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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跳水救起落水者，一辈子就爱给人帮忙

没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文 高林有 高炜

眼前这位七旬老人叫孙广钰，家

住河西区珠海里，曾一个猛子扎进津

河救起落水者，入选“津城百姓英雄”

“津城见义勇为十大勇士”。街坊邻

居都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性子直、心

肠热，最爱助人为乐，是“没穿红马甲

的志愿者”，是我们身边的活雷锋。

年轻时就爱帮助他人

工作认真善于动脑子

孙广钰回忆当年，中学毕业分配
到物资回收公司熔炼厂当货车司
机。熔炼厂生产的硫酸锌由化工站
包销，有一次孙广钰拉了一车货，运
往位于西站的化工站仓库。车刚到
仓库门口，驱动轴突然折断，歪倒在
路边，幸好没翻车。那是一辆老式进
口卡车，全市少见，可谓厂里的宝贝
疙瘩。因为长年累月满载货物在路
上跑，车辆零件磨损比较严重，之前
就有一次坏在半路，车轮飞出去了一
个，万幸的是没伤到人。
车坏在仓库门口，先得把货卸下

来。硫酸锌用蛇皮袋包装，是结晶颗
粒状，像砂糖，一包50公斤。仓库的
装卸工赶来卸车，孙广钰也跟着卸

货，一点儿不含糊。装卸工都给他挑
大拇哥，称赞他有力气。
在过去，装卸工属于重体力劳

动，体格稍微弱点儿的都干不了这个
活。孙广钰力气大的消息传到厂里，
人们不信。锅炉房的水需要软化，要
加盐、加碱面，正好有刚运来的大盐
和碱面卸了车，往小仓库里搬。大盐
一袋100公斤，碱面一袋85公斤，众目
睽睽之下，孙广钰扛起一袋大盐就
走，简直健步如飞。工友们看得目瞪
口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力神”。
当货车司机本来只负责开车，但孙广
钰经常帮着装卸工搬搬扛扛，绝不会
袖手旁观。
维修组有个师傅姓冯，早年在日

本人开的汽车行当学徒，后来在发电
厂专门修汽车，退休后被返聘到熔炼
厂，手艺好，经验丰富，比工程师还厉
害。卡车驱动轴折断的难题让冯师
傅伤透脑筋，思来想去，他认为是法
兰盘螺丝松动导致的，只好采取了一
个笨办法——隔几天就钻到车底下，
用扳手把法兰盘的十几个螺丝挨个
儿拧紧固定。
孙广钰当时上职工夜大，去图书

馆翻书籍，查找问题的根源。他琢
磨，法兰盘的螺丝每次都拧得很紧，
正常情况下不会松动，肯定是外力撞

击所致。他把车轮、轴承、轮毂、法兰
盘等配件都卸下来，一个一个用卡尺
量，终于找到了“病根儿”——因为长
时间磨损，轮毂里面与轴承相连接的
硬套出现缝隙，行车时硬套来回撞
击，法兰盘螺丝自然也就松动了。
这个硬套长约20厘米、直径约10

厘米，孙广钰把磨损的部分焊接加长
了2厘米，又用车床按照原尺寸整理
打磨，装好之后，卡车再没发生断轴
问题。自此之后，其他司机的车辆每
年都去外面的修理厂大修，孙广钰的
车都是自己拆卸，自己大修，没出过
任何大问题。

常给市场的小贩、店主帮忙

却从不占人家一丁点儿便宜

1986年，熔炼厂更名为稀有金属
提炼厂，隶属南开区物资回收公司，
孙广钰当过业务员、代理厂长。那时
候他住在位于南开区安全道的单位
宿舍熔安楼，1997年冬天搬到现在的
珠海里。退休后，孩子也大了，他想
发挥余热，多帮帮身边的人。
附近恩德西里临街一楼住着一

位姓赵的居民，妻子去世，他带着两
个儿子过日子，生活不易。赵师傅自
己给孩子理发，手艺还不错，孙广钰

给他出主意：“你家的房子临街，为什
么不开一家理发店呢？”赵师傅心里一
亮，说要不试试看！孙广钰陪他去置
办了专业的理发用具，又从朋友家借
来一把闲置的理发椅。赵师傅办理了
营业执照，小理发店就这么开张了。
赵师傅理发认真，但是发型单

