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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时，她考入江苏省戏剧

学校学习京剧。“刀马旦”

的学习，养成了她独立、坚强的性

格。20岁时，凭借扎实的戏曲功底

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四年后被国

家京剧院录取，多次跟随于魁智、

李胜素等前辈到各地演出。前不

久，她又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

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艺

术硕士。对于这些漂亮的成绩，她

只是淡淡一笑，称之为“幸运”而

已。

她就是国家京剧院一团的优

秀青年演员毕璐娜。见到生活中

的她，脱去了京剧舞台上的华丽戏

服，换上一身内敛的黑衣，抹去了

胭脂粉黛，更显清水芙蓉，天然雕

饰的淡雅。少了台上的夺目光彩，

却多了一些言语的朴实无华，给人

感觉“清淡如水，明媚如花”。

吃得苦中苦，练就真功夫

毕璐娜的家人没有人从事表

演艺术专业，更不是什么艺术世

家。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还担任

班长。三四年级的时候，校长亲自

挑选十几位乐感强、形象好的学

生作为京剧特长生来重点培养，

毕璐娜成为其中之一。“别的同学

做课间操的时间，我们就被校长

拉到一间音乐教室里练习。那时

候，经常练习的曲目是《红灯记》

里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但

那个时候，她并不懂得什么是戏

曲，什么是京剧，仅仅是乐感好，

学得快而已。

小学毕业时，校长就把她推

荐给了江苏省戏剧学校作为定向

生来培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

进入江苏省京剧院工作。虽然毕

璐娜的成绩好，班主任觉得她学

习戏曲有些可惜，但这得到了爱好

戏曲的外公的支持，就这样，她在

校长的推荐和家人的鼓励下进入

了江苏省戏剧学校，开始了六年的

学习。

刚满12岁、从未离开过妈妈

的她独自一人来到南京求学，这一

段人生经历在她学习戏曲的道路

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戏校要接受专业的训练，

老师要求很严格，对所有学生一

视同仁，不分男女。在老师的眼

里，学生只分基本功是否扎实，练

功是否刻苦。

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唱”、

“念”、“做”、“打”，四功五法，

对于演员的要求非常全面，除此

之外，还要练习一些京剧表演技

巧。作为一名京剧演员嗓音、身

段、表演技巧等方面都需要不断

的练习和掌握。

学习中 还 要 面 临 种 种 的 困

难，比如，有段时间练嗓的方法不

是很正确，导致毕璐娜的声带出

了问题，必须接受治疗。用针灸的

方法，一次扎四根银针在嗓子上，

毕璐娜每次都忍住疼痛坚持着，

就是为了能够继续唱戏。小时候，

她不是爱出汗的孩子，但在老师

眼中，误认为她练功时偷懒、不努

力。也曾有老师劝她，“你形象挺

好的，要不去影视班学习吧。”每

次听到这个，璐娜就会暗暗的伤

心。她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

不适合学习京剧，但很快这个念头

就打消了，因为她不愿意离开热爱

的京剧。为了能够唱戏，她加倍努

力弥补自己的不足。

璐娜回忆，毕业汇报演出的

时候，她准备了《穆 柯寨》这部

戏，扮的是穆桂英。为了演好这出

戏，她吃了不少苦。戏里的角色需

要扎靠旗，为了能把靠旗撑起来，

戏服里面穿的是棉袄。在炎热的

夏天，每次练习完毕，汗水都浸湿

了衣服。隔壁舞蹈班的同学练功

的时候会穿短裤，而她总是穿长

衣长裤，因为牢记老师的话“台下

练习就得和在台上一样，适应了才

能演好。”这样的努力最终在汇报

演出时得到了京剧院领导和老师

们对她的认可。

除了练功的苦，更难承受的是

思乡的苦。记忆中，她感到最快乐

的时光就是每次妈妈从徐州坐7个

小时的火车到南京来看她。她便

可以和妈妈住在学校旁的小旅馆

里，跟妈妈说说心里话，撒撒娇，

吃上家乡的小零食。但每次分别

的时刻又来的太快，泪水总是在

说完“妈妈再见”转头的瞬间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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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禁地往下流。    

