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PEOPLE

———

兼收并蓄

、

融会贯通的青年艺术家池浚

传承大师文脉 铸就中国梦想

文

/

赵小雪

池浚

，

1979

年生

，

浙江温州人

，

中

共党员

，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

人才

。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科研与研

究生教研室主任

，

中国梅兰芳文化艺

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

北京浙江大学校

友会理事

。

2003

年大学本科毕业于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

2007

年硕士

研究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

专业方

向戏曲表演理论

，

导师朱文相

；

2013

年

博士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

专业方向

东方戏剧

，

导师麻国钧

。

师从中央民族

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先生从

事民族声乐与古典诗词演唱研究

；

师

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先生

从事南戏与戏曲文献学研究

；

师从中

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吴迎先生从

事京剧梅派艺术研究

；

十余年来受梅

葆玖先生亲身教诲良多

。

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青年

博士

，

他是中国戏曲学院重点培养的

骨干教师

，

他是才华横溢的戏曲理论

家

，

他是学术兼修的京剧梅派研究者

，

他是天赋异禀的民族声乐传承者

，

他

是编剧

，

他是导演

，

他是策划人

，

他是

制作人

，

他是撰稿人

，

他痴迷于场上

，

执著于案头

，

他就是行走在艺术道路

上的青年艺术家

———

池浚

。

音乐梦

———

怀揣歌唱梦想 走进音

乐殿堂

从小喜爱唱歌的池浚就显现出了

在歌唱方面的天赋

，

池浚说

：“

虽然父

母不从事艺术事业

，

但我遗传了母亲

的嗓音

，

父亲的乐感

。 ”

他八岁就作为

学校大合唱的领唱登台

，

几年后又考

上了著名的温州少艺校

。

尽管他后来

上的是综合类的院校

，

但一直酷爱声

乐

。

他曾是浙江大学文琴艺术团合唱

团的首任团长

；

也曾获全国大学生艺

术歌曲演唱比赛一等奖

、

浙江省校园

歌手大赛美声民族组第一名

；

还曾举

办过

“

浙大男高音

———

池浚独唱音乐

会

”。

一向爱惜羽毛的他几乎每次演出

都要自己采集现场实况录音

，

短短几

年录满了九盘磁带

。

池浚是香港歌星

罗文的崇拜者

，

曾在香港面对面为时

任浙大人文学院荣誉院长的金庸先生

演唱

《

射雕英雄传

·

铁血丹心

》。

池浚笑

谈

：“

别人称他

‘

金大侠

’，

我们叫他

‘

査

院长

’。 ”

在他的青春记忆里

，

最深刻的

就是那段燃烧音乐梦想的岁月

。

2004

年池浚只身来到北京求学

，

考上研究生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访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先生

。

姜先生

从事民族声乐与古典诗词演唱研究多

年

，

尽管池浚谦称自己只是姜先生门

下特殊的

“

业余声乐爱好者

”，

但先生

对这位

“

半路出家

”

的温州同乡颇为青

睐

，

不仅学术上专心施教

，

更热忱提携

和关心池浚的舞台实践

。

北京电视台

举办的一台明星云集的清明诗会

，

姜

先生充分信赖池浚替代他去演出

；

在

中华诗词新作品演唱会上

，

姜先生更

亲自带他演出

；

2012

年池浚参加母校

浙江大学

115

周年校庆音乐会

，

姜先

生竟不顾近

78

岁高龄

，

亲自陪同到杭

州现场指导合乐和演出

，

足见钟爱备

至

。

优越的音乐天赋条件

，

深厚的古

典文学涵养和对于戏曲韵味的领悟

，

让池浚能够充分理解古典诗词演唱的

精髓

，

并在文化层面上触类旁通

，

成为

“

中国古典诗词演唱第一人

”

姜嘉锵先

生的传人

。

姜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

：

“

我的学生中有一位最能得我的神韵

，

就是池浚

。 ”

