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璇说，假如你了解了京剧，

爱上了京剧，不知不觉中，你将

真正进入“精致”的生活状态。

与京剧相伴 23 年，京剧背后的

传统文化已经渗入张璇的生活。

张璇还特意去学了湘绣、中医、

针灸等，问及为什么去学，张璇

笑着说，因为它难啊！在张璇看

来，传统文化的魅力往往体现在

它的无法超越。

私下里，张璇很爱狗狗，她

养了两只松狮，大的是 11年前

在京剧团捡的，起名叫“林大么”，

小的叫“熊大大”，在张璇的朋

友圈里能看到很多她和狗狗的

合影，平时也最喜欢它们两小只，

当我们笑着说熊大大的眼睛都

看不见了，张璇马上反驳说，我

们有眼睛呢！当照片放大确实能

看到狗狗闪着光的眼睛时，张

璇笑了，笑的那么简单，纯粹。

问到张璇未来会一直坚守在

湖南吗？她说，一定会，作为湖

南妹子，我有着对家乡的执念，

更对湖南京剧团有着一生都无

法割舍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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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得看“活的”
每逢周末，“雅韵三湘·

周末剧场”如期上演，老老

少少走进剧院，台上的表演

丝丝入扣，台下的掌声、喝

彩也豪不逊色，湖南的戏曲

舞台显得非常热闹，京剧在

湖南也正拔节生长。

虽然演出很多，热爱戏

曲的观众们也不少，张璇还

是担忧着京剧在湖南的发展。

作为湖南省政协委员，张璇

在前不久的湖南省两会上呼

吁：湖南的舞台，能不能多

给戏曲一些空间？

流行歌曲里加上几句戏

剧唱腔、当红小生邀请戏曲

演员做衬……在张璇看来，

这些不叫传承传统文化，甚

至会有误导。“真听真看真感

受，京剧需要大家在舞台前

感受，看完整的，看活的。”

11岁入行，笃诚苦练 23

年，常德妹子张璇终成湖南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头牌”，

是湖南戏曲界最年轻的国家

一级演员。

自 2002 年回湖南以来，

张璇备尝艰辛磨砺，几乎参

演了单位创排的所有剧目，生

动传神地演绎了李凤姐、杨

贵妃、白素贞、铁镜公主、王

宝钏等传统戏中的经典角色，

更塑造了“新编戏”中紫英、

辛追、梅花格格等魅力隽永

的艺术形象，先后荣获第六

届 CCTV全国青年京剧演员

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全国德

艺标兵、全国青年拔尖人才、

全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

人才等称号。其间，张璇考入

中国戏曲学院第五届中国京

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

造，成为省内首个“青研班”

学员，三度摘取湖南舞台

艺术最高奖“田汉奖”。张

璇说，她11岁进团，这一

路走来得到领导、前辈们

很多的帮助，每一出戏都凝

聚着太多人的付出，她的

所谓“成就”不只属

于她一个人。

青衣张璇：我为湖南        “狂”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枚珠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就是那条蛇”
张璇讲起有一次在田汉