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六年，璐娜

也在学戏的过程中羽翼渐丰。从

戏校毕业后，她如约进入江苏省

京剧院工作。她很高兴，因为自己

工作挣钱了，能为家庭分担了。在

省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渐渐

感到自己和院里一些成熟演员的

差距，觉得有必要继续深造，而且

去北京学习一直是自己的一个梦

想。妈妈得知她的这一想法后，非

常支持。那段时间，她开始恶补文

化课，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戏曲

学院的考前复习中。

要想学好戏，先要学做人

2006年，功夫不负有心人，毕

璐娜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国戏曲学

院。在这里，老师教给她的不仅

仅是京剧艺术上的技巧和功底，

更重要的是，她学到了一个京剧演

员的艺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要想学戏，先学做 人。”

这是璐娜入学第一天就学到的人

生重要的一课。在这四年的学习

中，她也深深感受到老师的奉献

精神和传承京剧的责任心与使命

感。

“杨少春老师对学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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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学生真的就像自己家的孩子

一样，是我来北京之后对我帮助

最大的老师，我很感激。”璐娜回

忆，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谯翠荣

和杨少春老师下了很大工夫帮她

指导毕业推荐戏——《借扇》。璐

娜在戏中扮演铁扇公主，戏中有

一段耍长绸舞的片段，如何掌握

长绸舞的调度、节奏都很讲究。

还有一段是孙悟空和铁扇公主对

剑的片段，二位老师就会细致到

眼神、腰身、幅度，方方面面都是

手把手地教，一遍又一遍，不厌

其烦。“有时候我学得都有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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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思，真的感谢恩师。”毕璐娜

说。

正是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不

断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奉献自我，

传承国粹的精神，毕璐娜在之后

的道路上更懂得敬业、奉献。

“现在可能我能做的事情是

有限的，但随着我不断努力、学

习，我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就

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

人。自己有一点，可以奉献一点；

自己有很多的时候，可以奉献很

多。”璐娜说。

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她进

入于魁智院长、李胜素团长带领

的中国国家京剧一团。能和自己

的偶像天天在一起工作，得到他

们的指导，璐娜特别开心。

刚进团的时候，团里没有主

持人，领导觉得璐娜各方面条件不

错，就问她是否能够主持节目，她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大胆地尝试

了一下。可这一试，主持便成了她

在京剧学习中的又一重要部分。

一次，璐娜随团到宁波演出，

担任活动的戏曲主持。活动前，她

一人早早地就跑去剧场做准备。

以往演出，剧场是等快开演了才

会亮灯。因为她去得有点早，剧场

没有开灯，她当时没有看清舞台的

月池是降下去的。“有一人多高，

我眼前一黑就掉了下去，摔到肋

骨的地方，疼得我没有办法深呼

吸。”但是，怕给团里添麻烦，璐

娜并没有跟院长和团长说，“每个

演员台下付出的都很多，准备的也

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忍一下。不

能因为自己耽误了大家的演出，能

坚持就要坚持。”最后，她把台上

主持的气息尽量压到最小，忍着

疼痛把后面的几场演出坚持了下

来。

主持好戏曲，传递出精神

随着主持的经历增多，璐娜

做京剧主持也逐渐有了经验。平

时除了京剧演出，她对主持也很下

工夫。从起初作为报幕员“接下来

请您欣赏下个节目”到在台上真

正地主持，她感悟到京剧主持的

作用很重要，可以让观众了解京剧

文化、知识，了解更多京剧演员幕

后的故事。

一次，团里组织“高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邀请老艺术家们为同

学们讲座，他们还会有些京剧动

作的示范，比如打靶子等一些身

段。老艺术家身手十分矫健。“当

时如果我不向台下的同学介绍说，

刚才给我们做示范的老师已经是

70岁了，大家就不会知道舞台上神

采奕奕的演员原来已是如此高龄

了。每次伴随着介绍，同学们会回

应阵阵惊叹和热烈的掌声，为老

艺术家们的风采和他们对艺术的

执着严谨而喝彩。”

自身也是京剧演员的璐娜，

更清楚一个京剧演员几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付出和奉献，更明白一个

京剧演员在台上的表演所传递出

的一种“国粹”精神。毕璐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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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自己对京剧的感悟引导

