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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理应参与公益事业，多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京剧

；递给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观。

俊黧罴耋

录音带上的小红星

与“梨园行”里的世家子弟们相

比，纯粹的“门外汉”从自幼成长的

艺术环境熏陶，到真正入行端起京剧

这碗饭，都更需要天赋的赐予、艰辛

的努力以及机遇的垂青。“我家祖上

八代没有搞文艺的，我能走进梨园行

真的是非常幸运。”姜亦珊所说的“幸

运”首先来自她的母亲。1991年，沈

阳艺术学校京剧班招生。讯息传来，

酷爱京剧的母亲立刻带着12岁的姜

亦珊去考试。凭借清新的气质和自小

打下的舞蹈功底，姜亦珊从1000余

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被录取

的五人之一。自此，一个如诗如画、

多彩多姿且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京

剧艺术世界，成为姜亦珊一生用心追

求的人生航标。

“老师吊嗓子喊在‘哆’，我能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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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咪’，总能翻一个八度。”凭借天

赋的嗓音条件和艺术悟性，姜亦珊从

第一天张嘴学唱，就没有过荒腔走板、

不搭调、不挂味儿，再加上她圆脸庞、

大眼睛、高鼻梁的长相，化妆扮相极

具古典美女气质。“这孩子是块好材

料”，“唱腔扮相都好，祖师爷给饭”

京剧院的老师们也为发现了“苗子”

感到欣喜。

天资聪颖还需刻苦用心。揣摩唱

腔，姜亦珊孜孜以求，《秦香莲》一

段“琵琶词”她不知反复唱了多少遍；

练眼神、练手势，她每天都练得浑身

酸疼，回家上楼时，由于腿疼得厉害

不敢迈步，只好爬着上了自家的五楼。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在沈阳

京剧院学戏期间，姜亦珊被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有“小张君秋”之誉的

薛亚萍老师表演的((望江亭》深深吸

引，那细腻而委婉、俏丽而多情的唱

腔如电光火石一般震撼着她的心灵。

恰逢此时，“全国京剧张派青年演员选

拔赛”在天津举行，只学习过((状元媒》

一段唱腔的姜亦珊不想错过机会，便

按照比赛规定将自己的演唱录音送交

组委会。当身为评委的薛亚萍老师听

到姜亦珊的演唱后，马上在那盘录音

带上画了个小红星作为标记，她凭借

多年对张派唱腔的研习与揣摩，认为

这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嗓音条件好，

声音有穿透力，且唱出了张派亮丽雅

致、清新脱俗的韵味，是新时代的“好

苗子”。比赛当天，姜亦珊发挥得十

分出色，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蟾宫折

桂，荣膺金奖。这为她师承名师、专

工张派打下了一个“红底儿”。

响鼓还要重锤敲。2000年9月，

痴迷于张派的姜亦珊调入天津京剧院，

并如愿拜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薛亚

萍老师门下，成为张派再传弟子。在((秦

香莲》、《状元媒))、((望江亭》、((春秋配》、

((西厢记》等一系列张派剧目的学习中，

姜亦珊(中)与薛亚萍、梅葆玖两位师父合影

姜亦珊都得到其恩师倾囊相授。在顶

尖艺术家的精雕细琢下，她在唱腔和

表演技巧方面越发到位和自如，好学

加上苦练终于使得她的艺术突飞猛进。

2001年，姜亦珊在第四届全国青年京

剧演员电视大赛中荣获优秀表演奖及

观众最喜爱的演员；2004年，她进入

第四届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

班深造；2005年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的姜亦珊在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

大赛中技压群芳荣获金奖。

新版“昭君”

一个对京剧艺术有着强烈热忱的

人，绝不会停下追求的脚步。

多年的勤奋和钻研，特别是梅葆

玖、李维康、沈福存、阎桂祥等诸多

京剧名家的传授、点播，使得姜亦珊

领悟到京剧流派的各家之长和技法特

色，她逐步懂得：京剧艺术是极具个

性化特征的舞台表演艺术，流派即是

个性的产物。

2007年，姜亦珊被调进北京京剧

院梅兰芳京剧团，在恩师博采众长理

念的支持下，又拜梅派大师梅葆玖先

生为师，成为梨园行既承张又继梅的

京剧演员。

学张派的怎么又改学梅派了?在

传统思想意识里，某个京剧演员常被称

作是“某派”演员。姜亦珊的“工张兼梅”

难免显得有些另类。对此，姜亦珊坚

持“转益多师”的观点。“张君秋先生

就是梅兰芳的弟子，张派是在梅派唱腔

的基础上创立的。两派各有章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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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促进。”在姜亦珊看来，张派特色

更多的体现在唱腔上，而梅派艺术是

集唱腔、身段、眼神等舞台表现之大成，

“多掌握一些流派的技法和特色，对于

演员的综合素质和舞台表现一定会有

帮助。”事实证明，姜亦珊的“工张兼梅”

对于她编排第一出属于自己首演的新

剧目、塑造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人物，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008年，内蒙古京剧团牵头创

