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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慧琴

十 二 、 十 三 、 十 四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工 京 剧 老

旦 ，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 国 家

京剧院艺术总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

话对于今年刚满 40 岁的程丞来说，既是既往

写照，也是未来激励。

17 岁离别家乡安徽潜山独自来到湖北武

汉，一路经历的艰辛和孤独，让程丞对追求在

戏曲这条艺术之路上的年轻后辈们无比上心。

为了能深入了解新入职的青年演员的真实心

扉，程丞经常会把“委员读书”的活动形式带

入练功房，和大家席地围坐，或以某篇文章或

以某本书的分享，去侧面了解青年演员的思想

状况和情绪起伏，同时也通过自己参加会议和

学习培训获得的信息，向他们传递国家对戏曲

事业和戏曲人才的关心支持，激励青年后辈坚

定信心、苦练技艺、加快成长。

程丞说：“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委员，只有

更好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

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才无

愧‘政协委员’的荣誉。”

创新背后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

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

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成为十三届湖北省政协委员后，我更加清醒更

加自觉地认识和理解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及重

要意义。这不仅帮助我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历

史观，而且对于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发展突破

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程丞说：“政协舞台带

给我不一样的眼界，让我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

态回归艺术创作，从而带来更深层面的提升和

进步。”

6 月 6 日，程丞主演的黄梅戏新剧目 《女

国医》 在湖北剧院首演成功。一位黄梅戏迷在

自己的观后感中写道：《女国医》 将义妁不断

突破为父沉冤昭雪的“小我”，升华为“医者

医天下人心”慷慨赴难、救民于水火的“大

我 ”， 传 递 了 人 民 至 上 、 生 命 至 上 的 崇 高 信

念，彰显了“护定百姓、还报百姓”的伟大情

怀，有一种让历史照进现实的穿透力，对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是

一部传古启新的戏曲佳作。

自 2022 年开始创作 《女国医》 开始，程

丞带领大家在题材、音乐、布景和妆造等方面

进行了全新大胆尝试。而这种尝试无疑获得了

观众认可，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意犹未尽，

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论交流，赞叹声、探讨声

溢满了剧场内外。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戏曲也肩负着

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责任。讲好戏曲故

事、中国故事，首先要树立充分的文化自信，

永葆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和真挚热爱，以戏

曲人特有的坚韧、吃苦和执着，深耕、细耕、

精耕黄梅戏这片沃土。”程丞说，为演好传统

黄梅戏剧目 《罗帕记》，他们用了近 9 年时间

完善，在她的提议和坚持下，尤其是对剧尾的

情节和唱词再造，打破传统的认知模式，开启

女性的自我觉醒，为女性宽容善良的性格底色

注入了厚重的独立坚韧的时代特征。

2017 年，程丞凭借 《罗帕记》 获得中国

戏剧界的最高奖“梅花奖”。这一年也是“梅

花奖”改革的第一年。2022 年，文旅部首届

全国戏曲领军人才的会演中，程丞出演的经典

剧目 《罗帕记》 收获了观众和组委会的认可鼓

励。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

“22 年前，我成为被引进到湖北省戏曲艺

术剧院的第一位黄梅戏演员。尽管我能想象一

个人在异地他乡生活的不易，但当时在武汉成

立的黄梅戏剧团还只在公文上，同来的 4 位演

员不久后就走了两位，我每天和汉剧演员一起

练功，利用休息时间打工赚钱为自己找声乐老

师授课，以弥补自身嗓音条件的不足。”程丞

说，“等待的过程中，我想得最多的是，如果

哪一天我来演这个角色，我还有哪里没有哪个

老师演得好，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怎么做得更

好。”

如果说程丞被选是幸运的，那么湖北省戏

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团也因为程丞的坚守和努力

而成为一种幸运。从黄梅戏剧团团长到湖北省

戏曲艺术剧院艺术总监，程丞在成长中亲眼见

证了剧团从一个人到目前百人，发展成为全国

最年轻的黄梅戏剧大团，并入选国家级非遗传

承保护单位。

“尤其是近 10 年来，地方戏曲艺术在国

家、省市大力支持下，人才、品牌和市场建设

成效显著，成为湖北文化强省建设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程丞自豪地介绍：“2021 年，一座