一。热心的孙广钰从网上下载了各种
发型的图片，供他参考。赵师傅人勤
手巧，又有基础，逐渐开了窍，剃头刮
脸，板寸分头，什么样的发型都能理。
如今这家小理发店顾客盈门，赵师傅
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珠海里小区离津河不远，河两岸

有门面房小商铺，路边是早市场，许多
小贩在这临时摆摊儿卖菜。街上的
小贩、店主大多与孙广钰相熟，他常来
帮忙，却从不占人家一丁点儿便宜。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我就爱给
人帮忙，图个心里高兴。”
丁家桥旁边新来了一个卖鱼的安

徽老乡，人生地不熟，孙广钰帮他卖
鱼，分文不收，一来二去，俩人成了朋
友。老乡姓张，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已经结婚了，二儿子还在上大学，他
自己离乡背井来到天津，在西青区租
下10亩鱼塘，养鱼卖鱼。有时候鱼没
卖完，老张得赶回鱼塘干活，孙广钰
见他犯愁，就说：“你开车回去吧，剩
下的鱼我替你卖，回头把鱼钱给你转
过去。”老张把鱼留下，孙广钰就骑着
自行车，驮着鱼在小区里边转边卖。
老张扩大经营，又租下一个鱼塘，

打算养虾，但钱不够，吞吞吐吐地向
孙广钰求助，想借两万块钱。孙广钰
马上给他转了过去，连借条都没要。
到年底，老张还了借款，可没过多久，
他老家有事，急用钱。孙广钰听说
后，又把两万块钱转给了他。

下河救起落水者

心肺复苏按压挽救性命

2022年 10月 12日中午，孙广钰来
到津河边丁家桥附近，给摆摊儿卖菜的
霍海燕帮忙。下午4点半左右，突然听
到不远处传来阵阵呼喊：“有人落水了，
快来救人啊！”他三步两步跑过去，只见
津河水面上漂着一个脸朝下的男子，可
能是刚刚落水，眼瞅着往下沉，水面上
浮起一串串水泡儿。孙广钰毫不犹豫
脱了衣服，越过河岸的水泥矮坝，顺着
斜坡下水，游到那人落水的地方，潜入
河底。没过太久，河心泛起水花，孙广
钰的头部浮出水面，左手拨水，右手拽
着落水者，向河岸游来。围观人群爆发
出激动的掌声、欢呼声。孙广钰连冻带
累，体力消耗很大，喘着粗气，心跳加
速。这时霍海燕跑过来，拿着一根木棍
助力，一个快递小哥也来帮忙，大家合
力将落水者救到岸上。
落水者脸色青紫，双眼紧闭，已经

没有呼吸了。孙广钰争分夺秒，俯身清
理落水者的呼吸道，为他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大约5分钟后，落水者深深地呼
了一口气，眉头微微动了一下，眼睛睁
开了一道缝。人们欢呼：“醒了，醒了！”
冻得浑身发抖的孙广钰也松了一口
气。但抢救不能停，又经过将近10分钟
的人工心肺复苏按压，落水者终于恢复
了自主呼吸，神志慢慢清醒。精疲力竭
的孙广钰如释重负，瘫坐在岸边。此
时，接到报警的公安民警和急救车也赶
到现场，迅速将落水者送往医院。
孙广钰赢得了在场群众的齐声赞

扬，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
颁发奖状，给予奖励。落水者和他的家
人多次打来电话，想要登门道谢，都被

孙广钰婉言谢绝。
孙广钰并不是医护人员，为什么会

心肺复苏按压术？他回忆起来，不由得
叹了口气：“经历就是资历，是因为我父
亲。”前些年，孙广钰83岁的老父亲去卫
生间不慎摔了腿，孙广钰和妹妹将父亲
送往医院。经检查并无大碍，兄妹俩带
父亲回家。上车后没开多远，父亲突然
大口喘着粗气，接着没了呼吸。送回医
院抢救，人还是没能救过来。孙广钰懊
悔不已，如果在车里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也许父亲还能活下来！从此，他翻
书本、看视频，自学心肺复苏抢救术，以
备急用，没想到这回真用上了！
见义勇为，对孙广钰来说是一种本

