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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
戏剧家协会主席谢涛：

培养人才、挖掘人才、重视人才、尊
重人才，景雪变及其教学团队给我们树
了一个榜样。20多年来，景雪变一直想的
是她的这群孩子。看了这次演出我很激
动，也跟着孩子们流泪，我知道孩子们是
有感而发的。有一批默默无闻的老师在
帮着把这些孩子们推出来，所以我很感
谢景雪变这个团队，20多年前，你们就有
这种胸怀、眼见、格局。那时雪变还是当
打之年，孩子们挣不了工资，她就把赚的
钱都补给孩子们，这是一种传承。我也相
信，前面有王秀兰老师及其他大家帮助
过她，这都是一种传承。各行各业都需要
人才，戏曲目前面临一个危机，每个剧种
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年轻人，而是
能作为领军人物或流派代表的十分缺
乏，特别需要很大的土壤或很好的平台，
景雪变教学团队就提供了很好的生态培
养。她是我们的榜样，做演员就是做好自
己，做院团领导就是培养人才。我希望这
支队伍越来越壮大，把好的经验推广开
来，助力戏曲事业越来越好。

●《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姜志涛：
景雪变有3个身份，表演艺术家、戏

剧教育家、院团管理者。这三个身份她都
干得风生水起、硕果累累。作为戏曲教育
家，首先我特别敬佩她的前瞻意识和忧
患意识。20年前，她才40出头，正是最活
跃的黄金时期，可她已经意识到传承的
重要性，在不放弃演员表演本行的前提
下，办起了教学。这20年的成果在展演中
我们也看到了，学员们都已经相当成熟。
第二敬佩她的担当精神和吃苦精神。
2004年她刚演《山村母亲》，那时已办起
青年团，确实是赤手空拳打天下，2007年

《山村母亲》进一步加工，后来又打磨，最
终脱胎换骨，都离不开这些精神。第三敬
佩她严苛的教学态度和严肃的传承精
神。孩子们一招一式那么规范，没有刻苦
训练不会有这样的成果。这帮孩子很幸
福，有这样严肃、认真的老师一丝不苟地
严格要求他们，所以他们才能学到真本
事。希望雪变的团队能继续发扬这些可
贵精神，培养更多蒲剧优秀人才。

●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王
蕴明：

从我参加工作到今天已有60年，这
半个多世纪，我们整个戏剧界起起伏伏，
但整体是波浪式地前进。在此过程中让
人高兴的是，我们戏剧界出现了一批典

范人物，景雪变就是其中一个。她有一个
特点：从最基层出来，一步步爬到当代艺
术的高峰。这样艰苦奋斗的历程、这种典
范意义，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和深刻的教
育意义。只有努力、勤奋，她才能早年成
才，这就是榜样。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景雪
变在黄金时代就把大量精力用来培养下
一代，风华正茂时把最宝贵的心血传给
孩子们，这种精神让我非常佩服。她是一
个优秀的演员、一个优秀的老师、一个优
秀的管理者。看了这次展演我也特别兴
奋、特别喜欢，行当齐全、演员优秀。20年
的辛苦，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值得欣慰。雪
变现在还年轻，希望继续为学生、为戏剧
发挥光和热，这个团体将来肯定可以更
上层楼，这也是我的祝愿。

●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刘玉琴：
运城这块土地有那么多热爱戏剧的

观众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这是戏剧的
荣幸。这些都是景雪变教学团队巨大的
精神来源。首先祝贺演出成功，看到了学
生的风采，也看到了老师的付出；看到了
对戏曲艺术根脉的坚守，也看到了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对他们的
滋养、助推，以及给他们提供的机遇。“景
雪变教学团队”这个提法我觉得很好，突
出了景雪变个人在蒲剧艺术人才培养中
的领军作用，也突出了教师群体的作用。
这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托举、齐心协力
的关系，令人感动。20年戏剧人才培养工
程采用一种崭新的教学和培养模式，为
戏曲人才培养作出了有益示范。20年是
一个漫长过程，从中可以看到艺术工作
者的牺牲奉献、持之以恒、精神之可贵。
景雪变教学团队有针对性地为学员定制
课程，从理念到实践，都让戏曲焕发了新
的生机活力。他们的努力和做法值得关
注，并且有进一步扩大和推广的空间。

●原文化部副部长董伟：
看了汇报演出，我很高兴，也很感

动。20载薪火相传，20载硕果累累，为蒲
剧培养了后备人才，凝聚着整个团队各
位老师的心血，所以我首先要对你们表
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很了不起。戏曲繁
荣发展关键在于人，一个在“老”人，得传
帮带；一个在“新”人，接力传承。20年干
一件事不容易，景雪变不仅奉献了自己
的舞台，青春正当红时来办学，各位老师
也把毕生积累的技术传给下一代，所以
你们干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好事。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
持守正创新，这给戏曲教育发展指明了