环境舒适效果极佳的戏曲艺术殿堂——湖北戏

曲艺术中心落成。这是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

码头’的重点场馆工程，同时也是戏曲人的

家。剧场一层是演出中心，二层至四层是办公

和排练的地方，这个政策和项目把戏曲人的心

一下子凝聚在一起，有了家以后，我们对这份

事业的自信心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想着如何尽

其所能把这个家建设得更好。”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好的艺术作品更

需要有优秀的艺术家。7 年前，在湖北省委、

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招收

了包括楚剧、汉剧、黄梅戏三大地方剧种的

157 名戏曲定向班学员，目前他们即将毕业走

进院团。如何留住人才，在程丞成为湖北省政

协委员的第一年，她提交了 《湖北戏曲面临的

困境与挑战》 的提案，受到省直相关部门的重

视。经多方努力，省财政厅每年增加了 1200

万元的财政预算，用于解决“戏曲定向班”学

员入职后的保障问题。

如何以事业留人，让这批戏曲新苗成为

舞台上的“角儿”？程丞又参与制定了这 157

名新入职的青年演员“五年护苗计划”，并积

极 参 与 打 造 以 青 年 演 员 为 主 体 的 “ 永 芳 现

象”演艺品牌。她经常激励青年后辈说，戏

曲艺术事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机会总

会留给能坚守有准备的人。

今年初，程丞被授予“2023 年度优秀政

协委员”的称号。程丞说，“两个角色”都要

向最深处扎根、向最高处仰望，只有自觉承担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才能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剧中有乾坤！

为做好戏曲非遗传承和推广，让热爱戏曲

艺术的孩子们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和自信，程

丞还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支教。看着艺术让孩子们如此快乐、如此鲜

活，站在侧台的程丞仿佛看到了当初学戏的自

己，背着行囊，从安徽来到武汉，成为武汉

“大码头”的一颗小小的黄梅戏种子。

程
丞
：﹃

角
﹄
色
生
辉

本
报
记
者

毛
丽
萍

程丞

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戏曲艺术剧

院党委委员、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中

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文化和旅游部首届全

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

20 余 年 时 间 里 ， 几 乎 每 一

年 的 央 视 春 晚 都 能 看 到 她 的 身

影 。 老 旦 在 戏 剧 舞 台 上 大 多 是

绿 叶 的 位 置 ， 想 挑 大 梁 绝 非 易

事 ， 但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国 家 京

剧 院 艺 术 总 监 袁 慧 琴 是 个

例外。

出 道 以 来 ， 她 主 演 过 《杨

门 女 将》《红 灯 记》《对 花 枪》

《李逵探母》《罢宴》 等京剧剧

目 ， 先 后 荣 获 中 国 电 视 “ 飞 天

奖 ”、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等 殊

荣 ， 被 戏 迷 誉 为 “ 千 面 老 旦 ”

“当代老旦第一人”。

舞 台 上 ， 她 是 《对 花 枪》

中 巾 帼 不 让 须 眉 的 “ 姜 桂

芝 ”， 是 《红 灯 记》 中 经 凄 风

苦 雨 却 始 终 意 志 坚 定 的 李 奶

奶 ， 还 是 《杨 门 女 将》 中 百 岁

出 征 的 “ 佘 太 君 ” …… 舞 台

下 ， 作 为 连 任 三 届 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她 结 合 本 职 工 作 ， 深 入

调 研 ， 认 真 撰 写 提 案 建 议 ， 持

续 为 戏 曲 文 化 的 传 承 和 发 扬 鼓

与呼。

袁 慧 琴 始 终 认 为 ， 为 传 统

戏 曲 寻 求 新 的 发 展 之 路 ， 是 她

的 职 责 使 命 。“ 不 到 园 林 怎 知

春 色 如 许 ， 京 剧 要 以 更 加 鲜 活

的 姿 态 被 更 多 年 轻 人 认 识 、 喜

爱和传承。”