能。他的儿子孙金铂在西安一所大学的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从事医学科研工作。
通过微信，他给我讲了孙广钰的一件小
事。有一次，爷俩儿骑自行车去和平区
新华路办事，途中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
有人大声吼叫。爷俩儿停下一看，是两
个骑自行车的人发生碰撞，车没坏，人也
没受伤。其中一人穿戴整齐，气势汹汹，
言辞刻薄，说对方是“侉子”；另一人一看
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吓坏了，不知说什么
好。孙广钰对那个穿戴整齐的人说：“有
事说事，不要欺负人，如果你出门在外，
人家也这样对待你，你是什么心情？再
说，芝麻大的事儿，互相谦让一下就过去
了，你这样做不是给咱天津人丢脸吗？”
围观众人听孙广钰说得在理，也跟着劝：
“谁也没伤着谁，你还想讹人家一头子？”
那人一看大家都不帮自己，把头一低，没
趣儿地走了。
孙广钰就是这么一位热心助人的好

人，又是一个临危不惧、敢于打抱不平的
男子汉。他说：“和谐社会，大家要一起
努力，爱的阳光洒到别人身上，自己也会
觉得温暖。”

身边好人

王艳自述

梅葆玖先生引导我
理解梅派，感悟梅派

不久前，王艳领衔主演的全本《昭君出塞》

在津湾大剧院亮相。这是她的代表剧目之一，

由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荣环先生亲

授。从艺三十余年，王艳的扮相、嗓音、身段、

表情、武功水准和演唱技巧均可称当今京剧演

员中的佼佼者，各地戏迷亲切地称她为“艳

尊”。面对赞誉，她始终不忘初心：“天津传统

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影响我一生选择和追求的

根源。京剧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看世界的眼

睛。从戏曲中体会现实生活，在舞台上感悟人

生哲理，于掌声和喝彩中获得幸福，这是我一

生的幸运。我会努力坚持传承京剧艺术，为京

剧艺术的未来尽一份力。”

天赋并非最出色

以勤补拙拜名师

因为父母都是戏迷，受家庭影响，王艳也
喜欢上了京剧。“和许多小女孩一样，最初吸引
我的是旦角华美的扮相，还有绚丽多彩的舞
台。”11岁那年，她考入天津艺术学校学京剧。
她的开蒙老师孟宪瑢时常教导她，作为演员，
在舞台上一定要有自信。可这自信从哪儿来
呢？那就是要不断地积累、刻苦地练习。
其实王艳的天赋条件并不是最出色的，她

身材娇小，练武功比较吃力，一开始老师并没
把她当成重点培养对象。但她心里有一股不
服输的劲儿，老师在课堂上教什么，她就认认
真真地学什么，从不挑三拣四。下了课，一个
人在练功房接着练私功，以勤补拙，而且爱动
脑子，琢磨老师所教的要领。学校渐渐发现了
这棵好苗子，请来尚小云先生的得意弟子、京
剧名家杨荣环先生指导王艳和另一位条件很
好的旦角学生李国静。“那时杨老师患脑血栓，
身体刚刚恢复，在暑天里教我们《乾坤福寿镜》
《霸王别姬》两出戏。从台步、身段到发声方
法，对我们重新规范；我们年纪小，对人物不理
解，老师便结合人物的一招一式解剖每个表演
动作，手把手地教。”
《乾坤福寿镜》中“失子惊疯”一段是这出

戏的“核儿”，难度较大。剧中人物胡氏本是个
善良稳重的贵妇人，当她被人陷害又丢失幼子
时，精神受到巨大打击。这时的表演，要清楚
地表现出人物“急、惊、呆、怕、疯”的变化层
次。想演好这出戏，首先要理解胡氏疯癫前后
的内心变化，其次要掌握水袖、三起三落、屁股
坐子等高难技巧，缺一不可。王艳吃尽了苦
头，费尽了心思，在老师的教导下，完完全全入
了戏，更领悟到“技巧不能脱离人物，否则就成
了卖弄”的道理。
1992年，全国首届少儿京剧邀请赛在北京

