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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绽放璀璨之花

——访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京剧表演青衣行当教师滕莉

文/飘 雪

论选择是什么，你的人生总会随之而改变。

对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技术学院京剧表演

青衣行当的教师滕莉而言，17年前的那次选

择，不仅让她从黑龙江来到了首都北京，更

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让她的人生与梦想一

同绽放出绚丽的多彩之花。

1996年，滕莉辞去了黑龙江京剧院演员

的工作，来到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以

下简称学院），成了一位职业教师，为孩子

们传道授业解惑，而学院多了一个多才多

艺、能教能演、能编能导的优秀员工。滕莉

的人生从此与学院紧密结合在一起。

桃李满天下的教学生涯

每一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想要追求成就

感。成就感是我们衡量人生是否完整的一把

尺子。作为教师，桃李满天下，就是一种成

就，这种成就不是具象的，但是它却是真实

致、周到。我总是说，学校的工作最难做，

京剧能否延续发展，学校是根。”

重返母校，李玉芙感慨万千，60年前

老师的言传身教在头脑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50年代的老师个个敬业，学生也用功。考

试前，我为了考出好成绩，就到耳房的犄角

去练，我们管这叫作‘山后练鞭’，用私功

还挺不好意思。以前，我们在学校里演出很

多，这对学生积累舞台经验太重要了。梅先

生一直都没离开舞台，去世前头几天还在演

出。他年少成名，一辈子都在演。名家都是

在舞台上历练出来的。”

京剧是李玉芙一生都放不下的情结，

她打心眼儿里热爱这门艺术。对于京剧的传

承，她用了“责无旁贷”四个字。“我将毫

无保留地教学生，决不‘留一手’。我脑子

中没有这个字眼。我随时听从母校的召唤，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如今，我们学校这么有

希望，祝愿戏校健康地发展下去，将国粹发

扬光大。”

生命按照它特有的轨迹行进，人生充满

了变数，任何一个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都会

影响人的命运。在21世纪的今天，换一份工

作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真正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并非易事。不可否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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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令人满足的。

在采访中，滕莉开心地拿出手机秀她与

学生的聚会。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在镜头前

笑得无比开怀。“这是我们那天出去吃饭的

照片，这些学生有的在京剧院工作，有的在

上学，都很成才。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学

生们毕业以后经常跟我联系，他们就像我的

孩子，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母女一样，他们都

叫我妈妈！小孩子就是这样，你对待他就跟

照镜子一样，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你对他

好，他也对你好。”滕莉说这些话的时候眼

睛里闪动着快乐，脸上的笑容更是如开放的

春花一般。看得出来她真的很爱这些学生，

而这些学生给她带来的满足感，正是身为人

师才能体会的。

“做演员只对自己负责任，当老师就

要对学生负责任，这是良心账。当老师好好

教与不好好教，完全靠的是个人。大家都觉

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明白，其实不对的。别

看孩子小，但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知道你

是不是认真上课，你是不是对他们很关心，

你是不是真的对他负责任。人的交流是互动

的，是对等的。”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作为教

师的真谛——真心热爱孩子、真心教导孩

子，才是为人师最重要的基本素质。

对于教学方法，滕莉最大的体会就是因

材施教。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其

实很复杂，需要很灵活地处理。“我很喜欢

不是天赋特别好的孩子，天赋好的孩子谁都

能教，天赋一般的孩子，能挖掘你作为教师

的潜力。你需要寻找适合这个孩子的教学方

法，这个过程中能累积你的教学经验。比如

在教学生发声的问题上，每个孩子的生理条

件、气息、位置、悟性都不同，需要你根据

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我总是说这很

像当中医大夫，你首先要会号脉，知道孩子

的问题在哪，还得会开处方，对症下药。每

个人的身体、体质、素质不同，要针对不同

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这也是当老师的

乐趣，是一种挑战。当你把一个天生条件差

一点的孩子教到成才，那种喜悦，不是此中

人，根本无法体会。这个孩子也会对你终生

敬仰、心怀感激，他会跟你特别亲，这就是

为人师的成就感。”

