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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性的绘画理念
王乘

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在她的声音里，一篇篇经典文字立体展现，一部部优秀影视剧作

品灵动绽放。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台上，她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文艺

人才，投身于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繁荣中，在新时代作出卓越贡献。在

委员履职的岗位上，她深入调查、积极建言，提交了一件件反映文艺

界声音的提案。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著名配音

演员王苏。本期纪事栏目邀请王苏委员，请她结合艺术研究创作与履

职工作，讲述如何在声音的世界里讲好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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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十日（八）
冯 并

最美好的图书给最美丽的儿童
朱永新

湄潭吃茶
陈应松

厉以宁诗词中的历史典故
刘焕性

清明节：注重其文化蕴涵
李汉秋

真相乡村

王剑冰

这个春天

刘献忠

▲王苏 （右） 与盲人学生在讲座现场

▲王苏

记者手记：

因为京沪两地相隔，对王苏委员的采
访，是通过手机连线的方式完成的。当采
访结束时，眼前所浮现的，是一帧帧生动
而鲜活的画面；心中所流淌的，是那带着
温暖气息的美丽。

是的，这就是中国文字语言的魅力。
王苏委员说，她喜欢朗诵，也喜欢听

人朗诵。
她喜欢朗诵。单单在此次采访中，她

就示范了 《下雪了》《雨霖铃》《放学啦》
等篇目的朗诵。这些文字，在她的声音与
语言中，通过抑扬、快慢、强弱、停顿，
飞翔了起来，美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今
年两会期间，约请王苏委员撰写一则随
笔，她写就一篇 《政协大家庭促我成
长》。她说，我给你读一遍吧，看看还有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于是，在她的朗朗声
中，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感受到
她对政协的热爱、归属与职责，收获了与
往常编辑稿件时不一样的体验。

她喜欢听人朗诵，尤其喜欢听孙道临
的《背影》《哈姆莱特》、姚希娟的《最后

一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濮存昕的《大
堰河，我的保姆》《祝酒歌》 等。她说，好
的朗诵，能够带你进入文中的情景，享受语
言的审美与快乐。

当然，不止如此，还有她不断探索与推
广中文语言之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她很喜
欢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吟诵的时
候，对于讨论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
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
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一种可贵的境
界。这也在她对中小学语文课堂的调研中得
到验证。通过与老师、学生的交流，她发
现，很多孩子对语文产生兴趣，有一部分原
因是朗诵。孩子们通过老师声情并茂的朗
诵，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跟随老师一同进入
文字的画面中，领略到中文语言之力与美，
感受到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这是一种多么
美妙的体验呀！

是啊，声音与语言的艺术，那么美，那
么暖，而王苏委员始终在做的，就是传递这
种美与暖，让更多的人在美与暖中坚定信
心、收获力量。

那么美，那么暖
本报记者 张丽

一

喜欢上声音艺术，与我从小的耳濡目
染有关。我的母亲是一名电台播音员，我
从小便经常跟着母亲去电台，在那里，逐
渐发现声音的奥妙，感受到声音的魅力。
当我在 1982 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后，更是尽情地在艺术的丛林中汲取营
养，对台词课尤为偏爱，也尤为用力用心。

还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随北京
朗诵艺术团到民族文化宫参加诗歌朗诵
会。我和我的老师是第一个搭档朗诵，朗
诵的篇目是 《生命的脉搏》，歌颂张海迪
的。朗诵结束，在得到观众掌声的同时，
我也得到了同台老师们的认可与鼓励，让
我对朗诵更加有信心，让我在朗诵之路上
迈出了第一步。后来，我跟随殷之光、曹
灿、张家声等老师，进行了多场巡回演
出，从实践与学习中不断锤炼与提升朗诵
技能。有付出就有收获。大学毕业后，我
收到上海戏剧学院魏淑贤等老师的邀约，
从此扎根上海，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
台词教师，将自己与声音艺术紧密相连在
一起。

时光如白驹过隙，而今我已经在上海
戏剧学院待了36年。都说学无止境，在台
词的教学中，我边学边教，跟着前辈学，
跟着学生学，跟着时代学，跟着生活学。
如今，看着自己的学生们，日渐活跃在文
艺领域的各个角落，有的在荧屏上，有的
在舞台上，有的在讲台上，充实而感动。

教学期间，我曾经带过几届少数民族
班，至今都令人难忘。因为，他曾经是我
的挑战，如今是我的骄傲。

犹记得那时，每年我们都会走进少数
民族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去招收一些
演员基本素质很好的苗子，但大多不会说
汉语。如何让这些孩子短时间内学会汉
语，成为那段时期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在
教学实践中，我不断地摸索，逐渐掌握了
快速学会说汉语的技巧。于是，这些少数
民族孩子们一到学校，我就要求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习惯于使用汉语普通话思维，不
管是想的，还是说的，都是普通话。不会
汉语，那就从基本功做起，练习汉语四声
调，学习汉语拼音，每天字正腔圆地跟读
《新闻联播》……日复一日地坚持，孩子们
很快掌握了汉语基本功。