举办，16岁的王艳以“失子惊疯”参赛，唱念做
“舞”应有尽有，再加上嗓音清脆，表演有灵性，
一举拿下专业组一等奖。担任评委的厉慧良
先生对她赞不绝口：“真是个小人精，再给她摆
弄几年，将来在戏台上准是个大角儿！”两年
后，王艳又以这出戏赴日本参加交流演出。
在天津艺校求学六年，王艳先后得到孟宪

瑢、袁文君、田玉珠、张芝兰等多位老师的传
授，学演了《玉堂春》《四郎探母》《宇宙锋》《红
线盗盒》《穆桂英挂帅》《战金山》等戏。尚小云
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孙荣惠老师对王艳也是格

外喜爱，把《银屏公主》《大登殿》等剧目传授
给她。老师们为王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
她慢慢懂得了什么是戏曲表演。
1995年毕业后，王艳留在学校的青年演

员进修班继续深造三年。1997年，她正式拜
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为师。刘秀荣师从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通天教主”王瑶卿，
兼学梅、尚，跨行当演出青衣、花衫、刀马、花
旦剧目，唱、念、做、打皆精。刘老师传艺毫
无保留，将《白蛇传》《穆桂英大战洪州》《百
花公主》《红鬃烈马》等看家戏倾囊相授。
有一段时间，刘秀荣老师就住在天津艺

校，向王艳传授《白蛇传》，掰开揉碎地讲白
素贞这个人物，为王艳确定了演这出戏要唱
情、演情的基调。排戏过程中，刘老师把“断
桥”“盗草”等每一场的表演程式分解开，逐
一做示范。为了帮助王艳学好这出戏，天
津剧协和天津艺术学校邀请京剧名家
为她的表演进行“艺术会诊”。首次
演出时，王艳从“游湖”演至“断
桥”，她的扮相俊美、灵秀，表演
规矩、大方，继承了老师的精髓，
较好地展示出文武兼备、刚柔
相济的表演风范。
后来，刘秀荣与她的丈夫张

春孝两位老师又帮王艳辅导，重
新排练《白蛇传》，增加了“合钵”
“倒塔”两出戏，完善了整出剧目，也
加快了节奏。王艳难忘演出时的场景：
“两位老师为我把场，我仿佛吃了定心丸。”

1999年，天津京剧院筹建实验团，请来京剧
表演艺术家杨秋玲指导王艳排演《杨门女将》。
王艳的扮相端庄秀丽，嗓音清亮圆润，表演细腻
传神。作为建团献礼剧目，这出戏一炮打响。

出演新编古装京剧《妈祖》

向李维康老师学《谢瑶环》

艺术的积累永无止境，前辈们留下太多的艺
术瑰宝，等着后人去传承、发展。王艳说自己最
大的幸运，就是在艺术上没走弯路，因为一路都
能遇到好老师。“刘秀荣老师教我领悟王（瑶卿）
派的艺术风格，那就是中正浑厚、戏路宽广，给予
了我强大的精神力量。”
刘秀荣老师为王艳整理教授了《棋盘山》，并

添头续尾，扩展成大戏。此戏在电视台播出后颇
受赞誉。刘老师还教授了王艳《王宝钏》《游龙戏
凤》等多个剧目，这些剧目多数技艺繁难，格外吃
功，也造就了王艳允文允武的戏路，“文以唱念达
意，武以刀枪传情”，促使她不断完善，融入创作，
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北京参加青研班、流派班，王艳更广泛地

拓宽师缘，向梅葆玖先生、姜凤山先生、王志怡老
师学了《贵妃醉酒》《三娘教子》等剧目，获得梅派
艺术的嫡传。她逐渐领悟到戏曲艺术所代表的
中国文化美学的深厚内涵。“前辈们留下的东西
太珍贵了，只有将经典不断地传承下去，才不辜
负老师们的精心培养。”王艳说。
2004年，天津京剧院实验团排演新编古装京