在教学中，滕莉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

养。“教的时候注重能力培养，教不是单独

的，是教他学习的方法。将来自学的方法

提高，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学什么都可以更

快，主要还是方法的传授。”学院的孩子学

习的是专业，将来要依靠专业工作、生活。

未来的社会竞争激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教

育，单纯会一些戏是没有用处的。这也是教

师对孩子未来的责任。

教师的责任是无比重大的。家长将孩

子交到老师手里，作为老师，肩负的是一个

学生的成长教育。滕莉说，“我自己有孩

子，会处在一个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能

够体会家长的心理，作为家长，把孩子教给

你希望你怎么对待孩子，怎么教育孩子。”

进入学院的学生年龄正好处于青春期、叛逆

期，作为家长的滕莉，从自己孩子的过往

经历上能够看清楚学生的心理变化，会更好

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会软硬兼施，根据不

同孩子处理的方法不同。自尊心强的孩子点

化一下；比较顽皮的孩子就要施加一点点压

力。虽然我是教专业课的，但是思想教育也

要抓，要关心学生的生活、思想，才能更好

地促进孩子的进步。”责任这两个字在实际

生活中很难量化，作为教师的滕莉处处以此

来督促自己，想孩子之想，才能真的爱护孩

子、教育孩子。在滕莉的悉心教导下，她的

学生在全国各项戏曲比赛中屡次获得大奖。

滕莉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严谨地对待

教学，她参与了很多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

写，独立撰写了很多实用的教案。在继承传

统上，她特意向80多岁的退休教师张庆良老

先生求教，学习京剧传统教学方法——“口

诀教学方法”，并打算将此方法出书，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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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师、票友留下珍贵的资料。

作为北京市教学名师、院级专业带头

人和北京市级精品课程青衣行当剧目课的负

责人，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方

面，滕莉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教学团队建设

中，她指导专业教师及时跟进时代要求，带

动形成了良好的“传、帮、带”团队文化；

培养年轻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并定期聘请

老艺术家指导落实教师的实践演出。在2008

年，滕莉所在的戏曲表演专业教学团队，被

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多姿多彩的教学生活

生活中总会有一两个人对你的人生轨

迹起着指导与协助的重要作用。对于滕莉

来说，老校长孙毓敏就是她生命中的“贵

人”。孙校长一直致力于培养双师型教师，

让学院的老师不仅能教，更要能演，不仅在

教学中传承，更要大胆创新。正是因为孙校

长的这些理念，滕莉在学院的17年教学生涯

中，充满了动力和乐趣。在一般人的想法

中，教师无非教书而已，滕莉的教师之路却

绝非仅仅如此。从1996年开始，滕莉在教学

的同时，演戏、编戏、导戏……教书这份工

作多姿多彩、妙趣横生。

1996年，学院创编大型京剧《白蛇传

奇》，在长安大戏院公演300余场，并被北京

市教委评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院排戏与

剧院排戏是有区别的。“这部戏排了很长一

段时间，我是编导，也是主唱，除了在导演

组的工作，还要进行舞蹈编排。与此同时，

还要教导学生，在学院排戏是要以教学的形

式进行编排的，要让学生参与其中，锻炼他

们的创造能力。

1999年，在孙校长的指导下，滕莉只用

了3天，独立创编京剧折子戏《打神告庙》，

获得北京市教委举办“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

青年教师评优课活动”教学一等奖。

2003年，滕莉主创英语教学剧目。京

剧唱念改为英语会是什么样呢？对此，滕莉

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无所谓成功与失

败。我们选择二六那段唱，很短，学校教英

语的老师改的词。本身《散花》的词包含了

很多佛教的东西，词义很深，翻成英语只能

比较简单，因为英文的发音和汉语不同，复

杂的发音用到京剧唱腔里不大合适。”这种

大胆的尝试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

该项目被北京市批准为市级教学改革立项项

目，其中剧目《天女散花》被中央电视台录

像，同时为各国驻华使节演出。

2005年，滕莉主创移植京剧《探谷》

剧目，改为评剧并公演。说到此，很多人都

会有疑问，怎么一个京剧教师去改评剧剧目

呢？这要从学院的评剧班说起。因为评剧的

剧目多以唱为主，带舞蹈表演的剧目非常

少。为了拓宽评剧的戏路，让评剧班的学生

学到更多的知识，评剧班教师与滕莉合作，

将京剧中的《探谷》改成了评剧。唱腔改成

了评剧唱腔，但是身段表演沿袭了京剧的风

格。这出戏改编得非常成功，后来评剧班的

学生郑岚（现中国评剧院演员）在上海专场

演出获得了白玉兰奖。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是基于传统的改

进，那么滕莉与法国人索美尔合作的赴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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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带上了国际的色彩。2004年，索美尔