“原来京剧这么美”

“ 李 逵 ， 儿 呀 ， 我 的 铁 牛

娃 呀 ……” 当 舞 台 上 的 字 幕 打

出 “ 李 母 袁 慧 琴 饰 ” 一 行 字

时 ， 袁 慧 琴 身 穿 老 斗 衣 、 手 持

拐杖，缓步徐行登台。

观 众 的 目 光 齐 刷 刷 地 向 她

聚 拢 ， 一 亮 嗓 ， 掌 声 四 起 。 侧

幕 旁 ， 工 作 人 员 也 按 捺 不 住 激

动 ， 不 时 按 下 快 门 。 这 是 7 月

16 日 晚 ，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的

一幕。

坐 落 于 北 京 西 城 官 园 桥 东

南 角 的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 是 众 多

票 友 扎 堆 的 地 方 ， 也 是 时 下 里

年 轻 人 感 受 京 味 儿 文 化 的 好 去

处 。 作 为 京 剧 界 的 “ 角 儿 ”，

袁 慧 琴 经 常 在 这 里 演 出 。 很 早

前 ， 就 有 网 友 在 论 坛 中 发 帖 表

示 激 动 ，“ 翘 首 以 盼 ， 首 都

见。”

演 出 当 天 ， 能 容 纳 近 千 人

的 剧 场 几 乎 没 剩 什 么 空 位 。 演

出 结 束 后 ， 很 多 戏 迷 久 久 等 候

在 剧 场 大 厅 ， 只 为 与 “ 角 儿 ”

合 张 影 、 签 个 名 、 说 句 话 。 唱

了 大 半 辈 子 戏 、 登 了 无 数 次

台 ， 但 袁 慧 琴 依 旧 保 持 着 对 舞

台 的 敬 畏 、 对 观 众 的 尊 重 。

“ 那 天 演 出 完 其 实 很 累 了 ， 但

看 到 他 们 特 别 高 兴 ， 在 后 台 和

他们交流了很长时间。”

“ 看 到 了 很 多 ‘90 后 ’ 甚

至 ‘00 后 ’ 的 身 影 ， 很 感

动 。” 谈 起 京 剧 以 及 热 爱 京 剧

的 年 轻 人 ， 袁 慧 琴 的 眼 神 清 澈

明 亮 ， 语 调 铿 锵 有 力 ， 透 着 股

戏曲演员特有的精气神。

其 实 ， 为 了 普 及 戏 曲 文

化 ， 袁 慧 琴 做 过 不 少 努 力 。 让

传 统 戏 曲 “ 破 圈 ”， 她 既 是 思

考 者 ， 也 一 直 是 创 新 者 和 践

行者。

“ 戏 曲 发 展 最 难 的 时 候 ，

一 场 戏 下 来 ， 台 上 的 演 员 甚 至

比 台 下 的 观 众 还 要 多 。” 袁 慧

琴 知 道 ， 对 于 一 场 京 剧 来 说 ，

即 使 满 座 ， 也 只 有 近 千 位 观

众 。“ 要 想 让 戏 曲 艺 术 像 蒲 公

英 一 样 广 泛 传 播 ， 需 要 更 多 现

代的技术和手段。”

了 解 袁 慧 琴 的 人 总 是 评 价

她 为 “ 时 尚 老 旦 ”。 各 种 社 交

媒 体 ， 袁 慧 琴 总 是 最 先 注 册 的

那 一 批 ， 台 前 幕 后 的 故 事 ， 她

乐 于 和 观 众 们 分 享 讨 论 。“ 我

始 终 相 信 ， 只 要 运 用 得 当 ， 现

代 技 术 可 以 为 传 统 文 化 增 添 更

多的魅力。”

