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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饰演三行当

  6 月4日晚，山东剧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梅花奖获奖演员尹春媛折子戏专场演出”，这是载誉归来的尹
春媛在家乡舞台的首秀。
  柳子戏“小众”又稀有，演员如何演绎才能突出重围，得到评委认可？当晚演出中，尹春媛完整复现了
参演作品，赢得在场观众频频叫好鼓掌的同时，也揭开了“摘梅”的奥秘。
  两个小时内，她先后表演了柳子戏《玩会跳船》《老青天》《巾帼雄风》的选段。这三段戏的亮点在
于，演员不仅要演绎不同的角色，还要跨越闺门旦、花旦与刀马旦三个行当。从开场到落幕，她几乎一直在
台上，不仅要争分夺秒地抢妆，还要精准转换表演状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三个行当虽然同属旦角，但风格差别很大。闺门旦多是尚未出阁的大家闺秀形
象，人物性格内向、腼腆；花旦是青年或中年女性的形象，性格活泼或泼辣，常常带点儿喜剧色彩；刀马旦
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以气势见长。
  从演员角度看，一个人能同时演绎三个行当，说明功底深厚，戏路宽广，业务水平过硬，参评梅花奖确

实需要展示出一流实力。从戏曲角度看，尹春媛选的这三段戏涵盖柳子戏的传统经典剧目、新编历史剧
目和改编传统剧目，多方位展现了柳子戏剧种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路径，让评委和观众在短时间内直

观感受柳子戏的魅力。相比整本大戏，折子戏专场更考验演员的体力、耐力和全面性，是一个
高难度参评选项。

  完成不易，得高分更难。“闺门旦要演出静如处子的含蓄，花旦需拿捏动若脱
兔的灵动，刀马旦则要呈现刚健婀娜的功底。最难的不是形体动作，而是把握

和塑造人物的内心。”尹春媛说，为精准呈现角色，她深入研究了不同人
物的性格特征与气质。“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够’，需要把握
一个‘度’。”再加上台下的反复练习，才最终成就了舞台上游刃有
余的风采。

“90后老戏骨”

  很多人喜欢称尹春媛为“90后老戏骨”。
  尹春媛生于1990 年，是标准的“90后”。统计显示，
40多年来，梅花奖得主平均获奖年龄为39岁，尹春媛属于
年轻的。但从走上专业道路算，她的艺术生涯已经有25
年，论经验确实当得起一个“老”字。
  尹春媛的家乡是菏泽市郓城县，戏曲氛围浓厚，有
“戏窝子”之称，郓城也是柳子戏的重要发源地和流行
地。“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唱柳子戏的人。”尹春媛
介绍，她老爷爷就是一位戏迷，小伙伴们唱流行歌曲，老
爷爷则教她唱戏。耳濡目染下，年仅10岁的尹春媛已经学
会了五六段柳子戏。那时，她常常拿着两条毛巾当水袖
耍，耳边最常听到老爷爷说：“来，妮儿，跟我唱一
段。”
  2000 年，在老爷爷的支持下，尹春媛考入山东省菏泽
戏曲学校柳子班，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然而，求学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当时柳子班前景不明，毕业后有
许多不确定性，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仅仅半年，父母就
把尹春媛领回了家，打算让她上普通小学，改走常规升学

之路。
  关键时刻，又是老爷爷起了作用。他三番五次

上门劝说，希望重孙女能回到艺校，将来做一名
柳子戏专业演员。最终，父母改变了心意，十
多天后，又把尹春媛送回了艺校。每年暑假
回家，她和村里十多个艺校同学结伴给乡亲
们演出，村里的老一辈艺人也会给予他们
悉心指导。
  良好的天赋，不懈的追求，注定会
得到回报。 2004 年，尹春媛以优异成绩
从艺校毕业，并考入山东省柳子戏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柳子剧
团），成为一名职业柳子戏演员。
  初入剧团时，尹春媛从事的行当是
刀马旦，很快就靠武戏崭露头角。 2004
年，凭借在《盗仙草》中饰演白素贞，
她获得第八届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赢
得事业的开门红。此后，她又在《昭君出
塞》《一片桃花红》等剧目中担任主角，
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奖、
山东省地方戏中青年演员大赛一等奖等

