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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海河水长大，为父老乡亲歌唱

以心放歌以诚奉献

文 李瑛

小学三年级时，音乐老师发现了

我的音乐天赋，我爱上了唱歌，认定要

走这条路，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半个世

纪。一路走来曲曲折折，风风雨雨，我

体验到奋斗的喜悦，收获了成功的荣

誉，这一切让我明白，只要真心付出，

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每天早晨练气息坚持数年

赢得“小钢炮”美誉

我生在汉沽，父亲在法院工作，母
亲是教师。我从小喜欢唱歌，那时候
每年除夕夜，家里都会自办一场“联欢
会”，我必须要独唱一首歌，父亲才会
尽兴。上中学时，我加入了学校文艺
宣传队，唱歌的机会更多了。我到书
店买了一本《怎样练习唱歌》，每天按
书中要求苦练，上学、放学的路上，我
边走边揣摩每一句歌词怎样唱才更好
听。音乐中神奇的玄机和奥妙让我陶
醉，带给我愉悦和兴奋。

1976年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一
家工厂，就在报到前夕，得知天津音乐
学院附中到汉沽招生。我知道父母不
支持我搞文艺，但无法控制学唱歌的
念头，背着他们偷偷参加了考试。我
的演唱功底和文化课成绩都赢得了招
生老师的称赞，他们又到家里做我父

母的思想工作：“孩子的艺术才能不仅
仅属于个人和家庭，更应该是社会的
财富。”通情达理的父母同意了，我怀
着少女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梦想走进了
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

父母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了，给
我立下许多规矩：不许穿红衣服、不许
穿高跟鞋、不许烫发……父亲告诉我：
“艺术是高尚的、严肃的，要想做一个
真正的艺术家是要吃苦的，不能贪图
享受和虚荣。”我深知父母的良苦用
心，全身心投入到唱歌艺术中。
我的声乐老师周桂珠教授从艺术

到做人都给我以谆谆教导。我每天早
晨5点起床练气息，冬天对着冻得结
结实实的冰坨练吹气，练到第四年，我
吹一次气能把冰坨穿透。

1979年年底，天津市举办第一届
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以学生的身份参
赛，脑后扎着两个“小刷子”登台，一曲
唱响，一下子引起考官和听众们的注

意。那次比赛我获得了二等奖的第一
名。转年，获奖的歌手们应中国音乐
家协会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
出。我的潜质得到充分发挥，良好的
音乐感觉、甜美的音色和冲劲十足的
歌唱状态为我赢得了“小钢炮”的绰
号，北京各家艺术院团纷纷向我抛来
橄榄枝。但是父亲告诉我：“你是天津
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要为天津效
力！”于是我放弃了优厚的待遇，选择
留在天津。

展示中国民族声乐魅力

演绎歌剧咏叹调入情入戏

我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师从
金铁霖教授。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想
把每一首歌都融入真挚感情，紧扣听
众的心弦，把中国的音乐作品尽可能
表现得淋漓尽致，既保留民族风格，又
融入美声唱法，在声乐艺术上寻求突
破。我演唱的云南、山西、浙江、天津
民歌各具特点，也能驾驭各种西洋歌
剧，博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

2009年7月，我参加了在意大利
罗马举行的第18届国际音乐大奖赛，
在60个国家26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荣获“最杰出女高音歌唱奖”，展示了
中国民族声乐的魅力，让世界了解了
中国歌剧，了解了天津。

首届中国歌剧节2011年在福州

举行，此刻回首当年，我仍激动万分。
天津歌舞剧院的参演剧目是根据曹禺
先生原著改编的歌剧《原野》。为了演
好女主角金子，我下了苦功夫——在
曹禺女儿万方来津参加活动时，与她
面对面交流这个人物的内涵；多次独
自前往曹禺纪念馆，品读曹禺的创作
笔记；大量查找资料，观摩川剧、话剧
等各个版本的《原野》。金子是封建社
会里一个敢爱敢恨、敢于冲破枷锁、敢
于追求自我幸福的女性形象，非常难
以拿捏——演过了，让人觉得放荡；演
温了，就失去了个性。我仔细分析每
一个唱段，细心琢磨音符的音质、音
准、节奏和强弱，终于把高难度的咏叹
调演绎得入情入戏，声音控制和情感
表现也处理得张弛有度。