慈父般的厚爱及艺术家的

情怀

，

让池浚深受感动

。

用行动传承恩

师的教诲

，

正是他依然积极活跃在大

型音乐活动的动力

。

《

祈福中国梦

·

吉祥中国音乐会

》

的策划人初次见到池浚后

，

便认定他

就是这场大型音乐会总导演的不二人

选

。

池浚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根基和音

乐素养

，

能将音乐会的文化内涵更好

地凸显出来

。

他对现代多媒体舞台的

熟悉

，

能从音乐

、

光影

、

舞台乃至服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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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滴水不漏地形成深具创意感而

又切实可行的导演方案

。

音乐会以中

华传统文化为核心

，

十二首曲目全部

来自于传承千百年的梵呗音乐

，

运用

多种光影技术构建梦幻的舞台

，

成为

一场将跨界做至无痕的心灵音乐会

。

对于这场音乐会

，

池浚对自己的要求

是

，

或许难以称得

“

绝后

”，

但一定要做

到

“

空前

”。

戏曲梦

———

从戏曲爱好者 到戏剧

理论家

池浚与梅葆玖先生结缘是一段传

奇故事

，

1999

年只有

20

岁的他颇为

“

大胆

”

地给梅葆玖先生写信

，

表达了

自己对梅派艺术的喜爱和对先生的景

仰

。

出人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

，

竟然真

的收到了梅葆玖先生的亲笔回信

，

抬

头写着

“

池浚先生

”，

这是池浚人生中

第一次被人称为

“

先生

”，

信中言辞恳

切

，

还附了多张签名照

。

那一刻

，

真是

惊喜得让人眩晕

。

这封回信更加深了

他对梅派艺术的特殊情感

，

也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

之后的书信往来中

，

池浚表达了

自己对梅派传承的一些观点

。

惜才爱

才的梅葆玖先生惊讶这位年轻的大学

生竟然对戏曲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

解

，

于是特地将梅派研究专家吴迎先

生介绍给他

。

2000

年

10

月

28

日

，

池

浚在上海第一次与二位先生相见

，

促

膝长谈至凌晨

。

梅葆玖先生没有大腕

的架子

，

而是虚怀若谷

、

和蔼可亲

，

即

使对待池浚这样的后生晚辈也视若上

宾

。

从此

，

池浚的心中便埋下了

“

要做

齐如山

”，

研究梅派艺术的种子

，

正如

吴迎先生所说

：“

不虚此行

”。

池浚将梅先生视为智慧的长者和

精神的导师

，

本科毕业考研前

，

池浚向

梅先生请教

：“

我实在是喜欢戏曲

，

也

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您看我将来

专业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好不好

？ ”

梅先

生稍作思考

，

温和而正色地说

：“

你一

定要想好

。

如果你干了这行

，

以后觉得

不合适

，

再退出来

，

那对你的人生是个

浪费

，

如果你想好了

，

你就投身其中

。 ”