带着好奇来到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深

入到课堂中，体会京剧的教学，观察京剧教

师与学生的交流，他被京剧师生间口传身授

的传神教学精神所打动，最终提出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他要以京剧教学模式为蓝本设计

一部戏，描绘中国传统京剧传承的故事。于

是他找到学院谈了他的想法，选定滕莉参与

此剧的编创。最终合作出《京剧第一课》这

部类似话剧的京戏。“这部戏用索美尔的话

说，就好像描写一个餐厅制作美食的过程，

从后灶做饭的细节到最终堂食的过程完全呈

现出来， 让外国人通过这部戏对京剧有了

整体的了解——传统京剧培养下一代人才的

流程是个什么样的。一出京戏是怎么样编出

来排出来的，通过《京剧第一课》可以非常

直白地表现出来。”滕莉在介绍这部戏的时

候带着笑容，相信这样的合作一定是非常新

颖有趣的。这部戏在法国成功演出，得到了

外国人的喜爱。“唱的都是汉语，演出的时

候字幕是法文的。我们演出的时候最后几排

都是站票了，从始至终，这些法国人都很专

注，在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热烈地鼓掌、跺

脚，久久不愿离开。” 2009年，《京剧第一

课——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成果总结》被北

京市教委评为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

等奖。

因为《京剧第一课》的演出异常成功，

索美尔再次与滕莉合作，排演了赴法模式京

剧剧目《水浒》。滕莉介绍说，“索美尔看

的是英文版《水浒》翻译成的法文版，他很

喜欢水浒里面那些行侠仗义的人物，其中一

折戏他选的是《水浒》第51回中雷横打死白

秀英的故事中的一段。这戏里是雷横去戏楼

看戏。索美尔很喜欢这种舞台中戏中戏的感

觉，京剧中没有这出戏。于是找京剧院吴江

进行编剧，我来导演。这部戏非常好玩。因

为是给外国人看的戏，所以里面加了很多

中国民俗的东西。故事一开始是正月里闹元

宵，所以我就把中国民间的民俗表演加了进

去，踩高跷、扭秧歌、大头娃娃等吧，戏中

戏里表现宋朝的舞台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

很小的戏，但是色彩很丰富，剧情很热闹，

是一种很好的创新。”这部戏在2010年、

2012年两次去欧洲巡演，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引起了欧洲人不小的轰动。

……

从小学体操、舞蹈、跳水的她，在小

学时期就有着编舞的才能。并非科班出身的

滕莉，在样板戏流行的年代因为自身的多才

多艺误打误撞进入了京剧行当。21年的学习

和演员生涯，滕莉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当

滕莉选择做了教师以后，继续用她的才能完

美演绎她的教学生涯。滕莉从小就喜欢做教

师，更梦想做一名导演。她放弃做演员，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学院的教学舞台上淋

漓地发挥着她的才能。她说她喜欢平淡的人

生，但这样一位女子的生活又怎会平淡？滕

莉从事京剧艺术表演和教学工作的36年中，

通过个人的不断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在

业内获得较高的声誉，2007年被录入重版的

《京剧知识辞典·人物》一栏中。

滕莉认为京剧艺术博大精深，中国戏曲

几百年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与民

族精神。在当下快餐文化盛行时期，作为搞

传统艺术教育的教师，生活都很清贫。但是

滕莉却始终坚守着这个岗位。她说：“传承

京剧艺术是此生的天职和使命。教学，需要

敬业精神。治学，更需要乐业精神。教师能

否在治学中感到乐趣，是学业能否有成的重

要前提。倘若视治学之路为畏途，为苦事，

要取得成就恐怕很难。戏曲教师的生活工作

虽然清苦寂寞，然而全身心投入教学与学术

研究，又会使人颇不寂寞，倍感充实，恰似

开辟了一片艺术园地，寻找到一方乐土。”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