一切准备就绪，赛前却发生了意
外。刚到福州，我就得了重感冒，甚至
一度失声。150人的大团队都在等我
一个人，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大量
喝水、吃药，拿药当饭吃，硬是闯了过
来。正式演出当晚我发挥出色，在舞
台上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金
子。我们的《原野》摘取了七项大奖中
的六项，我也凭借金子这一角色荣获
了表演最高奖——优秀表演奖。

2016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天津歌舞剧院排演大型经典
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我在剧中饰演
女主角田玉梅。那年我已经57岁了，
每天参加排练，一天下来筋骨酸痛，回
家后又因为排练强度大、精神兴奋而
造成失眠。我开始发低烧，可即便输
着液，也没缺席过排练。心疼我的同
事说：“休息一天吧，你太累了！”但是
我不能啊，这是一个集体，我休息了，
别人怎么办？大家都说，我这个年龄
的人还在歌剧舞台上拼搏的，在全国
也为数不多。

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

从未计算过个人得失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些年我多
次举办公益独唱音乐会，将所得善款捐
赠给幸福工程；长期资助困难家庭、孤老
户、单亲母亲和在津的藏族学生。我担
任了天津市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的名
誉院长，每年重阳节都买些积木、跳棋、
按摩器和各种食品、营养品去看望那里
的老人，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聊天，一起
联欢演出。记得有一次我唱《英雄赞
歌》，一位老人忍不住和我一起唱，他告
诉我，他在三四十年前就喜欢听我唱
歌。这句话让我的心头热浪翻滚。

观众的支持托举起我奋飞的翅膀，
我想把舞台搭在基层，用歌声抒发感恩
祖国的深情，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2015年 4月，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做
“个人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有人觉得
不可思议：“你已经有了荣誉，有了社会
地位，做这个受累不讨好的事有什么意
义？”有人劝我：“100场说来容易，但假
如半途而废，会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那
就得不偿失了！”我爱人也心疼我：“别累
着自己，你这是图什么呀？”

是啊，所有的公益演出都要利用节
假日和休息时间，每场两个多小时，编排
曲目、携带音响、联系慰问单位……大大
小小的事项都得亲力亲为，对我的体力、
精力都是挑战。然而，不煽动你的翅膀，
你怎么知道自己能飞多高，飞多远？

为了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我精心
制定食谱，每天跑步锻炼，积累体能。我
们的演出走上了公交车，走进了社区、农
村、山区、部队、企业、高校、养老院、监
狱，最远走到河北省，为一线工作人员演
唱，为特殊群体演唱。

演出一场又一场地办下来，每一场

都经过精心设计，针对不同观众安排不
同曲目，尽可能满足受众群体的需求。
我希望办一场就留下一场的足迹，办一
场就达到一场的目的，办一场就有办一
场的意义。

每一次观众热情的掌声，都能让我
久久沉浸在收获的喜悦和快乐中。一位
年过七旬的老奶奶，带着孙女走街串巷
买来鲜花，演出结束后向我表达谢意；和
平区一位行动不便的老母亲，想近距离
看我演出，让女儿提前两个小时用轮椅
把她推到舞台前；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
症的老人，虽然模糊了记忆，但听到我唱
歌时，也能喊出我的名字。

百场演出过程中，各种意外常常不
期而至，却从没动摇我坚持下去的决
心。演出时赶上来不及吃饭，就吃自带
的牛肉干。我即便脚踝骨扭伤，打完封
闭也要带伤登台，即便颈椎病复发，演出
前呕吐不止，也要坚持演唱，直到完场。
面对困难，爱人毫无怨言地帮助我，

亲朋好友热情地鼓励我。我的爱心与善
举也带动了身边许多人。身为歌手的弟
弟李勇，天津歌舞剧院演员石广羽、张晏
蓉、刘阳，各区老年文艺演出队等先后加
入进来。李勇说：“起初我是给姐姐助
阵，但当我来到观众中间，我被那一双双
真挚朴实的眼睛打动，被热情的掌声和
喝彩声感染，体会到了助人的快乐！”

三年春夏秋冬，百场惠民公益演唱
会受到广泛关注，在观众中赢得了良好
的口碑。我从没计算过这三年付出的精
力、时间和金钱，有人说我太傻，但是我
认为，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
我特别喜欢《父老乡亲》里的一句歌词：
“树高千尺总忘不了根。”我是喝海河水
长大的歌者，没理由不为家乡的父老乡
亲歌唱。音乐舞台是我一生的职场，我
也希望尽自己所能继续推广普及歌剧，
为天津培养出更多年轻的音乐人才。

