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 月 28 日， 北京仲夏艺术季在国家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北京）启动。 今年的艺术季推出十

余场独具特色的当代艺术展，还有合唱演出、艺

术放映、艺术工坊等一系列活动，为观众带来一

场夏日艺术盛宴。 图为市民在国家对外文化

贸易基地（北京）参观丝绸之路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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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星星点灯》出版

儿童文学《星星点灯》已由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知识出版社出版。

这部长篇儿童小说聚焦红军长征途中在遵

义期间的一段历史， 以儿童视角刻画了一群性

格各异的少年，展现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塑造了

以红军战士为代表的英雄形象， 讴歌了用生命

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月 3 日在京举办的 “赤水之畔的长征精

神与少年成长———周敏《星星点灯》作品研讨

会” 上，专家表示，《星星点灯》以小切口折射大

主题，既充满童真童趣，更彰显信仰和力量，是

当前儿童文学和主题出版的重要收获， 对青少

年读者具有教育和引导意义。

史竞男

“多彩贵州中国画作品展”

在贵州美术馆开幕

本报讯 6 月 2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贵

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多彩贵州中国画作

品展” 在贵州美术馆开幕。

据悉，展览从征集到截稿历时 7 个月，共收

到参评作品 3900 多件， 遴选出 191 件作品入

展。 展览作品以表达人民心声、满足人民文化需

求、彰显时代精神、讲述新时代贵州故事为创作

导向，积极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文化强省” 和

“多彩贵州旅游强省” 贡献力量。

据了解， 此次作品展在内容上有反映少数

民族生活的《瑶乡春早编织忙》《老枪》《白裤

瑶的年节》《芦笙欢歌》 等； 有大场景描绘村

寨风貌的 《多彩山乡》《爱此苕溪春晓村》

《醉美黔东南》等；有描摹山水风景的《晚风》

《沐春风》等；有绘出四时风物的《花间细雨》

《素花芳香》《风拂桐花香满城》《故园清音》

等。 这些中国画或浓墨重彩或淡雅清新，或底

蕴深厚保留传统或大胆试色创新卓越，或细致

入微或概念抽象，描绘了新时代下的多彩贵州

风貌。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18 日，市民

可前往贵州美术馆免费观展。

（实习生 刘雨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玉莲文集》研讨会

在贵阳举行

本报讯 近日，廖玉莲作品《玉莲文集》研

讨会在贵阳举行。

廖玉莲是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

作家协会会员，1996 年开始写作，作品 2013 年

入选《中国梦，我们的梦》———贵州“我的中国

梦” 主题征文获奖集；2021 年出版文学作品集

《玉莲文集》，该文集采用散文、诗歌、读后感、

小说等多种体例， 反映了作者对世事人情的感

悟和对沧桑历史的回望。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廖玉莲的创作虽然没

有写时代社会的大潮大浪， 但在平凡人的日常

生活与平凡事件的叙述中， 揭示社会的某些现

象，也从某些侧面映现了时代的缩影。

（万丽萍）

� � � � 近日，“邂逅中国” 来华留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在贵州举行。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主办， 来自 24 个国家的 40 名优秀来华留学

生齐聚一堂， 他们将实地探访世界级桥梁和相

关博物馆，走进贵州少数民族乡村，深入了解贵

州在交通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图

为留学生在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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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住 黔中梅香

———专访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冯冠博

� � � � 刚过去的 5 月，是花香四溢的季节。

5 月 21 日才摘得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的贵州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

原班表演人员， 又于 5 月 31 日以此剧在沪

参加了第 32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参评演出。

这是贵州京剧院副院长、 国家一级演员

冯冠博领衔主演《阳明悟道》获得第 31 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在全国的首场亮相。

精湛的高水平出演，在上海各界观众中赢得

盛誉。

“用京剧表达贵州故事，这是贵州文化

的一次成功输出。 ” 作为贵州京剧界第二位

梅花奖得主，冯冠博面向全国观众自豪地为

贵州文化代言。

“此心安处是吾乡” ，冯冠博作为引进

人才定居贵阳工作生活 17 年，常年活跃在

贵州京剧表演舞台上， 早已把贵州贵阳当

做了家。

回味 46 岁迎来“摘梅” 的高光时刻，

他特别感恩自己年届而立之年时选择扎

根贵州贵阳的京剧舞台。

■演绎圣人 传递真情

《阳明悟道》 中塑造的王阳明先生艺术形象，

很好地展现了主演冯冠博文武双全、技艺精湛的京

剧表演艺术水准。 选择《阳明悟道》参评梅花奖，

就是源于该剧唱、念、做、表、武十分全面，能够整

体展现冯冠博 30 多年来在京剧表演艺术中取得的

成就。

无论在广州“摘梅” ，还是赴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参评演出，主演此剧的冯冠博在每场表演