为 了 让 京 剧 拥 抱 更 多 年 轻 观

众 ， 2002 年 ， 在 袁 慧 琴 的 推 动

下，《契丹英后》 被拍成 6 集京剧

电视连续剧，她扮演的萧太后角

色让人印象深刻。

“ 从 舞 台 表 演 到 电 影 拍 摄 ，

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对演

员 的 要 求 也 是 天 壤 之 别 。” 袁 慧

琴说，戏曲讲究程式化、无实物

表演，演员要一气呵成、一演到

底 。“ 而 电 影 拍 摄 需 要 机 位 变

化、灯位调整、道具适配，时间

也 被 成 倍 拉 长 。” 那 段 时 间 ， 袁

慧琴经常要拍到深夜。

“ 这 是 一 次 全 新 的 探 索 ， 反

响 非 常 好 。” 2003 年 ， 这 部 京 剧

电 视 连 续 剧 荣 获 第 22 届 中 国 电

视 “ 飞 天 奖 ” 一 等 奖 ， 弥 补 了

“ 飞 天 奖 ” 戏 曲 片 奖 10 年 来 的

空缺。

尝 到 了 跨 界 融 合 的 甜 头 ， 袁

慧琴在繁忙的舞台演出之余，又

紧 锣 密 鼓 地 拍 摄 了 《杨 门 女 将》

《哥 哥 你 走 西 口》 等 京 剧 影 视

剧。此后不久，她还带着主演的

戏 曲 数 字 电 影 《对 花 枪》， 跨 越

太平洋，参加中美电影节并荣获

大奖。很多“90 后”“00 后”，正

是因为看了这些影视作品，认识

并爱上了京剧。

多 年 后 ， 一 位 来 自 安 徽 的 女

大 学 生 还 给 袁 慧 琴 寄 来 一 封 长

信 ， 信 里 写 道 ，“ 袁 老 师 ， 因 为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在 电 视 上 看 到

《契丹英后》，让我对京剧深深着

了迷，不仅在大学时选修了京剧

课程，还鼓起勇气参加了不少戏

曲比赛。这门古老的艺术为我打

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很感谢

您。”

“ 这 些 年 来 ， 这 样 的 故 事 有

很多，能够把更多年轻人‘领进

门 ’， 领 略 京 剧 之 美 ， 这 种 快 乐

是 无 法 用 语 言 形 容 的 。” 袁 慧

琴说。

10 余年履职过程中，袁慧琴

还通过撰写提案、大会发言、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致力于

为传统文化插上现代传播的“翅

膀”。

“ 除 了 抓 住 年 轻 人 ， 想 要 让

京剧留得住、传得开，还是要从

娃 娃 抓 起 。” 不 久 前 ， 首 期 国 家

京剧院少儿京剧团开班仪式在京

举 行 ，“ 很 多 孩 子 们 在 没 接 触 戏

曲前，因为听不懂看不懂，会觉

得这件事很枯燥，但通过这些天

的讲解和互动，不少孩子由衷感

叹，‘原来京剧这么美’。”

“ 比 起 唱 法 和 技 巧 ， 这 才 是

最 大 的 收 获 。” 袁 慧 琴 希 望 通 过

更多这样的活动，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牢牢

扎 下 根 ，“ 相 信 未 来 他 们 会 成 为

传 播 京 剧 、 传 承 国 粹 的 重 要 力

量。”

用力托举 薪火相传

“ 这 一 段 一 定 要 注 意 节 奏 ”