讲述

充满烟火气的作品
展现老北京的魅力

印 象

刘家成 情满老北京
本报记者 张洁

我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我的记
忆中，有时候那里人头攒动很喧嚣，上下
班的时候，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夜晚和清
晨它又很静谧。

前些天我们搞了一个活动，跟胡同
居民见面。当时已经有年轻人三三两两
地在找九道弯胡同，在胡同里拍照。像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我二十多年前拍
的，拍完之后，纪晓岚故居成了文物保护
单位。《正阳门下小女人》带动了牛栏山
二锅头，《芝麻胡同》让六必居酱菜售卖
翻番。这次《情满九道弯》，我们也希
望在不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前
提下，让胡同成为热门打卡地，
为胡同做点儿贡献，让大家有
所收益，那当然是最好的。

老北京风情的魅力，是北
京独特的文化。我所理解的文
化，它不光是著书立作、演出表
演，它更多的就是衣食住行，就
是老百姓群体生活的规范。我喜

欢一句话，说这个生活脱掉它华丽的
外衣之后，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就是一碗
热腾腾的饭菜，和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咚
作响的幸福。

北京是千年古都，生长在皇城根儿
下的人们，吃过、喝过、穿过、见过。北京
人穿衣讲究，盛锡福的帽子，瑞蚨祥的绸
缎，礼服呢的鞋。这个讲究是，多穷，他
都得有一身儿好行头。在《情满九道弯》
这部剧里，杨树茂的父母就是这样，家境
再不好，也得穿像样的衣服，出门见客
时，春节拜年时，都会穿上这身儿衣服，
不是说为了显摆，而是对别人的一种尊
重，对自己的一个不低看。这就是北京
人说的有里有面儿。

北京有那么多小吃，但你看现在最
有名的是稻香村，是涮羊肉。这说明什
么？稻香村是苏式糕点，涮羊肉是从草
原过来的。一说京剧就是北京，但京剧
是从几百年前徽班进京开始的。所以
说，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是一个创新
的城市。很多人到北京做生意都能做成
了，就是因为北京的包容和大气。

行上，北京从最早的黄包车、自行
车，到后来的摩托车、汽车，一件不落，北
京人喜欢车。我们剧组有大概三十多辆
道具车，因为这一天的10场戏，可能有
30年的跨度，所以一会儿用这车，一会
儿用那车，剧组直接就长期养了这几十
辆车来回倒着用，就为了体现那个年代
道具的真实性。

文化是在人身上体现的，北京的风
情魅力就在这儿。我一直坚持京味儿创
作，是因为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爱情、工
作都在这儿。所有的感情都包含在里
面，已经浸透在自己的骨子里了。我不
排除自己会进行其他类型题材的创作，
但京味儿文化这一块，永远是自己的创
作高地，我随时会回来拍。北京的每一
个区域都有很多拍不完的故事，我们不
着急，不赶节点，毕竟艺术最终还是靠作
品说话。

刘家成自述

北京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拍不完的故事

选演员适配度最关键

演绎北京胡同里的青春之歌

记者：从“四合院”到“九道弯”，这次有哪些不

一样？

刘家成：《情满九道弯》虽然写的是北京，但它
不是光集中在北京一个城市，还展现了广州、深
圳，通过南方北方城市的呼应，全景式地描写了中
国改革开放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从局部来说，
《傻春》是描写一家人的情感故事；到了傻柱，也就
是《情满四合院》，是一个四合院里的情感故事；再
到《情满九道弯》的傻茂，是一条胡同里的情感故
事。环境越来越广阔，故事就更加丰富，人物也更
加生动鲜活。我们把《情满四合院》那些中老年人
的情感故事，变成了热血澎湃的年轻人的情感故
事。所以我也老说，这是我们北京胡同里的青春
之歌。实际上也不光是北京，从全国来说，也是带
有青春色彩的时代故事。

记者：演员选择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刘家成：适配度，谁最合适。我不会考虑他是
不是北京人，更不会考虑流量。在策划拍摄时，我
遇到不少年轻演员，但他们觉得杨树茂这个角色
要从十几岁演到50岁，对扮演父亲没有自信，担
心会破坏自己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白当演员了。
而韩东君很早就跟我表态，他不在乎。他拍过一
个北京剧，但没播出，我看了那个剧的片段，看他
是否具备杨树茂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诙
谐幽默、刚强劲儿、爆发力等。我在他那个作品里
都找到了，很欣慰。这部戏晚开机了将近两个月，
因为东君有一个戏没结束，但我想这样的演员不
可多得，我愿意等他。
热依扎对这个剧充满期待，她特别想来，毛遂