荣誉。
  然而，人生并不总是顺风顺水。 2013 年，注定让
尹春媛终生难忘。
  这年 4 月，她在整本大戏《巾帼雄风》中饰演女
主角樊梨花，原本是“挑大梁”的好机会，却在做下
高动作时，左脚踝意外崴伤，经医生诊断为韧带重度
撕裂。当时就有人说，她以后可能演不了武戏了。这
对演了十年武戏的尹春媛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
  同样是2013 年，中国戏曲学院招生，尹春媛尝试
报名，并顺利通过了专业课测试。伤病期间她没有自
暴自弃，而是借此机会专心备考文化课，在6月份的
全国高考中发挥稳定，最终成功被中国戏曲学院
录取。
  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为尹春媛打开了全新的世
界。在她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武戏不行就转文
戏，总之不能抛下自己深爱的柳子戏。在中国戏曲
学院，尹春媛得以深入接触京剧、昆曲等其他剧
种，看到了别样的戏曲世界。名师的指点，名家的
演绎，让她对戏曲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转型阵痛迎来别样天地

  大学四年下来，尹春媛在文化知识、专业技能、艺
术理念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不过，行当转变可不是纸
上谈兵，懂得理论就行，最终还得在舞台上见真章。
  “刀马旦武戏居多，一个精彩动作就能赢得满堂
彩，青衣、闺门旦主要是文戏，唱功为主，而唱腔是我
的短板，需要下力气打磨。”回忆起由武转文的过程，
尹春媛仍历历在目，其中的艰辛和痛楚或许只有她和师
父陈媛最能体会。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柳子戏代表性传承
人，陈媛是柳子戏公认的“台柱子”。巧的是，她曾获
得第22届梅花奖，也是此前该团唯一一位梅花奖得主。
  一开始，尹春媛的嗓子换音区总是“打泡”，经验
丰富的陈媛就用手固定住尹春媛的口型，一遍遍让她找
感觉去唱。“我每周都去找老师练习，一练就是一上
午，老师的嗓音都哑了，就这样连续过了半年，终于把
这个问题改过来了。”尹春媛回忆。
  2018 年的原创大戏《惊蝉记》，尹春媛终于又一次用
艺术实力征服了观众。她饰演的青儿一角需要跨越多行
当表演，从花旦到小生再到闺门旦、青衣，人物身份转
换极快，要求演员在形象、情绪和声线上完成极大反差
的表现。尹春媛出色地完成了挑战，专家评价她“就像
不拿扇子的杜丽娘”。
  尝试和突破还在继续。 2021 年，尹春媛在新编柳子
戏《老青天》中饰演风尘女子王粉莲。这一角色是花旦
偏彩旦的行当，与她以往擅长的青衣、闺门旦形成鲜明
对比。这次跨行当的表演，让她突破了青衣的中规中
矩，获得了表演上的自由，后来也为她赢得了第31 届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榜首的殊荣。评委
会认为，她在《老青天》中“将风尘女子的妩媚与善
良、机智与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唱腔婉转动听，表演
细腻传神”。
  同样是这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院
团创排新版柳子戏《江姐》，尹春媛是江姐角色的二组
演员。她此前参演过现代戏，但演革命人物角色还是头
一遭。为了更好地演绎江姐一角，尹春媛翻阅资料，查
询江姐的历史，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后来又深度阅读
了《红岩》小说，与书中的人物共情，几次潸然泪下。
“我很能体会在那个环境下，一名共产党员的意志和对
当时社会的无奈。抛开戏剧方面来讲，我自身也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和感悟。”
  其实，早在2016年，她就跟陈媛学习并演出过《江
姐》，领悟了演现代戏的很多窍门。她最大的感悟是，
一切归根到底还是塑造人物的问题，无论是传统戏还是
现代戏，无论是现代人物还是古代人物，只要塑造好
了，观众都会喜欢。
  从刀马旦到青衣、闺门旦，再到现代戏、跨行当表
演，种种机缘巧合，尹春媛不断挑战自我，拓宽戏路。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痛并快乐的经历，推着她成长
为“六边形战士”，并最终摘得“梅花”。

