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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闯入“京剧世界”

上世纪   年代，周燕萍出生于江西上饶

的一个普通家庭，她的家庭与京剧并无渊源，

但命运的齿轮却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    

年，年仅   岁的周燕萍陪着邻居姐姐去报考

江西省文艺学校京剧班。没想到，邻居姐姐落

选，而小燕萍凭借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和活泼

的气质，被考官们一眼相中。“那时候，我还很

小，对京剧一点都不了解，只是在收音机里听

过一些片段，那些悠扬的唱腔、独特的念白，

偶尔会吸引我的注意，但从未想过未来自己

会与京剧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然而，当她把自己被录取的好消息告诉

父母后，父母却极力反对。在父母眼中，京剧

演员的训练艰苦异常，他们担心年幼的女儿

吃不了这份苦。幸运的是，江西省文艺学校的

校长亲自登门，在校长的真诚劝说下，父母终

于同意了。“那个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也有

点‘虚荣’，心想着只有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才

能被京剧班选中。”谈及学京剧的初衷时，周

燕萍不好意思地笑了。

就这样，小燕萍踏入了京剧的大门，开始

了艰苦而又充满成就感的学艺生涯。“到学校

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年纪最小的，单是基本功

就落了师兄师姐们一大截。”于是，不服输的

小燕萍只能加倍刻苦地练习。每日清晨，大家

总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练功房里忙碌，

那便是周燕萍。压腿、下腰、踢腿……这些看

似简单的动作，她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练习

唱腔时，常常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她的嗓子有

时会因为过度使用而沙哑、疼痛，但她只是稍

微地喝口水润润喉，便又继续练习……功夫

不负有心人，通过反复练习，周燕萍逐渐掌握

了表演的精髓，为日后的京剧之路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年，已经在京剧领域崭露头角的

她，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充满前瞻性的决

定———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声乐。许多人

不理解，一个京剧演员，为何要去学习声乐？

但周燕萍心里清楚，她渴望突破传统京剧唱

法的局限，寻找一种更科学、更富有表现力的

发声方式。    年，周燕萍凭借着扎实的基

本功和出色的演唱实力，考入了上海京剧院。

在这里，周燕萍迎来了一位对她艺术生涯影

响深远的老师———许美玲。许美玲是梅派艺

术的传人，她对梅派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和

精湛的演绎。在许美玲的指导下，周燕萍充分

发挥自己的优势，将传统京剧与现代声乐技

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京剧艺术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随后，周燕萍又拜入京剧大师

梅葆玖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启了更加

系统和专业的学习。

探索京剧与本地文化结合

    年对于周燕萍来说，是一个充满挑

战与机遇的年份。在这年，她“下海”了———成

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成立工作室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

入，在上海，本地人偏爱沪剧、越剧等地方戏

曲，京剧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你一没钱、二没

人，单枪匹马如何维系工作室的运作？”身边

的朋友听说周燕萍成立了工作室时，都为她

捏了把汗。周燕萍再次发挥她“不服输”的精

神，没有资金，就去向亲朋好友借款、寻找企

业赞助、参加各种商业演出和文化活动，用演

出所得来维持工作室的运营；人才短缺，她就

积极与各大戏曲院校联系，招聘优秀毕业生，

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并且邀请了京剧

界的名家和前辈，担任工作室的艺术顾问和指

导老师，为年轻演员传授技艺和经验，培养人

才；面对地域文化偏好的问题，她就带领团队

深入社区、学校、部队开展公益演出和文化交

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同时，还积极探

索京剧与上海本地文化的融合，创作出一些具

有上海特色的京剧作品，如以松江府乌泥泾

（今属上海华泾镇）人、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

家和技术改革家黄道婆为原型创作的大型原

创京剧《黄道婆传奇》等，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

迎。这些年来，每到周末，周燕萍就会带领团队

深入社区授课。前来参加京剧学习的居民，既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充满好奇的年轻人。

周燕萍从最基础的京剧知识讲起，一招一式、

一板一眼，耐心地教给大家。在社区举办的文

化节上，周燕萍经常会带领着社区京剧爱好

者们登台表演。虽然大家并非专业演员，但都

在表演中展现出了对京剧的热爱。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拼搏，    年，“上

海徐汇燕萍京剧团”正式成立。剧团先后排

演了许多经典剧目，如《玉堂春》《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等，同时还创作出了一系列新编