故居参观，故居里反复播放

着一些经典剧目，有一天刚

好播放的是京剧《白蛇传》，

参观结束后的座谈会上，快

人快语的张璇忍不住指着墙

上的投影说，我就是演那条

蛇的，但是现在我坐在这，

看着冷冰冰的屏幕上播放着

冷冰冰的录像，我们演员在

这，为什么不给我们机会去

演一个活生生的白蛇给人们

看？人们光凭着冷冰冰的录

像会爱上京剧吗？京剧能这

样就得到传承吗？人们能这

样就体验到国粹的魅力吗？

这也是张璇反复强调

的，我们传承的是活的艺术，

这些传统的艺术需要活体的

传承，而非冷冰冰的传播。

眼下，舞台上的张璇一个云

手，一个盘腕，一个转身，几步

圆场，到水袖的轻颤，眼神的流

转，指尖的兰花形状，面庞的百

媚千娇，一开口那百转千回的唱

腔，真是让人称绝，而她却直

言，自己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爱上

京剧，才“开窍”，而后十余年，

一步步成为“演员”，一步步入戏。

十年，为何有如此清晰的

节点？张璇回忆，由湖南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原创的三出“新编

戏”——现代京剧《紫英》、大

型历史京剧《辛追》，以及《梅

花簪》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义，她三次成功

扮演剧中灵魂人物“女一号”，三

度摘取田汉表演奖。

主演《紫英》的两年时间，她

对紫英这个悲剧人物入戏太深，

那两年几乎没哪天爽快过，整个

人都抑郁了；在大型历史剧《辛追》

中，张璇从辛追16 岁演到33岁，

戏中先演花旦，再演花衫，后转

为青衣，前后演了三个行当，角

色转化很大，演绎着辛追命运多

舛的一生。戏里，张璇对每一段

刻画人物内心的唱段都十分走心。

其中，辛追与身处战场的儿子进

行两地家书传递的那一段，她唱

得凄美动人，幽咽婉转，“他还活

着！然而从帛书上儿子斑驳的掌印

中，母亲分明看到了粗糙的掌纹

和伤痕，多日不见，孩子的手都

已然长大……悲喜交加，那种复

杂的情绪喷薄而出……”《辛追》，

她演了40 多遍，简直“演吐了”，

而就是在这一遍一遍的反复演出

中，她一步一步揣摩角色，让角

色被演绎得愈加传神。

“如果紫英是我的 18 岁，辛

追是我的 25 岁，那么梅花簪代

表着我的 30 到 35 岁。这个年纪

有青春有冲劲，有积累也有沉淀，

《梅花簪》是我最好的时候。”

2018 年 7月首演的《梅花簪》

是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推

出的大型新创剧目，也是 2018

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立

项资助项目，它讲述的是发生

在明末清初的一段凄美的家国

情仇故事，该剧汇集了国内一

流的主创团队，和张璇搭戏的

是他的师哥，大连京剧院的老

生凌珂，戏中两人从相识相恋，

到相疑相怨，最后相怜共死，

凄美又虐心。“全剧六场，我

们的一二场有多么地让人羡慕，

最后就多么地让人悲痛。”剧中

虐心的地方太多，张璇也一次

次让自己“受虐”，诸如去狱中

看爱人却被伤了心，跟父亲求

情却被一脚踹开……“这真是

最不顾形象的一次演出，好多

个场景台词一说，眼泪刷的一

下就流了下来。”

张璇说，这出戏当时连演

12 场，场场爆满，长达 2 小时

40 分的“超长剧目”，期间没有

观众“抽签儿”（京剧俗语，指

观众离场）。“这是我在舞台上

最沉下来，最用心，也最能让

观者静下来看的一出戏，它见

证了我的成长。”

十年入门，十年入戏

从京剧到“精剧”

 “录师傅”
学京剧跟着录师傅是学

不会的，张璇提了好几次的

“录师傅”究竟是谁？竟被张

璇毫不留情地如此“贬低”？

张璇笑着说，她指的是录像

带——录师傅。

“京剧的学习需要老师一

句一句地教，唱腔的变化、

呼吸的把控等等看录像带是

学不会的。这也是我为什么

极力希望大家走进剧场的原

因，看录像带和看现场，感

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越学越难”
张璇自11岁开始学京剧，

到现在已经 23 年，她却说，

真是越学越难，太难了。京

剧集合了文学、历史、表演、

音乐、唱腔……既有全面性，

还得保持它的完整性，以及

创造性，越深挖越难。

张璇妙语 >>

人间尤物是青衣，中国

戏剧里扮相最美，唱腔最美，

身段也最美的当属青衣。3

月 16 日 晚， 长 沙， 湖 南 省

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湘京苑”

剧场，台上的白素贞唱着：“雨

过天晴湖山如洗，清风习习

透罗衣……”她的脸上，那

一 嗔， 一 喜， 一 笑， 一 怒，

一娇羞，一伤感，看得人魂

儿好像都被勾了去。

卸了妆，她也直呼“累

死了”，一张清纯的脸庞上，

是一个凡尘女子的表情，有

烟火气，有人情味儿，有湖

湘女子的泼辣劲儿。

她是张璇，湖南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的“头牌”，国家

一级演员，湖南省政协委员，

长沙市人大代表……一系列

“头衔”，她抛开了讲，介绍

自己是“湖南省京剧保护传

承中心的青年演员……”，她

喜欢舞台上“是我也非我”

的自己，更喜欢真实的自己。

放弃在北京的发展机会，

回湖南，是张璇的执念。“这

么大的湖南，有 19 个剧种，

难道容不下国粹京剧？

在 我 的 有 生 之 年，

我定不能让京剧团

在湖南消亡。”小女

子说起话来铿锵有

力，再看回台上的她，

演绎的是一个人的梦，

也 是 一 代 湖 南

京剧人的梦。

扫一扫，
看张璇对女报读者说了啥？

《梅花簪》剧照

张璇在京剧《白蛇传》中的扮相。

张璇和她家的“熊大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