作并排演新编历史京剧《(大漠昭君》，

这出新戏为博采众长的姜亦珊提供了

“自由发挥”的空间，成为她灵活运

用各流派特长的“试验田”。

“新编戏既要好看又要好听，张

派的唱腔婉转细腻，而王昭君是王妃，

人物的形象、气质上可以借鉴梅派《贵

妃醉酒》的表现手法，也略有虞姬哀

怨的元素得以表现。”在反复揣摩人

物的性格、境遇、思想状态的基础上，

姜亦珊把张派唱腔和梅派的脚步、身

段、眼神等结合起来，在创作中大胆

借鉴梅派经典《霸王别姬》、《贵妃醉

酒》的动作造型和表演程式，集张派、

梅派精华于一身，使这个与众不同的

新昭君形象血肉丰满起来。在艺术处

理上，姜亦珊和著名作曲家朱绍玉老

师一起，反复修改，充分调动自己的

艺术积累，让戏中的唱腔既华丽，又

不失传统的神韵。如何才能体现昭君

的大家凤范，又保留新编剧的特色

呢?为此，姜亦珊特意向戏路宽广的

阎桂祥老师求教。在老前辈的启发下，

她摸索出一种“京白带韵”的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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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亦珊在京剧《状元媒》中饰柴郡主

让观众觉得耳目一新。

眼神、动作、韵味⋯⋯强烈的创

作欲望每天都在促使姜亦珊进行新的

思考。排练厅没有暖气，需要戴手套

穿棉袄进行排练；走在内蒙的街道上，

姜亦珊体验着2000年前王昭君这个人

物的境遇和内心：“如今我还不能适

应内蒙的生活，想想昭君当年一个人

来到内蒙草原，该有何等的不易啊!”

“昭君”登台，唱腔韵味浓郁，

表演美轮美奂，

民族特色征服了

演该剧荣获201

表演艺术奖主角

“京剧的创

前行。”对于新

缘”，姜亦珊也希

做新戏的目的刁

醉酒》一样传殍

戏曲元素的一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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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台表现力上更为综合，很多年轻

人不喜欢看老戏，而像《赤壁》这样

舞台景观极具欣赏性的新戏，可以把

孩子们吸引进剧场，这对于普及戏曲

艺术非常重要。”

“商演没有这种快乐”

老师、戏迷、朋友⋯⋯姜亦珊觉

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处处享受

着各种“恩赐”：父母的养育、老师的

教诲、爱人的关爱、朋友的帮助、大

自然的赐予、时代的赋予，必须懂得

知足惜福，必须心存感恩。于是她选

择以慈善回馈社会，用文艺事业促进

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让更多人来关

注慈善。

2012年11月初，姜亦珊在长安

大戏院举办了慈善京剧演唱会。在那

场演唱会上，姜亦珊深感“如果仅仅

捐票款，那毕竟不是我的钱，而是观

众和爱心人士的钱”。于是她现场拍卖

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状元媒》中的宫

装戏服，将拍卖所得55000元和票款

共计259800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市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梅兰芳、常香玉等

艺术前辈都是慈善事业的先行者，既

能达到为慈善募捐的效果，同时也宣

传了京剧。”在姜亦珊看来，“商演没

有这种快乐，我们虽然称不上大富大

贵，但也是吃喝不愁，如果能在自己

的工作状态中既帮助了别人，又普及

了京剧，这样演出会显得更有意义。”

近些年，姜亦珊除了踏实排戏，

还以慈心善举温暖着那些急需帮助的

人。2012年6月，姜亦珊又“忙里偷

闲”，与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

工作人员一同看望了济慈之家的孤残

盲童。济慈之家一群身患残疾却坚强

可爱的孩子，深深打动了这位年轻母

亲的心，她以母亲的胸怀拥抱着这些

孩子，为他们送去了电子琴、毛绒玩

具，为他们带去了欢声笑语。她还兴

——一

姜亦珊参加公益活动

致勃勃地为孩子们演唱，她的演唱赢

得了孩子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高兴

之余，她鼓励孩子们多多学习国粹艺

术，既增加传统文化修养，又丰富业

余生活。之后，炎炎夏日里，她坚持

参加慈善活动，为残疾人送去了慰问

品和京剧工艺脸谱。7月21日，北京

特大暴雨致使房山区受灾严重。闻之

当地群众物资缺乏，姜亦珊第一时间

以个人名义出资捐赠给北京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500床棉被。这些厚实的棉

被发送到房山区十渡镇残疾人手中。

她的爱心之举给残疾人带去了温暖与

信心，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

个京剧人的社会责任，诠释了“人间

有爱，世间有情”。

台上的姜亦珊用嗓音倾情讴歌这

真善美，台下，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奔走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将社会的

责任、做人的道德、关爱的内涵升华

和提炼。也正因为长期热衷慈善事业，

她被授予了“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助残爱心大使”的称号。

“作为一个社会人，就理应参与

公益事业，多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也

是京剧艺术200余年所蕴涵并传递给

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观。比如《赤桑镇》

告诉人们在国家利益面前要不徇私情；

《锁麟囊》传递出乐善好施、善得善报

的道理。”姜亦珊说，参与慈善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国家和人民给了当代京

剧人这么多荣誉，我们就应该把公益

事业当成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一份

力关爱社会、奉献社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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