说到

“

投身其中

”，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

个圈

，

向下一指

。

池浚深感梅先生的坦

诚相告和真心教诲

，

后来池浚经过慎

重抉择

，

果真

“

投身其中

”。

如何将梅派戏曲艺术传承并发扬

光大

？

池浚的博士论文让他心中传承

梅派的种子发芽生长

。

他从学术角度

进入梅兰芳的艺术世界

，“

从结果反推

过程

”，

剖析梅兰芳的表演

，

从演剧

、

戏

文

、

歌声

、

舞容

、

舞美等角度

，

对梅兰芳

戏曲表演形态进行分析论述

，

形成当

代梅派研究的新成果

。

努力为表演艺

术核心的技术处理找到理论层面的思

维根源

，

这是池浚致力的研究方向

。

临近博士毕业的时候

，

池浚申报

的

《

梅兰芳表演美学论

》

项目获批北京

市教委社科面上项目

；

获评北京市属

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

，

课题为

《

梅兰

芳盛年代表剧目挖掘整理研究

》。

随

后

，

历经四年磨砺

，

以梅派名剧

《

太真

外传

》

为基础的京剧

《

梅兰霓裳

》

在梅

兰芳大剧院震撼首演

，

获得极大成功

。

梅葆玖先生任艺术指导

，

中国戏曲学

院周龙教授任导演

，

池浚担任这部作

品的剧本整理改编

、

统筹与主题歌作

词

，

再现精华

，

继承和发展传统经典

，

跨越时代演绎

。

池浚也担任了正乙祠

驻场京剧

《

梅兰芳华

》

升级版的执行导

演

。

京剧

《

梅兰芳华

》

已经形成品牌

，

经

过池浚升级改版之后

，

更加融古典与

现代

、

传统与时尚

、

本土与国际于一

体

，

体现戏曲表演的本体和市场化的

需求

。

传承梦

———

感念恩师 薪火相传

今年已九十一岁高龄的浙大中文

系的任明耀教授是池浚的忘年交

，

任

老师称池浚为

“

虽然我没有教过

，

但是

我最得意的门生

”，

嘱咐他

“

要多写文

章

，

多出成果

！ ”

任老师是池浚在杭州

最大的牵挂

，

每年池浚都要专程到杭

州去看望任老师

。

早在

2001

年

，

正是

任老师推荐池浚去拜访戏曲理论家朱

文相教授

，

才有了池浚和朱老师这段

师生之缘

。

那天朱文相老师与池浚一

见如故

，

在后来给池浚的信中以

“

所谈

甚洽

”

来形容当日的默契

。

后来池浚才

知道

，

任老师和朱老师是从未见过面

，

只靠书信往来的笔友

。

池浚很感谢两

位恩师的关爱

，

更感动于君子相交淡

如水

，

却都倾其所有提携后进的无私

和博大

。

朱文相老师后来成了池浚的硕士

导师

，

更是他的人生导师

。

池浚从中文

跨专业学习戏曲表演理论

，

不仅是由

于自己探索的勇气和对戏曲的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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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源于朱老师的鼓舞和嘱托

，

朱老

师说

：“

我招池浚

，

就是为了将来搞戏

曲学留师资

。 ”

他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

相授

，

对池浚说

：“

我现在年纪大了

，

身

体也不好

，

以后这个事业就要靠你们

年轻一代去继承了

。 ”

每当池浚有了疑

难向老师求教

，

老师总是有求必应

，

有

问必答

，

而且每每问一答十

。

池浚是朱

老师的最后一位学生

，

堪称是朱老师

治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学术思想的衣钵

传人

。

朱老师和池浚情同父子

，

无论从

文学转向戏曲的知识结构

，

还是治学

态度

、

生活方式

、

处事原则

，

都如出一

辙

。

朱老师仁德宽厚

、

遇人以善为先的

大家风范和坚忍

、

不放纵的慎独精神

是池浚做人的标杆

。

他说

：“

朱老师改

变了我的一生

，

将我从一个戏曲艺术

的爱好者

，

变成了一个戏曲事业的求

索者

。

我觉得老师不曾离开

。 ”

朱老师

是在作为池浚导师的任上因病不幸逝

世的

，

其实池浚在朱老师身边的日子

仅仅三年

，

但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

朱老

师去世多年之后

，

池浚与人交谈时仍

然总会谈到朱老师

。

朱老师生前就将日后池浚的发展

道路规划出来

，

至今池浚仍然行走在

朱老师当年的预言中

，

这完全不是机

缘巧合

，

而是运筹帷幄的

“

隆中对

”。

按

照朱老师对研究领域

“

宽

（

本科

）

-

窄

（

硕士

）

-

宽

（

博士

）”

的设计

，

池浚在取

得硕士学位后

，

拓展更广阔的平台

，

从

戏曲表演理论到东方戏剧研究

，

成为

了中央戏剧学院麻国钧教授的博士

生

，

于

2013

年

7

月获得博士学位

。

麻国钧教授以中戏严谨的学风教

育池浚

，

让他感受到做学生刻苦攻读

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

麻老师的雄健豪

迈充满了人格魅力

，

在生活上随和开

阔

，

在学术上眼里不揉沙子

，

池浚却觉

得他更是个慈父而非严父

。

为了指导

池浚写毕业论文

，

麻老师冒雨与池浚

相见

，

现场审阅

、

现场教导

。

每每想到

那时的情景

，

池浚都感慨万分

：“

我将

终生追随麻老师

，

学做人

，

学做事

，

学

做学问

。 ”