“ 这 句 要 突 出 身 体 的 表 达 ” ……

见到袁慧琴那天，她正在人民剧

场 《杨门女将》 的排练现场，细

心指导青年演员的每句唱词、每

个动作。

袁 慧 琴 站 在 台 下 ， 时 而 双 眉

微蹙神情凝重，时而扶下滑落的

眼镜，压低声音语速放缓。演员

们 在 台 上 ， 听 得 认 真 、 学 得

专注。

“ 学 习 戏 曲 艺 术 是 漫 长 又 艰

辛 的 历 程 ， 越 是 经 典 的 传 统 剧

目，越需要不断锤炼、加工，才

能 让 观 众 充 分 感 受 到 京 剧 的 魅

力 。” 袁 慧 琴 深 知 ， 面 对 着 流 行

文化和物欲横流的冲击，能够坚

守 在 舞 台 上 的 青 年 演 员 很 不 容

易，“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京剧发展了 200 多年，正是

一 批 批 优 秀 艺 术 家 的 向 上 托 举 ，

才让这门古老的艺术源源不断地

流 传 下 来 。” 采 访 中 ， 袁 慧 琴 总

说自己很幸运，曾受到过多位恩

师的启蒙、提携与照拂。

“ 戏 曲 是 角 儿 的 艺 术 ， 京 剧

的未来永远属于青年。一代代前

辈把接力棒交给了我们，作为京

剧演员，用力托举，让京剧艺术

薪火相传，把前辈艺术大师留下

的宝贵经验和艺术品德传递给青

年 演 员 们 ， 我 们 责 无 旁 贷 。” 袁

慧琴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不 久 前 在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上 演

的 《李 逵 探 母》， 便 是 袁 慧 琴 带

领 学 生 杨 杨 共 同 完 成 的 。“ 京 剧

艺 术 讲 究 ‘ 传 帮 带 ’， 应 该 给 年

轻人更多上台演出的机会，只有

穿 上 、 扮 上 ， 真 正 与 观 众 见 面 ，

才能更加勤学苦练，提高表演的

深度。”

从 “ 舞 台 ” 到 “ 讲 台 ”、 从

“名角”到“教师”，她将自己 40

余年的舞台经验倾囊相授，设身

处 地 帮 助 学 生 们 解 决 艺 术 难 题 ，

为他们打通艺术思路。

“ 有 时 候 见 到 学 生 练 功 不

勤 ， 很 替 他 们 着 急 。” 袁 慧 琴 一

直 记 得 师 父 李 金 泉 的 嘱 托 ：“ 艺

术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就是两

个 字 ： 苦 练 。” 如 今 ， 袁 慧 琴 用

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

“ 青 年 演 员 有 他 们 的 优 势 ，

他们更加善于运用现代手段，更

懂得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京剧

赢得更多的流量，这是非常好的

事 情 。” 袁 慧 琴 说 ， 但 “ 破 圈 ”

是 手 段 而 非 目 的 ， 只 有 在 “ 守

正 ” 与 “ 创 新 ” 的 双 轮 驱 动 下 ，

传统戏曲的传承之路才会越走越

宽 。“ 所 以 我 总 提 醒 他 们 ， 要 沉

下心来，踏实练习基本功。”

言 谈 间 ， 袁 慧 琴 再 次 扶 了 扶

滑落的眼镜，眼神中透露着对年

轻一代的希冀，就像当年的师父

一样，谆谆教诲、殷殷期盼。

一 位 青 年 演 员 这 样 形 容 她 眼

中 的 袁 老 师 ，“ 严 在 当 严 时 ， 爱

在 细 微 处 。” 她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这

样 一 段 难 忘 的 经 历 ，“ 那 时 候 临

近毕业，我的毕业演出剧目 《对

花枪》 是袁老师的经典唱段，很

想得到她的指导，却不巧碰到她

生 病 住 院 。” 袁 慧 琴 得 知 后 ， 担

心学生受到影响，坚持在病床上

教学。提起当年的往事，袁慧琴

笑 着 说 ，“ 当 时 的 演 出 任 务 很

重，住院还恰巧有了更多的时间

教学。”

“走出去”，让中国戏曲
惊艳世界

近 年 来 ， 除 了 是 戏 迷 喜 爱 的

“千面老旦”，袁慧琴还多了很多

社会身份。作为连任三届的“老

委 员 ”， 对 她 而 言 ， 意 味 着 肩 上

的 担 子 更 重 了 ，“ 不 再 单 单 只 是

唱好一出戏，演好一个角儿了。”