观众懂得欣赏京剧，把京剧这种

阳春白雪的艺术用“接地气”的方

式呈现给观众。

所以，毕璐娜认为做好戏曲

主持有很重要的作用。现如今，

她 在 院 里的大小 晚会也 主 持了

七八十场，发现自己在主持专业上

还要继续学习和“修炼”。

在 一 次 和 体育 频 道 主 持人

张斌一起合作主持CCTV的大型

纪录片《京剧》的首映式的过程

中，她意识到自己的主持火候还

亟待提高。从张斌身上，她感受

到很多作为专业主持的优秀素质。

“张 斌 老师就是一 个能掌控全

局、思路广阔严谨的主持人。他可

以引导观众，掌控整个晚会的节

奏。”

璐娜说，“戏曲主持需要很高

的专业性，需要主持人对戏曲艺

术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这是对

观众负责，更是对传统艺术负责。

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口误，让观众

误解京剧。”

去年，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

学播音主持专业的艺术硕士，她

说：“我当务之急就是要学习，充

实自己。”

考前的复习很紧张，家里的

书桌铺满了各种书本。那会儿，也

会随团到各地演出，她并没有因

为考试而耽误了工作。那时的作

息井然有序。“早上起 床吃完早

饭就回到房间把窗帘拉上，打开

灯，开始看书、做题。到了中午，

午休1小时，下午4点钟就跟团坐

车去演出。晚上9点钟，大家都去

宵夜，我就回家看书，直到深夜2

点。”

那段时间里，几乎是没有休

息时间，生活简单而充实，就是练

功、排戏、复习、睡觉。在排练的

间隙时间，她也会见缝插针，复习

事先拍好储存在手机里的资料和

试题。如此不知疲倦，最终，在考

试中，满分150分的专业课，她以

140分的高分被录取。

虽然她总是用“幸运”来解

释自己取得的好成绩，但其中的艰

辛付出，她比谁都更清楚。她懂得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会为了梦想

不懈地坚持。

“今天的一切都是京剧给予

我的，我很感恩。”毕璐娜说。

从毕璐娜的身上，看到的更

多的是一个青年京剧演员的坚忍

和奉献。对于今后的打算，她的回

答却更显朴实和简单：她希望通

过自己的京剧主持让更多的年轻

人爱上京剧，希望能够把自己对

京剧的感悟传递给大众。

对话毕璐娜

《中华儿女》：又要演出，又要

主持，又以高分考取了中国传媒大

学，你是如何做到的？

毕璐娜：“最好的爱就是陪

伴”，我觉得不能陪伴家人，是对

他们的亏欠。中国传媒大学一直

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但是时间总

是有限的，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了工作和学习上，就很少有时间

陪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有些朋友

是很不理解的，觉得我太拼了，可

我觉得如果可以努力就应该尝试

一下，因为年轻人就应该靠自己。

妈妈辛苦这么多年了，付出了这么

多，应该是女儿回报她的时候，很

多朋友会问我是否去哪旅行什么

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陪我妈

妈一起去旅行。我现在还年轻，我

应该多做事，还没到玩乐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我妈

妈幸福，我没有太大的梦想，我

更希望自己有能力为家人和朋友

们创造更多，希望大家都可以幸

福。

《中华儿女》：现在的年轻人中

喜欢京剧的多吗？

毕璐娜：我觉得青年人还是

很 喜 欢 京 剧 的，因为 我 们 有 很

多走 进 大 学 校 园 的 演 出，在 舞

台上，我们的每一个亮相都引来

台下的阵阵掌声。等到谢幕的时

候，观众还会纷纷上来要签名。

我觉得因为大学生们是没有真正

近距离地接触过京剧，当他们有

机会接触的时候，不管是从形象

上还是表演的形式上，他们其实

是好奇并且惊喜的，惊喜于传统

艺术所带给他们的感受和震撼。

京剧是有这种魅力的，关键是有

更多的机会让青年人去接触她、

理解她。

《中华儿女》：您觉得要想更

好的传承京剧，是否需要将京剧与

时代发展结合，进行创新？

毕璐娜：京剧是老祖宗留下的

东西，还就是原汁原味的好。京剧

当然要发展，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

发展。发展肯定要摸索着前进，要

慢慢来。现在国家很重视对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的教育和宣传。京

剧的题材大都是“忠孝节义，才子

佳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和传

统美德是一致的，青年人正需要这

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现在呢，

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很多人喜

欢一些能够哈哈一笑的东西，但其

实像京剧这样的艺术才是可以给

大家传递一种精神的，传承艺术更

要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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