中都“圈粉” 无数。

著名影星林青霞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观看《阳

明悟道》之后评价：该剧刻画的阳明先生形象极为

深刻，深入人心，有灵气、有书卷气、有仙气。

冯冠博在接受专访时直言：遇上一台好剧，有幸

演绎圣人，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贵州京剧院创排新编历史京剧 《阳明悟道》，

是贵阳市重点打造的文旅融合艺术成果， 由国家

一级编剧陈泽恺担任编剧， 中国话剧协会副主席

钟海担任总导演，贵州京剧院院长侯丹梅担任艺术

总监。

为打造艺术精品冲击更高平台， 主创团队曾数

次前往修文龙场阳明先生悟道处实地采风学习，感

悟圣人心境。

不少观众表示， 这部哲理戏新编的唱词轻松

易懂，讲述哲学思想深入浅出，舞美策划及音乐也

十分精彩， 让人不知不觉在赏析京剧中受到思想

启迪。

《阳明悟道》自 2022 年 6 月 10 日首演以来，每

场演出都会在细节上不断调整和完善， 冯冠博也得

到许多新的思想收获。

导演钟海曾多年研究阳明心学，首次导演《阳

明悟道》，他住在贵阳用三个月时间细细打磨该剧。

在“摘梅” 表演之前，侯丹梅也从专业的角度对冯

冠博在此剧中的细节表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阳明悟道》中一些构思精妙、令人震撼的表演

场景， 都是导演和演员反复进行思想碰撞的呈现。

冯冠博说，为演绎好王阳明“顿悟” 的关键一刻，自

己和导演无数次切磋，在排练场、在家里，为一个动

作、 一个眼神的准确表达不断琢磨， 直至自己在表

演中找到全身直竖汗毛的震撼感。

“演员应该先被圣人的思想所震撼， 再通过真

情实感的表演向观众传递这种震撼。 演员知行合

一，才能以本真出演与观众产生共鸣。 ” 冯冠博说。

■创新传承 续写新篇

领衔主演《阳明悟道》，对于冯冠博的艺术人生

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不仅因此获得了梅花奖，更在

用心演绎圣人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阳明思想对于

自己的精神滋养。

今年 5 月 18 日晚，广州友谊剧院梅花奖终评舞

台上，当冯冠博完成在《阳明悟道》中的最后一个

亮相后，台下掌声雷鸣，喝彩不绝，他谢幕后一转

身，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

此时， 终评结果还没有出来，46 岁的他却已是

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对自己、对自己热爱的京剧

舞台有了一个交代。

台下的观众不知道的是，一周前，正当《阳明悟

道》表演剧组进入紧张的最后排练阶段时，冯冠博

的嗓子却突然失声。 大赛即将来临，如何克服眼前

的焦虑？

冯冠博想起了自己扮演王阳明时的念白———

“纵有圣人致此，更有何道？ ” 想起了阳明先生所说

“心外无物”“知行合一” ，他放下思想负担，一边

治疗嗓子，一边继续和剧组做好演出前的其他各项

准备。

16日，冯冠博的嗓音恢复如初。

18日，他走上梅花奖终评舞台，入戏后很快进入

最佳表演状态。 此时，他的心中，早已卸下参赛压

力，全力以赴只为演绎好圣人王阳明，再次享受舞

台表演带给演员的那份愉悦自在。

站在梅花奖颁奖台上， 冯冠博的获奖感言是：

“我愿与广大戏剧工作者携手并肩， 坚定文化自

信、坚持守正创新，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

相结合，讲好贵州故事，让多彩贵州文化焕发时代

光彩。 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不辜负时代赋予我的

历史使命。 ”

