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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

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随着一曲经典唱段 《红梅赞》，以江姐等为

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所展现的红岩精神，伴

随着独特的川剧韵味，激荡起台下观众无限的爱

国情怀。

沈铁梅正是川剧 《江姐》 中江姐的扮演者。

沈铁梅说，她非常荣幸能够通过再塑江姐形象，

为诞育于重庆的红岩精神作出生动阐释。

如今，这部已上演百余场的川剧作品，依然

不断地为观众上演着“情景式党课”。

红岩精神感染并影响着沈铁梅。让她几十年

来所锲而不舍的，是推动川剧实现更好的传承与

发展。

传 承

“我是站在巨人肩上成长的幸运儿。前辈们

对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精神影响着我。”

在 2023 年 12 月举办的“庆祝中国戏剧奖·

梅花表演奖 （中国戏剧梅花奖） 创办 40 周年研

讨会”上，已三度摘“梅”的沈铁梅如是说。

在川剧传承的路上，老一辈川剧表演艺术家

给她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技艺的传承，还

有品格的训练、理念的坚守，鼓舞着她在前行中

充满自信。

川剧传承作为一门艺术科学，沈铁梅觉得已

在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到。现在，她思考与探索

更多的是，如何将川剧更好地传给后来者。

“川剧作为非遗，是需要一代代川剧人来保护

与传承的。”沈铁梅认为，这种保护传承，取决于

“人”，传承人做得好，川剧就能发展得好。每场演

出前，她都会反复叮嘱要上场的演员们：“演出是

一把双刃剑，演得好就是推广宣传川剧，演不好就

是摧毁破坏川剧，我们要时刻心怀敬畏。”

于 是 ， 沈 铁 梅 在 川 剧 传 承 中 有 所 坚 守 与

坚持。

“川剧不只有‘变脸’和‘吐火’，还有仪态

万千的声腔等，她有着丰富完整的美学体系。”

沈铁梅坚守川剧或者说戏曲所特有的美学体系，

特别是歌舞演故事的方式。

“传统戏中的戏服、头帽等都是可舞的，现

代戏如何传承歌舞演故事的方式，包括用传统的

手眼身法步来演现代人？”几十年探索实践，沈

铁梅总结出一套好经验。比如川剧 《江姐》 中江

姐“绣红旗”的经典场景，通过外化人物内心，

以江姐和狱中难友手执黄色长绸舞来表现他们饱

含深情穿针引线绣出五星的过程，体现出戏曲的

高度写意性特征。

在沈铁梅眼中，川剧是一个自由而浪漫的剧

种，她热爱并沉浸于其中。但随之也有不规范现

象。因此，自担任重庆川剧院院长以来，除演出

外 ， 沈 铁 梅 大 多 时 间 都 在 做 “ 看 不 见 的 工

作”——规范川剧行业的服装、化妆、舞台作风

等，“让川剧行业和剧种呈现‘风朗气清’的状

态，才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

今年端午时节，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青春版

川剧 《白蛇传》 在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首演，这

部由年轻演员担纲的作品为观众带来经典传承的

震撼。最近他们正在打造讲述巴渝英雄巴蔓子故

事的川剧作品 《巴蔓子》，也是由青年演员担纲

主演。作为这两部剧的艺术总监，沈铁梅说，

“戏剧传承，要敢于让青年挑大梁、当主角，我

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给他们创造与提供实践

的平台与机会。”

如今，沈铁梅下功夫更多的是，如何找到川剧

与现代生活的更多连接点，让更多人了解川剧，爱

上川剧。她喜欢将川剧与火锅联系在一起，她认

为，川剧与火锅文化都是兼收并蓄的，“观众可以

像品味火锅一样品味川剧。时不时会有种出其不

意的惊喜，‘刺激’着观众继续观赏的意愿。”

创 新

沈铁梅说，她对川剧、对传统文化始终怀有

赤胆忠心。因此，她对于川剧创作创新的探索与

实践，也是建立在传承基础上的：“敬畏传统，

然后突破演绎，最后观众叫绝。”