“一棵菜精神”

  每每被问及获奖秘诀，尹春媛总是这样说：“无论是
厅里还是院团，都在努力给我们年轻人搭建学习成长的平
台，让年轻人挑大梁、演大戏，在舞台上不断磨炼自
己。”
  了解戏曲行业的特点就会明白，她所说的并非客套
话。“从接到终评通知的那天起，全团就像上了发条。”
尹春媛说，让她感动的是团里的“一棵菜精神”，从领导
到同事，从剧目筛选到流程安排，大家始终在不遗余力地
支持她。“师父更是带着我，从人物出发，一点儿一点儿
地练戏，每一个字、每一个唱腔、每一句念白都精益求
精，努力把一颦一笑做到极致。”
  “一棵菜精神”是戏曲行话。一棵白菜，有菜根、菜
心、菜叶等部分，只有这些部分紧紧抱在一起，才能长成
一棵好白菜。同样，在戏曲表演中，演员、音乐、舞美等
全体人员，不分主次，紧密配合，才能演好一台戏。
  这朵“梅花”，属于尹春媛，同样属于柳子戏。“全
团演职员团结一心、各负其责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工作态
度，有力保障了春媛顺利‘摘梅’，也真正体现了柳子剧
团是一支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集体。”山东省柳子戏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柳子剧团)主任、团长李长海评
价说。
  这朵“梅花”，也是业界对山东戏曲传承发展的认
可。近年来，我省积极搭建山东省戏曲名家工作室等人才
培养平台，推进落实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持项
目，通过支持老艺术家回团开课、带徒授艺，以及鼓励青
年艺术人才开展艺术实践等方式，为戏曲创作、表演等专
业方向的青年人才提供学习机会，搭建交流平台，助力一
批青年艺术人才快速成长。
  前段时间，尹春媛入选了山东省第三届戏曲名家工作
室学员。未来三年，她将排演一些大戏。“我也会在大戏
排演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努力去弥补，提升
自己的业务能力，希望自己能够发挥更大的能量。”
  尹春媛表示：“柳子戏是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山东地方
戏曲，年轻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一古老的艺术发扬光
大。”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柳子戏，爱上柳子戏，
将这一珍贵的戏曲艺术继续传承下去。为此，她计划继续
探索柳子戏的创新表达方式，包括与现代流行文化的融
合、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等途径。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的品格也是戏剧
人的品格。
  回望来时路，从当年村里拿毛巾当水袖耍的小女孩，
到如今年轻的梅花奖得主，尹春媛的艺术人生从来没有捷
径，只有不停地奔跑、不停地攀登、不停地苦练。正如她
所说：“干我们这行，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就算
一时没有回报，但请相信，只要不停地努力，总会达到自
己想要的高度。”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她扮相秀美，嗓音圆润，文武兼备，在《柳子戏折子戏专场》中，无论是古代仕女、风尘女子还是巾帼
英雄，她都能以细腻的表演，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从刀马旦到青衣、闺门旦，她不断突破行当界限，用精
湛的技艺和真挚的情感，为六百年的柳子戏注入时代新声。”
  这是第32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组委会给尹春媛的颁奖词。 5 月 21 日，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山东省柳子剧团）的“90 后”青年演员尹春媛，凭借在折子戏专场的精彩表现，成功获得梅花奖。她为山
东收获了第23个梅花奖，这也是山东演员时隔10年，再度问鼎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

时隔10年，山东演员再度问鼎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项——— 梅花奖

尹春媛：600年老腔调
唱出时代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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