自荐。我曾想让她试试赵亚静，她说：“导演，我就
是奔着叶菲来的，因为叶菲最后也有孩子了，当妈
了，跟我生活中一样。”她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认真，
剧本、台词早早就装在脑子里了。她有时候会给
我两三套方案，我帮她拿主意。她拍戏克服了很
多困难，她还有小孩儿，真的是牺牲了很多。

记者：史小娜、叶菲和赵亚静三个女孩性格迥

异，尤其是赵亚静，很多人喜欢，但也引起不少争

议。通过这几个女性角色，您最想表达什么？

刘家成：亚静的出场，那种率真，那种率性，大
家肯定喜欢，但后来又觉得她有点儿复杂。这就
是社会的真实，生活是五颜六色的，人也是各种各
样的，如果都是单一地好，单一地纯真，那生活多
么单调，也不真实。亚静文化素质不高，她身上最
大的优点就是真实，敢爱敢恨，敢闯敢拼，想要提
升自己，就得付出很多。贯穿下来，我觉得她还是
挺讨人喜欢的。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避免一个“雷区”——这

是一男三女的情感故事，但不是一男三女的爱
情。杨树茂跟史小娜是初恋，但他们当时对爱情
还是懵懵懂懂的。他跟叶菲有种“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当他心中有了叶菲，就
再也容不下任何人，后来他与赵亚静、史小娜的感
情都化为了友情。这是对爱情的一种升华，大家
都希望对方永远幸福，永远好。我觉得人的观念
在变，文化素质、修养、社会阅历方方面面累积起
来，能形成这么一种释怀，也挺好的，不是那种分
手便是仇人，那太小气了。

营造怀旧的气息和质感

体验生活在于日积月累

记者：拍电视剧时如何展现那个年代的风貌？

刘家成：胡同里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房子，美术
上叫包浆，你看墙皮那种斑驳，漆皮的爆裂，都是
风吹日晒，时光的浸染。生活的气息渗透在里边
儿，有历史的冲刷和洗礼。通过一个报亭，一部公
用电话，大杂院里的私搭乱建，都反映出那个年代
的印记。虽然是搭的景，但家家户户冒着炊烟，电
视上播着春晚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有一
种生活的气息和质感。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以九道弯胡同为故事发

生地的？

刘家成：我们写这个故事，走了各种弯路。编
剧生活在距离九道弯不太远的地方，他就说，那条
胡同的名字很有寓意，因为胡同弯弯曲曲，但总有
一条路是通的，就像经过磨难后总会走向光明。
开拍前三四个月，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半路上突然
发现，北新桥那条同音的胡同事实上应是“九道
湾”。在剧情结尾处，我们进行了一处补全的剧情
设计——当杨树茂成长起来、带领整条胡同的人
走向更好的生活时，领导为他们送来一幅著名书
法家的书法，写着“情满九道湾”五个字。此时让
“湾”来寓意经过磕磕绊绊之后的人们终于迎来了
可以平稳停泊的港湾，也是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所以就点题了。

记者：您的作品里一直充满烟火气，在《情满

九道弯》里有哪些体现？

刘家成：说到烟火气，那就避免不了那些小细
节了。拍摄前，我给道具列了一张单子，我说你们
就按这个去准备——平板儿车拉着大白菜，冬天
卖的糖葫芦儿、烤白薯，心儿里美的萝卜，家里生
火的炉子、蜂窝儿煤……这都是老北京非常有特
点的东西。剧中给叶菲家安电话，电线工脚上套
着橡胶绝缘的脚扣儿，现在都没有了。
体验生活，不是接到一个剧再去体验，而是一

个人的日积月累。有些导演、演员，有了成功的作
品之后，成为精英了，跟观众渐渐越来越远。他们
在作品里表现的那种一掷千金，别墅、豪车，也没
错，可能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但我作为一

个描写平民史诗、创造平民题材的导演，
不能这样。所以到今天，我仍然生活在老百
姓最集中的东城区，我也有一张交通卡，现在换成了
手机软件，可以坐公交、坐地铁。我老婆去买菜，去
超市，只要我在北京，我一定跟她去。为什么？就是
为了观察生活细节，看那些摊贩，看那些买菜的大爷
大妈为什么会为了两头蒜跟人吵起来……观察得越
多越细致，到作品里便越能够信手拈来。