池浚在学术上转益多师

，

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先生在戏曲研

究道路上笔耕不辍的勤勉态度

，

以及

“

敢为天下先

”

的开拓精神

，

都给了池

浚以榜样的力量

。

在孙老师手把手指

导下

，

池浚参与了

《

古本琵琶记汇编

》

编撰工作

，

由此打开了对古典文献的

学研之门

。

孙老师常在池浚迷茫时为

他指明航向

，

把视角延伸到新的学术

领域

，

恰如指路明灯

。

池浚说

：“

孙老师

总是能够解答我心中的疑惑

，

对我的

想法给予指引和落实

。 ”

对池浚而言

，

比起专业上的成绩

，

求学过程中所收获的感悟则是更重要

的一笔财富

，

池浚的博士论文最后附

有一篇

“

致谢

”，

致谢篇言辞真切

，

把走

上戏剧道路上每个帮助他的人

、

受益

的事件

，

都记录得诚恳感人

。

池浚用志

虑忠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恩师

，

至亲

和挚友

，

实为艺术家风范

。

有着

“

千顷

地一棵苗

”

般的优越师承和得天独厚

的机遇

，

肩负着众多前辈的期许

，

池浚

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

又时常感到有些

惶恐

：“

我不敢懈怠

，

因为真的不想让

他们失望

。 ”

将艺术传承下去是老一辈

艺术家的愿望

，

池浚肩负使命

，

兢兢业

业只为传承之梦

。

开拓梦

———

讲台舞台 各展芳华

池浚喜欢人家用

“

认真

”

来评价

他

，

这个

“

认真

”

既有他作为温州人

，

传

承了永嘉学派

“

务实事功

”

的理念

，

也

有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所倡导的

“

求是

精神

”

熔铸在他的人格中

。 “

求是

”

校训

已深深地刻在他心中

，

求真务实

、

实事

求是已成为他一生受用的处世准则

。

如今身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师

，

池

浚承担了多门戏曲表演理论方面的专

业课程教学

。 “

坚忍不拔

，

孜孜以求

，

始

终以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

任

”

的国戏精神是池浚恪尽职守的力

量源泉

，

并且身体力行地为民族文化

培养传承人

。

他是最理解表演专业学

生的理论教师

，

面对戏曲演员

，

强调表

演技艺的重要性

，

提出

“

戏技合一

”

的

理念

，

从表演的角度给学生最直接的

解答和最实际的指导

，

善于用最简单

朴实的说法诠释精微奥妙的理念

，

在

戏曲表演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很好的教

学效果

，

受到同事的好评和学生的拥

戴

。

池浚致力于理论研究和舞台实践

的结合

，

一方面开展古典戏曲文献研

究

，

一方面从事戏曲表演艺术研究

，

在

案头和场上两方面都有积累

，

时刻注

重艺术的本体

。

在他看来

，

戏曲表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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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论支撑

，

事实上不存在所谓与舞

台实践完全无关的

“

纯理论

”，

理论和

实践从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

。

戏曲是

实学而非玄学

，

戏曲学是让演员听得

懂

、

用得上的科学

。

中国戏曲学院至今

还将对池浚的培养作为克服理论和实

践

“

两张皮

”

的范例

，

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

：“

戏曲学院要培养什么样的研究

生

？

就是要培养像池浚这样有文化基

础

，

又精通戏曲本体的人才

。 ”

在从事戏曲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同

时

，

池浚近年来也在周龙教授的引领

下涉足创作

。

周龙教授是池浚的伯乐

和领路人

，

他连续多年带领池浚参与

戏曲演出的最高平台

———

文化部主

办

、

为中央首长演出的

《

新年京剧晚

会

》

编导工作

，

不遗余力为池浚创造剧

目编创和制作的机会

，

让池浚在实践

方面更快地成熟

。 “

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行

”，

池浚表示

，

趁着现

在年轻

，

要多做实践工作

，

多搞创作

，

经过亲身操作而升华的理论才更能够

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

多年来的忙碌拼搏

，

让他太多次

对自己爽约

，

三十而立

，

这一次他终于

把成家提到日程上来

，

将与相伴相知

六年的女友喜结连理

。

中国梦

———

实现人生价值 奏响

时代主题

池浚在艺术的道路上付出了太多

的努力

，

并且越努力越热爱

，

池浚说

：

“

让自己的爱好成为职业

，

能一直做着

自己喜欢的事

，

是非常幸福的

。 ”