方向。这是当前我们戏曲界的一个历史
使命，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怎么守正
创新？应该继承中国戏曲的优良传统，在
新时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
代生活，写意的戏曲把它全部表现了，这
就是中国戏曲的神奇，在于它的综合性、
写意性、程式性。这就给我们新时代戏曲
人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用戏曲方式表现
现实生活？那就是创造新程式，表现新生
活。以景雪变代表作《山村母亲》为例，景
雪变不仅是认真继承传统的好学生，也
是面对当下时代勇于创新的好演员，这
个戏国内、国际均获奖就是证明。戏曲新
程式的创新，应把握3点。要继承传统，戏
曲程式化最精华的传统技艺、戏曲绝活
要原原本本学到手；创新不是一蹴而就
的，要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应尊重规律，
把握本体，守正不守旧。我们要永远把它
传下来，作为我们艺术的滋养、基础和根
基。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戏
曲事业繁荣发展，我们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要共同努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戏剧评论家、剧作家王思恭：
景雪变教学团队戏剧人才培养工程

实施至今已20年，回顾走过的历程很有
必要、很有意义。20年前，多元文化的冲
击使戏剧市场萎靡、人才断档，艺校戏剧
专业低迷成严峻的现实，人才培养工程
的实施，成为应对这些的重要转折，作用
重大、意义深远。景雪变勇于担当，举办蒲
剧定向班，这才有了之后的一路辉煌。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她既是组织者，又是具
体实施者，大批优秀人才茁壮成长是人
才工程交付的答卷。艺校多措并举，为人
才工程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有力保
障。身怀绝技、实力雄厚、劳苦功劳的戏剧
教师，让一朵朵小梅花绽放、大量人才涌
现。取得骄人业绩的青年演职人员，在培
养下刻苦学艺、发奋努力、脱颖而出，接过
了弘扬蒲剧艺术的接力棒，为繁荣发展
戏剧事业奉献着过人的青春，佳作迭出，
令人欣慰。希望他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一往无前，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戏剧评论家潘广民：
这次研讨会，是对“产教融合、院团

合一”20年来持续培养蒲剧人才的回顾
总结会，是推进蒲剧艺术传承创新的论
证会，也是进一步全面加强戏曲人才锻
造、促进蒲剧艺术繁荣发展的研讨会。从
2004 年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招收蒲剧
16班为起点和标志，景雪变教学团队20
年始终坚持“带新人，走正路，出精品，兴

戏剧”的战略目标，一路征尘、一路奋进、
一路拼搏、一路创新，成果辉煌。从中得
出的启示和特点有 4 个：一个崭新的创
举、一批蒲剧的骨干、一缕未来的希望、
一把戏曲的火种。景雪变教学团队和运
城艺校在人才培养上的崭新创举、科学
模式和突出贡献，给了我们启示：要有前
瞻眼光、要有创新意识、要有争先魄力、
要有团队精神。景雪变为运城戏剧的人
才培养、为蒲剧剧目的丰富创新、为山西
戏剧的繁荣发展、为蒲剧走出国门都发
挥了巨大作用。

●运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原运城
市蒲剧团团长王艺华：

雪变身上有个“折腾”劲儿，就我们
万荣人说的“zeng”气。她的这种折腾，就
是一种“雪变精神”，一是“折腾”出自己
事业上的成就，二是培养了60多个小梅
花、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这值得我学
习。这几十年来，我们舞台上合作过很多
次，生活中是伙伴，雪变身上有这么多的
成就、辉煌、亮点，所以知道她确实有太
多不容易。她要有自己的事业，还要培养
人才，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更是
一个优秀的教育家，在这里我向她致敬，
希望雪变同志艺术之树长青。对培养出
来的这批新人我也提出一点希望，希望
他们继续努力，把学到的东西展现给我
们热爱的戏迷观众，为我们传统戏曲蒲
剧的事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剧作家裴军强：
景雪变老师在运城是家喻户晓的人

物，在戏剧界是领军人物。提起她，大家
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著名蒲剧表演艺术
家、二度梅获得者等名号，可大多数人不
知道，她还是一位戏剧教育家。是她倡导
并成立了蒲剧本科班，20年培养了60多
个小梅花和数以百计的优秀演员，这些
孩子已成为目前蒲剧界乃至戏剧界的中
坚力量和台柱子。景雪变的艺术人生就
是“守正创新”的最好诠释。戏曲要求演
员有扎实的基本功，还要懂得戏曲程式、
行当要求、剧种特点，以及人物分析、角
色塑造，景雪变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舞台
以外，她设立蒲剧本科班，与兄弟剧种学
习交流，搞院团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等，
都是对蒲剧、戏曲的发展和完善。景雪变
教学团队对戏剧人才的培养方法主要
有：狠抓学生的基本功；有行当意识；要
懂人物、会演戏；突出剧种特色，使其得
以很好保留。景雪变给我们的启示是：传
承通向创新、传统关乎未来。

心血育桃李 蒲坛绽芳华
——景雪变教学团队“戏剧人才培养工程20年”汇报研讨会发言摘要

□记者 王捷 文图

为进一步繁荣戏剧事业，更好
地发展蒲剧艺术，深耕戏剧沃土，
培养高质量戏剧人才，12月 23日
上午，坚守艺术理想——景雪变教
学团队“戏剧人才培养工程20年”
汇报研讨会在运召开。来自国家、
省、市级专家学者和景雪变教学团
队教师、戏迷代表30余人展开深入
交流，充分肯定了景雪变教学团队
20年来取得的喜人成就，并就人才
培养、剧目创新、戏剧发展等方面
建言献策，观点切中肯綮，引人思
考。本报特按照发言顺序刊登部分
专家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