1989 年，川剧 《三祭江》《阖宫欢庆》《凤

仪亭》，让沈铁梅第一次获得梅花奖。2000 年，

因演绎改编自曹禺 《原野》 的川剧现代戏 《金

子》，沈铁梅二度获“梅”。2011 年，凭借改编

自古典名剧的川剧传统戏 《李亚仙》，让沈铁梅

“梅开三度”。

如果说第一次是因为她扎实的传统戏基本

功，那么第二次是她对现代戏的挑战，第三次则

是她戏剧表演的飞跃。

沈铁梅说，从 《李亚仙》 开始，她实现了从

演绎行当到演绎人物的蜕变。就像她对待戏曲中

的 水 袖 ， 不 再 是 被 水 袖 捆 绑 ， 而 是 尽 情 为 她

所用。

著名戏剧家魏明伦曾这样说过：新时代重庆

川剧大发展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著名川剧表

演艺术家沈铁梅在整个川剧界的领军人作用，二

是经典作品 《金子》 的横空出世，为当代川剧树

立了新的丰碑。

这都与沈铁梅息息相关。

在收获口碑与奖杯的创新路上，沈铁梅是清

醒的。“每部戏都不是为了得奖而创排的。品位

的高低，奠定了我的路走得远与不远。”沈铁梅

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梳理回顾：演戏的过程其实也

是自我挑战的过程，推动着她挑战演绎多人多

面，柔媚的、木讷的，喜的、悲的，尽情糅合在

她的表演中。

如今，她还想打造一台川剧风格的音乐舞台

剧，作为文旅融合的创意新品。这种“新”，用

她的话来说，“只是川剧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融

合，川剧依然是原汁原味的川剧。”

即使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她依然执着于此：

“一切新事物都可以为我所用，但不能丢掉传统

文化内涵。”

自 2004 年，沈铁梅带着川剧，开始“走出

去”。在川剧与交响乐、歌剧等的融合中，沈铁

梅始终坚守一个底线：她要演绎原汁原味的川

剧。在世界视域内，她也更加懂得了川剧之美，

懂得了如何更好地演绎川剧之美。

“演绎川剧，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讲述中国故

事的好方式。”沈铁梅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在世界

艺术舞台——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演唱川

剧 《凤仪亭》 后，很多外国观众找她学发声、学

舞水袖的情景，她抑制不住的激动与自豪。如

今，已带领重庆市川剧院“全身披挂”走过近

50 个国家的她深刻感受到，优秀的文艺作品可

以跨越语言障碍，为更多人所喜爱。

“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也让沈铁梅在委

员履职中不断呼吁与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

需要有升级版，让更多人通过欣赏川剧的综合审

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担 当

沈铁梅是第二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其间还担

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 多年的履职生涯基本

都是围绕川剧展开：给非遗传承人减免税收，提高

非遗传承人的收入，如何保护好戏曲的文化基因，

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魅力等，并用实际行动

推动川剧进校园、拍摄川剧艺术电影、开发川剧文

创产品等。

每年两会，戏曲领域的委员呼吁建设中国戏曲

博物馆的声音不断，沈铁梅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两

会，她依然带来一件相关提案，并将中国戏曲博物

馆定位为：集所有剧种参观普及、对外交流、非遗

传承等于一体的戏曲“百科全书”，全面展示中国

戏曲发展历史、剧种特点、名家大师、艺术流派、

剧目传承等具有一定历史研究价值和时代特征的各

项内容。

沈铁梅说，全面展示中国戏曲传统文化，传播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并解决戏曲文物毁坏、文献资

料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建设中国戏曲博物馆意义重

大。“我国 300 多个剧种百花齐放，是最具中国特

色的艺术形式。成立中国戏曲博物馆，其实也是用

更科技、更科学的现代方式保护这些瑰宝。”沈铁

梅说道。

她呼吁多年的，还有对于地方戏曲、方言文化的

保护。“当前，随着普通话推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方

言的传承面临危机，地方戏曲作为方言文化的重要

载体，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观众群体逐渐萎缩，年轻

人对其兴趣不高。”沈铁梅表示，这不仅影响了地方

戏曲的传承，也使得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影响。因

此保护方言文化，促进地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沈铁梅已投入参与以协同立法推进川剧

保护传承立法工作的“大事”中。

5 月 30 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首 次 审 议 了 《重 庆 市 川 剧 保 护 传 承 条 例 （草

案）》。作为川渝两地人大常委会共同确定的协同

立法项目，5 月 27 日，《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草案）》 也被提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沈铁梅告诉记者，“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四川

和重庆两个城市同时立法，对于川剧传承发展来

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谈起川剧立法的初衷，沈铁梅说，川剧发展至

今已有 300 年，但缺乏法律法规保障。“目前在重

庆能称得上有完整建制的剧团只有两个。没有平

台 ， 谈 何 有 人 ？ 传 承 人 断 了 ， 川 剧 也 就 没 有 根

了。”沈铁梅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文

化资源流动活跃，川剧走向市场不可避免，但仍要

以社会效益为先。

“如果一味以经济效益为准，比如大家喜欢变

脸就只表演变脸，那川剧其他精髓如何传承？这需

要规范的机制来保护。”沈铁梅表示，川剧保护传

承任重道远，她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以高

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沈铁梅：为川剧而绽放
本报记者 张丽

“川剧，是我的第二生命。”