只不

过他的爱好极其广泛

，

古今中外概莫

能外

，

让其中一个变成了自己的工作

，

还有很多可以继续做爱好

，

永远不会

让自己枯燥无聊

。

一位多年的老友说

他

：“

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一边听京

剧

，

一边玩变形金刚的人

。 ”

池浚始终坚信

“

不要把两件事简

单地对立起来

”，

他认为博学和专攻是

可以统一的

，

学问与情调是可以相溶

的

，

搞戏曲理论靠的是哲学根基

，

写论

文得益于数学思维

，

搞创意创新凭的

是继承和考证的功底

。

如今池浚在所

从事的领域中扮演着各种角色

，

或言

一专多能地做着更全面的工作

，

不少

文化活动邀请他去做策划统筹

、

艺术

指导

、

编剧导演等

。

在池浚的世界里

，

自己的人生是通透的

，

每件事

、

每个身

份是和而不同

、

融会贯通的

。

跨界并不

代表可以不专业

，

在这些领域中

，

池浚

并非做浅尝辄止的玩儿票族

，

他对自

己要求严格

，

不仅用专业的标准衡量

自己

，

而且跟各行精英正面交锋

、

遇强

则强

，

不回避

、

不降分

。

他要求自己是

一个立方体

，

每一面都是可以代表自

己的正面

，

没有一面是避风港

。

每个词条背后都有一段解析

，

池

浚也是个词条

，

解析的内涵很丰富

，

意

义很多

。

池浚说

：“

我父亲给我取名为

‘

浚

’，‘

浚

’

是

‘

挖深

、

疏通

’

的意思

，

就

是让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

不断执著追

求

，

精益求精

。 ”

池浚有很明确的人生

目标

，

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划扎实地走

好每一步

。

他虽然年轻

，

但有时思想层

面竟有点孔夫子所言

“

知天命

”

的意

思

。

相信与池浚深度聊天过的人

，

都会

有这样的感觉

：

他思如泉涌

、

信手拈

来

，

让人就像是进入一座图书馆

、

一所

学院

，

给人以太多的启示和帮助

。

青葱岁月不负志

，

忠诚梦想不忍

欺

。

作为多年来怀揣艺术梦想的新一

代艺术家

，

谈及梦想

，

池浚说自己更注

重梦醒时分

。

梦想是一个展望的目标

，

实现梦想就要靠认定目标努力拼搏

。

池浚很认真地说

：“

每一个人都应该以

自己的方式

，

用自己的力量为推进人

类文明的进程作出或轻或重

、

或多或

少

、

或远或近的贡献

。 ”

这绝不是故作

担当

，

而是一种责任的境界

，

哪怕力量

微薄

，

也要做正能量

。

一路走来

，

池浚

的经历是个平凡的奇迹

，

是每个人都

可能经历过或即将经历的

；

池浚是个

有梦的人

，

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

梦

。

只要人人都用心筑梦

，

小小的自己

就能让大大的中国梦

———

梦想成真

！

池浚主要成果

：

参与编导文化部

《

新年京剧晚

会

》，

导演

《

祈福中国梦

·

吉祥中国音乐

会

》、

正乙祠驻场京剧

《

梅兰芳华

》

升级

版

，

剧本整理改编

、

统筹京剧

《

梅兰霓

裳

》、

统筹小剧场实验戏曲

《

还魂三叠

》

等

。

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市

级科研项目

，

参与多部著作编撰和多

部戏剧

、

音乐创作

，

举办多场学术讲座

与音乐会

，

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

文数十篇

，

作为特约撰稿人在

《

京华时

报

》

发表剧评数十篇

，

获

“

全国教师教

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

”

特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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