只要一站上舞台，大家
就忘却自我，全身心投入角色中，用实打实的真
功夫，为观众展现艺术的真实感。

话剧《桂梅老师》至今已演出近60场，从南到
北，自西向东，人们带着爱与感谢相逢在剧场，相
会在不同的城市，我一定将这份来自五湖四海的
爱意记下，亲自回到华坪，回到张桂梅老师的“舞
台”，亲口对她说出大家的心意。

我也在心里暗自对张桂梅老师许下一个坚
定的承诺。我要一如既往，用艺术的表现形式把
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用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与担当，向社会传递桂梅精神，传递正能量。

2022年11月，我的新书《桂梅老师》顺利出
版，诉说的是我与桂梅老师的缘分，而这缘分足
够让我一生去坚守自己的梦想。

一个是现实中的张桂梅，一个是舞台上的
“桂梅老师”，角色与演员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和张桂梅保持着密切联系，
特别是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给她送去祝福。

越了解张桂梅，让我愈加对她肃然起敬，而
从她实现梦想的艰难过程中，我也收获了更多的
精神力量。

在我几次陷入迷茫，差点就向命运妥协的时
候，是张桂梅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我，在我内
心深处最软的地方“拧”了一下，提醒我不要忘记
自己的初心。

愿《桂梅老师》与观众的对话一直延续着……
愿张桂梅的大爱精神永远传递延续着……

我与角色漫谈·

昆曲澎派闺门旦传人赵津羽:

我对昆曲的一往情深我对昆曲的一往情深

——李红梅与话剧《桂梅老师》的缘起

话剧《桂梅老师》剧照

曲艺心语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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