剧《妈祖》，王艳扮演主角林默娘。她演得游刃有
余，以青衣应工，借鉴了花衫、花旦、刀马旦等多
种行当的表演程式，成功塑造了这位扶危济困、

施爱向善的古代女性形象。
向李维康老师学《谢瑶环》，对王艳来说更是

一次不寻常的提升。“李老师整理该剧时，我亲历
了她几易其稿的过程，从中揣摩李老师的思维、
方法。李老师把握剧本、把握人物行动与感情、
设计表演程式以及科学的唱法都让我受益匪
浅。”张关正老师担任《谢瑶环》的导演，在一年多
的整理、排练中，王艳在二位老师的引领下不断
修炼。通过这出戏，她突破了小生、旦角发音位
置自由切换这一难关，实现了由“完成好自己”到
“全角色剖析”的艺术升华，通过塑造舞台形象，
实现了传统戏曲美学的当代转化。2011年，中国
戏剧梅花奖评奖，王艳连演两场《谢瑶环》，摘得
榜首殊荣，绽放了艺术青春的高光时刻。
成功反而让王艳愈发清醒，时刻自省，主动

承担了更多传承京剧艺术的责任。她多次走出
天津——应国家京剧院邀请，在京剧藏戏《文成
公主》中扮演文成公主；在央视空中剧院播出的
新编京剧《护国大将军》中扮演小凤仙，在《野猪
林》中扮演林娘子；参加了京剧史诗《赤壁》、视觉
京剧《新白蛇传》等探索剧目的演出；参加录制了
京剧电影工程《乾坤福寿镜》、中国京剧像音像
《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三娘教子》《西施》《白
蛇传》、全部《王宝钏》等剧目。

准确表达人物

引导观众审美

王艳自小就学《乾坤福寿镜》，经过长期舞台
实践，已成为她的常演剧目。当年，京剧大师尚
小云跟王瑶卿学了这出戏，杨荣环学自尚小云，
整理改编后又传授给王艳。学戏的过程中，王艳
被前辈大师们的精神深深感染：“早年杨荣环在

科班学戏，得到尚小云先生的无私指点。上
台演戏，有时尚先生演胡氏，杨先生演胡氏的
丫鬟寿春，有时两个人角色对调。尚先生完
全没因为杨先生是学生后辈，就不愿意给他
配戏。而当初杨荣环赴上海拜梅兰芳为师，
梅兰芳对新弟子关爱有加，在生活上体贴入
微，晚上亲自到他住的客房照看，喷洒驱虫
剂，对此杨荣环始终感念不已。前辈京剧大
师的气度令人肃然起敬，虽有门派之分，但各
派互取所长不存芥蒂，方才使京剧达到了国
粹的高度。”
2015年年初，《乾坤福寿镜》在“京剧经

典传统大戏电影工程”支持下拍摄成京剧电
影。录制时，王艳将两片水袖舞得上下翻飞，
跑蹲身、圆场等动作早已炉火纯青。在她的
表演下，胡氏这个人物由喜到急、由急到惊、
由惊到疯层层递进，在痛苦煎熬中内心的飘
忽、纷乱都被她外化为眼神、表情和形体动
作，疯癫而又不失艺术之美，令人击掌叫绝。
《昭君出塞》由杨荣环改编自尚（小云）派

名作《汉明妃》。王艳为杨荣环老师的《昭君
出塞》配像，举手投足模仿得惟妙惟肖。“冷
宫”一场的琵琶曲也由她本人当场弹奏，其娴
熟技法颇有当年杨荣环老师弹奏琵琶的神
韵；在“出塞”一折中载歌载舞，传递出王昭君
请命出塞和亲，感恩报国之心。王艳说：“王
昭君上马后前往和藩的路上，杨老师根据当
时环境的感觉、沙漠的气候等设计了舞蹈动
作，这是老师合情合理的创新。我演出时，在

舞蹈中加入回首望家乡等动作，表现王昭君内心
的情感，这是我发自内心对这出戏、这个人物的体
会、感悟。”
2007年，王艳随姜凤山先生、梅葆玖老师学

《洛神》，开始更加深入地钻研梅派艺术。2015
年，她随梅葆玖老师学演《西施》，后由舒健老师指
导，这出戏参加了中国京剧像音像的录制。通过
舞台实践，她更深刻地领悟到：梅派唱腔的收音特
点就是如“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不要过度雕琢
落音，要时刻体现“中正、平和、自然、舒服”的梅派
气质。梅葆玖先生对她讲：“青衣要把握谈吐气
质，艺术实践不仅要有‘术’，更要有‘束’，要体会
如何准确表达人物，从而实现对观众的审美引
导。”这也是王艳给自己设置的长期思考和修正的
方向。
2019年1月，应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和澳区