“情满”系列守住京味儿剧高地

还会继续写钟鼓楼和簋街

记者：您认为拍好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最重要的

是什么？

刘家成：我们一定要记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讲好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说起来简
单，做起来很难。实际上就重点突出这几个字：真实
再现，艺术加工，真情表达。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
能照搬生活，得有提纯和凝练，写实的过程中也要加
入适度的浪漫色彩，“情”是最关键的。

记者：您和编剧王之理老师合作多年，这次合作

是否有一些新的创意？之后还会推出哪些新作品？

刘家成：2014年，在《情满四合院》的拍摄末期，
我和王之理老师开玩笑说，之前有傻春，这回弄完傻
柱，下回咱可以再弄一傻茂，可以由北京的一个大院
写到一条胡同，将来再写一条街道，扩展开去——随
便聊起的话头儿，就这么继续聊落了地。2017年，
这部剧集的剧本初稿已经成型了，但因为档期等原
因，一直拖到2021年。优酷的人跟我说，很多观众
和网友以及业内的朋友都特别期待你继续创作京味
儿剧，你应该守住自己的高地，你是京味儿剧的一面
大旗，为什么要拱手让人？我开始思考，确实应该这
样做。我跟王之理老师是太好的哥们儿了，我们经
常一起讨论，作品怎么才能与众不同，与己不同？“情
满”系列是我想出来的，我说咱们既然有《情满四合
院》，大家喜欢，那九道弯，咱也改名儿，加上“情满”
两个字儿，叫《情满九道弯》。接下来我们要做北京
中轴线的故事，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叫《情满钟鼓
楼》。我们还有一个创意，《情满簋街》，写簋街的发
展变化。这些都会继续跟优酷合作。此外，我一直
想拍一个以京剧为背景题材的作品，里边儿也要有
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和历史故事。

导演刘家成是京味儿剧的代表

人物。他执导的电视剧大多以北京

为背景，《铁齿铜牙纪晓岚》《正阳门

下》《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

人》……他将一部部充满烟火气、流

淌着浓浓人情味儿的佳作呈现给观

众。他的作品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百

姓生活，厚重的历史背景、幽默诙谐

的语言台词、大气之中见细腻叙事

方式之下，老北京的魅力尽收眼底。

近日，刘家成执导、韩东君、热

依扎、陈瑶、萨日娜、种丹妮、毕彦君

等主演的新剧《情满九道弯》在央视

和优酷播出。这部电视剧的时代背

景与前作《情满四合院》有所重叠，

相隔多年，重拾这样一种以京味儿

文化为基底的年代剧，在刘家成看

来，新剧故事的深度和广度相比前

作都更强了。

刘家成把《情满九道弯》定位为

“北京胡同里的青春之歌”。故事以

北京的年轻人为主体，随着知青返

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社

会进程发展，人们向外探索、向内追

溯，以家乡与他乡为两个锚点，带来

的是对时代潮流与文化“侵入”胡

同、传统遭遇现代冲击的思考。其

中世事的复杂、多元，人情的纷纭、

多变，年轻人在求变与困惑中的成

长，是这部剧的新貌。刘家成说，他

的创作始终立足于城市历史和城市

化的进程，讲述进程之中的人和事，

其不变的主题，始终是城市和人的

关系。

对于讲述当代北京的故事，在

刘家成的设想中，视角将比老北京

的故事更加广阔：“北京不光是北京

人的北京，更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外

来的人如何在北京立足，北京人如

何接纳变化和外乡人，生活习惯、价

值观念的碰撞与交融，都是我想要

去展现的。”

刘家成认为，创作作品，尤其是

像他这样创作平民题材、描写平民

史诗的导演，绝不能脱离生活。“京

味儿的文化确实是宝藏，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从空间上来说，每一个

区域都有很新鲜的故事值得我们去

挖掘；从时间上来说，当你回首往

事，总会有不同的想法跟创新的欲

望。”对他来说，北京的“情满”系列

仍在进行中。

刘家成
1965年出生，北京人，

著名导演。主要电视剧作品
《铁齿铜牙纪晓岚》《正阳门
下》《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
小女人》《芝麻胡同》《情满

九道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