在采访沈铁梅委员，谈到“川剧对您

意味着什么”这一感性话题时，她毫不迟

疑地脱口而出。

沈铁梅说，川剧是体现她自身价值的

一个载体，她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是由川

剧融合其他剧种淬炼而成的。

而“证明”，则是沈铁梅在谈到所承

载 的 川 剧 责 任 时 ， 除 了 “ 传 承 ” 和 “ 演

绎”，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她说，证明是

她 的 终 极 目 的 ， 是 想 要 通 过 传 承 和 演

绎，来证明川剧是优秀的剧种。

于 是 她 带 徒 、 带 学 生 、 带 团 队 传 承 创

新 ， 并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和 方 式 去 推 广 传 播 ，

以“分享”的方式“证明”。

“回望几十年艺术之路，我是在不断实

践 中 感 知 与 发 现 。 感 知 川 剧 是 如 此 美 好 ，

发 现 川 剧 是 如 此 博 大 。 我 要 做 的 就 是 ， 和

更多人去分享这份感知与发现。”

沈 铁 梅 说 ， 她 是 一 个 喜 欢 分 享 的 人 ，

特 别 是 对 于 美 好 事 物 的 分 享 。 无 疑 ， 川 剧

在她心中是美好的，因热爱而美好。

因此，沈铁梅说，“我爱川剧艺术，我

愿 意 去 像 老 一 辈 戏 剧 家 那 样 去 思 考 、 去 琢

磨、去实践，然后去分享、去证明。”

不久前，余秋雨和马兰曾专门半开玩笑半

认真地告诉沈铁梅，“我们两人一直在关注你，

你的每个行动都是在我们的关注下实现的。”

这让沈铁梅猛然意识到，当你成为某一

行当的标杆式人物时，其言行举止是备

受关注的，对这一行当的影响也是举足

轻重的。

作为川剧行当的标杆式人物，

沈铁梅坚守初心与使命，并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又何尝

不是一种分享。

因热爱而美好 用分享来证明
本报记者 张丽

沈铁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

文联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

“没想到思政课也能这么‘潮’！”

“有讲有唱，沉浸式课堂更加鲜活、更

有说服力。”

在江苏理工学院学生网上评教系统

上，学生们纷纷为马凌点赞。她的“乐之秋

白”红色音乐党课几乎场场“爆满”，还常常

有外班的老师和学生慕名来“蹭课”。

“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

出重要指示，‘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

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

引力’。让音乐与党课结合，让党的创新理

论成果融入教学，让思政课活泼、生动，这

就 是 我 们 探 索 出 的 思 政 课 新 方 案 。”马

凌说。

■“唱”出来的生动课堂

好的思政课堂究竟是什么样？怎样让

青年学生更爱听思政课？这是从事高校教

育工作 20 多年的马凌始终在思索的问题。

“在挖掘钟楼区红色资源的过程中，我

发现‘常州三杰’之一的瞿秋白在红色音乐

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音乐正是

我的专长，创新打造有特色的红色音乐党

课也成为了我的目标。”

带着这份初心，马凌一头扎进了瞿秋

白红色音乐研究，带领团队查阅文献资料

近千册，走访调研近百次，系统性挖掘、整

理、研究瞿秋白创作的乐曲 30 余首……不

知走遍了多少地方，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

经过几年的挖掘和研究，马凌终于将瞿秋

白红色音乐带到了课堂，带上了舞台。

2021 年 5 月，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

的青年学党史大型全媒体系列活动“百年

党史青春说”走进江苏理工学院，马凌作为

校青年讲师团成员，为全校 300 余名师生

代表、青年党员奉献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

政大课。“在歌声中重温党史，在音乐中开

讲 党 课 ！声 声 入 耳 、句 句 入 心 ，极 具 感 染

力！”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学生党

员叶昕然深受震撼，“听完马老师的课，会

莫名激发起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

变“刻板说教”为“身临其境”，变“理论

灌输”为“音乐感染”，变“普通教育”为“精

神大餐”，马凌创新课程模式，通过讲、唱、

吟、诵等形式，从音乐角度系统再现瞿秋白

的革命历程和革命精神，打造沉浸式的“乐

之秋白”音乐党课，让青年学子跨越时间的

长河与瞿秋白的红色音乐相遇，在旋律中

感受初心、在歌声中传递能量、在震撼中受

到教育。

“只要一站到课堂，她就兴奋，散发别

样光彩！她讲的课，总是那么受大家追捧。”