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的邀请，担任政协天津市第
十四届委员会委员的王艳随市政协代表团赴香
港、澳门调研。活动中，她提起自己曾演出京剧
《妈祖》，引起深受妈祖文化影响的港澳委员的共
鸣。她应邀唱起那段著名的京剧唱段《光辉照儿
永向前》，更赢得了满堂喝彩。
观众的掌声是对艺术、对演员最大的爱戴，王

艳也始终以同样的热情回馈观众，每一场演出都
全力以赴。“有些戏会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让我
们这些人感觉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担任天津京
剧院实验团团长以来，王艳常年带团演出，培养新
生力量，也经常以视频方式为本团演员和各地的
戏曲演员排练、说戏。她时常告诫青年演员：“必
须注重京剧的本体——手眼身法步和唱念做打，
只有自身的艺术过硬，观众才能看懂人物情感，才
会记住故事。唯有舞台上每个人忘我地去努力，
一部戏才称得上功德圆满。”

2007年，因名票钱江先生引荐，
我有幸认识了梅葆玖老师与姜凤山先
生，向两位先生学梅派名剧《洛神》。
梅葆玖老师社会活动很多，多亏范梅
强大哥帮忙，替我提前预约，带我到梅
老师家里学戏。初到梅家，感动于梅
老师能抽出休息时间指点我，而更多
的是紧张和激动。梅老师非常认真地
从每个字、每个唱腔上，逐字逐句地为
我纠正，还给我讲了梅兰芳大师、齐如
山先生等创作《洛神》的过程，以及他
学这出戏时的一些趣事。我觉得梅老
师不仅仅是在给我讲一个个故事，更
是通过这些故事教我做人、学戏的道
理，引导我去理解梅派，感悟梅派。
2007年，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

出了全部的《洛神》。钱江先生亲自操
办演出并饰演曹植，乐队采用梅老师
的原班乐队，姜凤山先生亲自操琴，甚
至连道具、服装，都是当年梅大师用过
的。我无比兴奋，也格外紧张，甚至诚
惶诚恐。梅老师亲自在侧幕把场，每
场间歇都会提醒我注意动作要领，细
致到拂尘拿到什么高度才能躲避头面
并保持动作的合理与优美。演出近一
个半小时，古稀之年的梅老师就一直
站在侧幕看完，对我来说，那种在舞台
上有老师保护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与
伦比。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梅老师做
人的风范，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通过《洛神》的学习和演出，我对

梅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梅派的表演
风格中正平和，可能没有更多华丽的
花腔，但要把最平凡的东西演绎得最
不平凡，所以掌握好梅派艺术并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梅老师在细心给我传
授的同时也教导我，学梅派要慢慢来，
要一出戏一出戏地学。
在梅派研习班学《西施》一剧时，

梅老师亲自来排练场为我们示范。上
课的时间正值盛夏，他依旧一身西装，
一如他一贯给人的印象——穿着得
体，和蔼可亲。梅老师对待艺术严肃
认真，但言谈举止却幽默诙谐，跟梅老
师上课很轻松。
我在天津首次演出全部《西施》，

时值隆冬，梅老师患了重感冒，没能亲
自到场。演出前我跟老师通电话，他
说等天气暖和了，一定要看一次我演
的这出戏，又在电话里把每一场唱念，
乃至乐队、灯光、舞美要注意的地方都
叮嘱了一遍。老师希望这出戏能成为
我的保留剧目，让我一定要反复地演
出，这样才能真正地理解、领悟。
2016年4月25日，梅葆玖老师逝

世。悲痛之余，回忆起向梅老师求教
的点点滴滴，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
静。当梅派艺术研习班在北京长安大
戏院汇报演出《西施》时，梅老师不能
来了……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但我
会竭尽全力把老师教授给我的东西传
承下去。我觉得，舞台侧幕边上永远
有老师的身影，他永远一身西装，永远
笑容满面，和蔼可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艳
天津京剧院实验团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工青衣、
花衫。曾获第25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CCTV全国青年京剧
演员电视大赛金奖、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

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