为 了 不 负 所 托 ， 除 了 本 职 工

作外，袁慧琴积极参加相关调研

活动，为行业呼吁奔走。每年全

国两会上，她抓住每一次机会为

戏曲的传承和发扬鼓与呼，12 年

来，始终如一。

虽 然 戏 曲 是 一 种 传 统 艺 术 ，

但对于戏曲的革新，袁慧琴从未

停下探索的脚步。近年来，国家

京剧院积极创排优秀作品，推动

传统艺术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

力 。 推 动 京 剧 艺 术 “ 走 出 去 ”，

也成了袁慧琴关注的重点。

2010 年 ， 京 剧 入 选 “ 人 类 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是 世 界 对 京 剧 艺 术 的 充 分 肯 定 ，

京 剧 既 是 民 族 的 ， 也 是 世 界

的。”袁慧琴骄傲地说。

2017 年 ， 袁 慧 琴 带 领 国 家 京

剧院代表团走进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和瑞典三国，为海外观众带

去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京剧艺术

讲座。

京 剧 艺 术 博 大 精 深 ， 如 何 在

两个小时里让毫不了解京剧又存

在巨大文化差异的海外观众理解

京 剧 ， 袁 慧 琴 思 考 了 很 久 。“ 虽

然在国内也多次做过京剧普及讲

座，但那次海外讲座压力还是很

大。”

“ 心 里 虽 然 忐 忑 ， 但 我 始 终

相信，中国戏曲一定能够惊艳世

界 。” 袁 慧 琴 举 例 说 ， 京 剧 不 同

于 国 外 的 歌 剧 ， 布 景 全 部 “ 带

在”演员身上，通过演员举手投

足的虚拟表演，观众就被带入特

定 的 戏 剧 环 境 ，“ 这 样 的 文 化 和

智 慧 ， 我 们 绝 对 要 有 足 够 的 自

信。”

经 过 袁 慧 琴 的 精 心 准 备 ， 她

将表演和讲座穿插进行，深入浅

出 、 简 练 精 准 ，“ 每 一 场 的 反 响

都非常好，有一个哈萨克斯坦的

小女孩甚至央求父母开车四五个

小时，去到另一个城市，只为再

听一场我们的讲座。”

近 年 来 ， 经 过 更 多 的 普 及 和

宣 传 ， 海 外 “ 戏 迷 ” 越 来 越 多 ，

这让袁慧琴很是欣慰。但她也意

识 到 ，“ 京 剧 的 质 量 ， 尤 其 是 在

对外文化交流中，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上 ， 对 于 弘 扬

京剧艺术、讲好中国故事，袁慧

琴 提 出 了 4 个 “ 下 功 夫 ”，“ 在 易

于理解上下功夫，让国外受众听

得懂；在易于交流上下功夫，让

国外观众有所感；在易于传播上

下功夫，让海外受众喜欢听；在

易于感染上下功夫，让海外受众

有所得。”

关 于 戏 曲 艺 术 的 一 切 ， 袁 慧

琴 似 乎 总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题 ， 2 个

小时的采访，时间如流水般，悄

无声息地划过。

从 孩 提 时 期 接 触 戏 曲 ， 到 在

梨园舞台倾情演绎，再到自觉传

承中国文化，戏曲与她，早已合

二 为 一 。“ 一 生 择 一 事 ， 一 事 终

一 生 ， 是 件 非 常 幸 运 的 事 。” 袁

慧 琴 感 慨 地 说 ：“ 人 生 如 戏 ， 无

论哪一出，都要演精彩。”

一 生 择 一 事 ，一 事 终 一 生
——访全国政协委员袁慧琴

本报记者 郭帅

2023 年，程丞 （后排左二） 在新疆图木舒克市兵团第三师五十一团第一中学参加文艺

支教活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袁慧琴 （右一） 为青年演员讲解动作要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