马凌的同事、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邵鹏宇

说。“每次站在宣讲台上，对我都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和情感的震撼，我用心地宣讲，把

每一次都当成第一次。”马凌自己也表示。

如今，马凌的创新思政课堂已成为高

校“思政课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之

一。“乐之秋白”音乐党课——《赤潮曲》荣

获 2023 年江苏省高校美育大讲堂优课。

■ 讲好“移动”的思政课

为了让更多学生成为思政课的主角，

增强学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自觉性，马

凌领衔成立“乐之秋白”宣讲团，带领江苏

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组成宣讲小组，深入校

园、机关、社区、工地，现场演绎红色音乐

党课。

“信仰有声音吗？我觉得是有的。瞿秋

白音乐就是他内心深处革命信念的表达，

他以跳动的音符真实记录了中共早期革命

历史，让我们聆听到了革命家心灵深处的

声音。”讲到动情处，马凌一度哽咽，“我相

信音乐最能打动人心，我想让更多的人在

红色音乐里听见党的声音，为此，我愿意一

遍一遍讲述红色音乐背后的故事。”

“一个个动听的乐章，一段段感人的故

事，在讲述和演绎的过程中，我仿佛和革命

先烈进行了跨时空的对话。”作为宣讲团成

员代表，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的李悦嘉

感叹，通过深入基层宣讲，自己加深了对瞿

秋白红色音乐的学习与理解，汲取了前行

的力量。

目前，马凌和她的音乐党课已经宣讲近

300 场次，惠及全市群众 40 万人次，有效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马凌启动

的“红色音乐党课‘1+N’孵化”项目，以音乐

传承初心履行“传、帮、带”责任，为全市孵化

红色音乐宣讲员 80 名，让“移动”的思政课走

进常州的大街小巷。

荣获常州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获

评江苏省高校党史学习教育优秀案例，入选

省社科联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受到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五指导组高度评价……

这 些 荣 誉 既 是 鼓 励 ，也 是 马 凌 继 续 前 行 的

动力。

今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就义 89 周年纪念

日，湖北大学举办“乐之秋白——瞿秋白红色

音乐作品分享会”，马凌受邀为师生们带来了

一堂生动的现场思政课，带领大家引吭高唱

《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的

歌声在会场久久萦绕。

■ 用音乐传播信仰的声音

“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

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

圣的劳动……”位于钟楼区永红街道的界别

委员工作室中，时常传出马凌钢琴弹唱的《赤

潮曲》，激扬的旋律让在场的社区居民无不热

血澎湃。

“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既是政协委员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提高履职质量和

水平的有效途径。”马凌表示，为了更好联系

服务基层群众，她把界别委员工作室建在最

热闹的地方，楼下就是菜市场，让社区居民随

时随地走进工作室听听音乐、谈谈心，让群众

感到政协委员离自己很近，让委员履职工作

更接地气、更冒热气。

依托界别委员工作室，马凌定期组织红

色音乐公益讲堂，免费为社区居民讲解红色

音乐和常州名人音乐，传播常州地方文化，传

承红色血脉。社区居民们都非常喜爱这位温

柔亲切的“马老师”，老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为“闺女”。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马凌还发展

和培养不少政协委员、音乐骨干加入“乐之秋

白”宣讲团。

作为政协委员，马凌围绕打造常州红色

音乐名片持续建言。去年，她提交的《关于挖

掘“乐之秋白”党史资源，擦亮“红色名城”闪

亮名片的建议》被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围绕

充分发挥“乐之秋白”音乐党课资源的独特优

势，积极参与打造“三杰故里·红色名城”品牌

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得到市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如今，常州正加快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标志区、红色文化弘扬示范区、红色文旅发展

先行区建设，“常州三杰”精神红色基因正逐

渐融入城市肌理。

在用音乐传播信仰声音的道路上，马凌

不会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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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政协委员、钟楼区

政协委员，江苏理工学院教授。

马凌马凌 （（右一右一）） 孵化社会组织红色音乐宣讲员孵化社会组织红色音乐宣讲员。。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沈铁梅沈铁梅 （（前排前排）） 为年轻川剧演员授课为年轻川剧演员授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