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中文的力与
美，学会如何更好地掌握声音和语言技
能，如何通过声音传递情感，更好地塑造
角色。而今，这些孩子都已经成长起来，
在少数民族的艺术舞台上，演绎创作出一
部部精彩作品，绽放着独属于他们的风采
与光芒。

二

朗诵，目前已经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
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如何把不同体裁、风格
的作品，“声入人心”地打动听众和观众，
是值得认真探索的，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方
向。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希望更多人通
过朗诵能够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于是，我和我的团队，近年来专门创
作了《学会用声音和语言绘画》的专题讲
座，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院团、走
进机关，走到朗诵爱好者身边，以诵读的
艺术形式为载体，带领大家发现语言之美
丽、传递感动之力量、净化浮躁的心灵、

塑造高尚的人格。都说，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其实，也可以声中有诗画，诗画中
有声。朗诵一首诗、一首词、一篇文，就
如同描绘一幅画，通过音量的大小、声调
的高低、语速的快慢、力度的强弱，将纸
上的文字立体起来，让文字穿上不同的衣
服、涂上不同的颜色，变得灵动鲜活，富
有生命力。如此，才能将观众吸引进声音
与语言的世界中，与朗诵者一同呼吸、经
历、感受、思索、创作、成长。

2010年，我成立了品读工作室。缘起
是，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想要为全校党员学
生上一堂党课，学校党委问我有没有好的
建议。我提议，可以用朗诵的方式，让学
生首先学会感恩，感恩亲情、爱情、友
情，再感恩社会、感恩党、感恩祖国。我
的建议被采纳，于是，让我给学生们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品位温暖，阅
读人生》，先为他们讲解一些朗诵技巧，然
后为他们朗诵了十几篇小文章。等朗诵结
束后，学生们依然沉浸在朗诵的世界里，
久久不愿离开。后来听学生家长说，一些
很少与父母联系的学生，开始主动定期给
父母发微信、打电话问候，传递着久违的
爱与温暖。于是，每年为新生上一堂朗诵
课，成为学校的既定活动，并一直延续至
今，既传递了专业知识，又开展了润物无
声的教育。也是从那时起，品读工作室成
立，让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朗诵从
小教室走向了大课堂，从学校走向了社
会，让快节奏忙碌的人们，在精神的世界
里滋养心灵。

三

成立品读工作室后，我和学生们曾经
排演过三场大型朗诵活动，分别是关于抗
战家书、红色家书和烈士家书的。确定好
朗诵主题后，我让他们自己寻找家书素
材，然后请他们讲述家书的故事，让寻找
的过程成为学生受教育的过程。而排练，
又是一种加深教育的过程。记得在一次排
练中，有位年轻老师朗诵赵一曼临终家书
时，迟迟找不到感觉，于是我建议她认真
查找家书写作前后的故事，包括赵一曼被
捕后的情景。等到第二天，这位年轻老师
恰到好处地将家书所传达的情感表达了出
来。后来，这位女老师说，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为了和平，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就那
样壮烈牺牲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呀。

如果祖国有难，我也愿意挺身而出。在朗诵
演出中，大家在后台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静默，以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怀着敬畏之
心，用朗诵的方式，讲述那热血沸腾的故
事。每场演出结束后，我们都收到了观众的
热烈掌声，在他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感
受到用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国内，还要在国
际上。记得我在意大利访学期间，经常会与
佛罗伦萨的一些专家进行交流，发现他们对
梁思成、林徽因非常熟悉，非常喜欢两人有
关建筑学方面的著作。于是，我给他们阅读
了林徽因的诗，他们感受到，中国的建筑家
不仅专业能力强，而且文学素养高。我还为
他们朗诵了但丁的中文版诗歌，他们听完告
诉我，这是他们听到的最美的但丁诗歌版
本。他们觉得，聆听中文的语言和声音，是
一种享受。

是啊，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于故事本
身，还在于讲述故事的载体——声音与语
言。美的语言，也会带来美的享受。

让更多人享受中国语言之美，在声音的
世界里讲好中国故事，我会一直探索、思考
与实践。这是深入到我的骨髓中的事。就像
现在，我每周都会寻找一首新诗来录音、朗
诵，朗诵一遍不满意，那就再来一遍，直到
比较满意为止。朗诵于我，不仅是工作与职
业，还是兴趣与事业。都说艺无止境，声音
艺术也像一座大宝藏，它的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机
会。

而委员的履职工作，则让我更多了责任
感与使命感。我经常会问自己，我能为国家
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建言献策？我从专
业角度，去寻找、调查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
关于贫困山区美育教育；从民生方面，去关注
身边百姓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比如关
注残疾人残健融合。为相关部门提供可参考
的建言。我希望，党的温暖之光，能够洒落
在祖国各个角落；我希望，中文之美，能够
分享给更多人。

在声音的世界里讲好中国故事
王苏（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王苏在上海戏剧学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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