剧目，如《道观琴缘》《涅槃之夜》等。这些剧

目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巡演，广受好评、

屡获大奖。

女儿教母亲“玩抖音”

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弘扬国粹，要从娃娃抓起。”

开办京剧班，就是周燕萍传承京剧艺术的

一项重要举措。

在教学过程中，她因材施教，注重培养

学生对京剧的兴趣和热爱。她的学生中有

一位小姑娘，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别突出，但

对京剧充满了热情。而周燕萍通过仔细观

察，发现她在唱腔方面有独特的天赋，便专

门为她制定了训练计划，重点培养她的唱

腔技巧。经过几年的努力，小姑娘在一次京

剧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周燕萍

十分自豪。

“在教授孩子们的同时，于我自己也是

一次‘重塑’的过程。”周燕萍说，给孩子们上

课，不仅锻炼耐心、巩固了专业素养，还弥补

了自己童年的遗憾。“我   岁就进入了京剧

班学习，对‘校园生活’没有概念，在教孩子

们过程中，他们身上的纯真常常让我十分触

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带给我的童真，

比我教给他们的东西更加珍贵。”

“此番进军‘抖音’，女儿可谓功不可没。”

近年来，周燕萍的女儿意识到，短视频平台的

“异军突起”为京剧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于是她向母亲建议，可以通过在短视频平台

上分享京剧表演片段、京剧知识科普等内容，

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

说干就干，女儿拉来自己从事短视频相

关工作的同学，教母亲“如何玩抖音”；周燕萍

则带着自己的徒弟刘静儒不断创新文案内

容，视频一经发布，就引起了京剧票友们的广

泛关注。视频里，周燕萍讲解京剧的唱腔，如

何运用气息发声，让声音婉转悠扬；示范京剧

的身段，台步的稳健、手势的优雅，细致入微。

说话轻言细语，亲切柔和，每次在一段示范教

学之后，周燕萍还会亲切地询问一句：“看明

白了吗？”

回顾几十年的京剧生涯，周燕萍唯一觉得

有亏欠的就是女儿，但女儿也是她前行的动

力和底气。    年，周燕萍团队在创作《黄道

婆传奇》时遇上了资金短缺，周燕萍不得不厚

着脸皮向即将结婚的女儿开口借钱，女儿虽

然嘴上埋怨，可还是第一时间将自己准备结

婚的   万元打给了周燕萍。“女儿小时候并

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

在京剧上’，也不懂欣赏京剧艺术，常常责怪

‘妈妈没有时间陪伴她’，但前两年，突然和我

说，想让她儿子学点京剧。”谈起女儿的变化，

周燕萍不由得嘴角上扬、满含笑意。

未来将如何继续传承京剧艺术？周燕萍

表示，目前，抖音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

平台，她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创作更多的

优质京剧科普内容，把京剧的魅力传递给更

多的受众，让更多人了解京剧、爱上京剧。

“

从舞台到“抖音”$梅派表演艺术家跨界科普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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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刷抖音的时候，你是否曾被一段充满韵味的京剧视频吸引？有这样一个抖

音账号“ 周燕萍  梅派京剧”，其发布的视频为众多网友提供了一个了解京剧艺

术的平台。只见视频里，一位京剧老师和一个年轻女孩，通过进行轻松、有趣的问

答形式，讲解着京剧里的门道。从角色背后的靠旗，到京白与韵白的差异，再到水

袖动作所蕴含的情感，每一集都在短短一分钟内让观众迅速掌握一个京剧小知

识。视频中的老师周燕萍，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同时还

是沪上第一家民营京剧团———上海徐汇燕萍京剧团的团长。

“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有着丰富的底蕴和内涵，但还是有许多人缺乏

对京剧这门艺术的了解。”说起为什么

要在抖音上进行京剧科普，周燕萍很感

慨。一直以来，她在传承和弘扬京剧艺

术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如何让京剧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及在娱乐多

元化的今天能被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

爱。（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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