走下舞台接受记者采访时，冯冠博说 ：此次

获得梅花奖，贵州京剧院所有参演人员憋了一股

劲 ，都盼望着拿出完美的终评表演 。 所以，梅花

奖的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贵州京剧如今“梅” 开

二度 ， 这是贵州京剧院前往下一个征程的新起

点。 冯冠博说，贵州京剧院就像一个团结、包容的

大家庭，独具“一棵菜” 的“贵京精神” ———每个人

在其中都会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就像一棵

白菜， 从菜叶到菜心， 每一层都向着一个方向包

裹，非常齐心。

“贵州京剧院近年来引入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演

员，希望已经摘得的这两朵‘梅花’ ，能进一步激发

大家再次‘摘梅’ 的愿望。 贵州京剧院曾获得过很

多殊荣，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懈怠过，

我们还会继续向前走。 ” 冯冠博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嬿 舒锐 董容语

实习生 刘雨纯 / 文 贵州京剧院 / 图

� � � � � 冯冠博出生于被誉为 “中国戏

曲之乡” 河南省开封市一个京剧票友

之家，从小浸润于浓厚京剧文化氛围

中。 他 13 岁赴中国戏曲学院正式学

习京剧表演 ，2005 年参加 “第五届

CCTV 青年京剧演员大赛” 并获得大

赛荧屏奖。

参赛期间，29 岁的他以老生参演

京剧《击鼓骂曹》中的精彩表演，给担

任此次大赛评委的贵州京剧名家侯丹

梅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侯丹梅邀请，冯冠博在大赛后赴

贵阳参与排演京剧《巾帼红玉》，为日

后结缘贵州京剧埋下了伏笔。

贵州京剧院院长，著名关（肃霜）

派传人、1992 年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侯丹梅， 至今仍清晰记得冯冠博 17

年前作为高级人才被引入贵阳的过

程。

2006 年， 侯丹梅担任贵阳京剧团

（贵州京剧院改制前身）团长，求才若

渴的她，因排演京剧《布依女人》再次

邀请冯冠博来到贵州。 此次赴筑，冯冠

博被贵阳诚心引才的优惠政策和育才

环境吸引，决定留下来。 冯冠博在贵阳

入职后不仅享受了特殊人才住房待

遇，也顺利获评国家二级演员。

赴筑之前，国内也有名气大的京剧

院团向冯冠博抛出了橄榄枝， 但他最

终因为两次应邀赴筑时所感受到的浓

浓人情味决定扎根贵阳。

他难忘初来乍到时，因水土不服连

续 9 天输液高烧不退， 剧团负责人侯

丹梅每天守在病床前用冰块帮他物理

降温，给他安排营养餐，这让他深受感

动。 “在贵阳找到了家的感觉。 ” 冯冠

博说。

在冯冠博的记忆里，作为京剧界名

家的侯丹梅院长为人热情爽朗、 真诚

宽厚，对青年人才十分爱惜。 她会为每

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细心准备生活

用品，帮助他们找房子、买家具，逢年

过节安排团聚包饺子， 在单位食堂为

北方地区来的演员增加面食供应量，

缓解他们的思乡之苦。

17 年时光飞逝，如今，冯冠博不仅

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收获颇丰， 也在贵

阳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来的时候

提着个行李箱， 现在整个家都在这里

了。 ” 冯冠博说，如今自己家有小儿初

长成，妻子也在贵阳工作，贵阳已经是

自己实实在在的家了。

� � � � 冯冠博捧得梅花表演奖，这是贵州

京剧时隔 31 年“梅” 开二度。

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颁奖辞

评价冯冠博：“允文允武 ， 融合传统

京剧表演艺术和话剧体验式讲述方

式 ， 充分发挥京剧老生的声腔艺术

特色 ， 以多种板式唱腔表现人物在

情与理 、知与行中的思考变化，以吊

毛 、抢背 、甩发 、蹉步等技术动作表

现人物情感涌动， 成功塑造出鲜活丰

满的先哲形象。 ”

新编京剧《阳明悟道》讲述了明代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的故事， 在梅

花奖终评舞台上以当代视角诠释和弘

扬阳明精神， 不仅将贵州文化推介给

全国戏曲爱好者， 更展示了贵州京剧

院人才队伍的高水准。

“贵州贵阳为我提供了专心追求

艺术的表演舞台。 ” 冯冠博说得最多的

获奖感受就是“感谢” 。

29 岁， 是冯冠博京剧表演生涯的

分水岭。

此前， 冯冠博从中国戏曲学院

毕业踏入社会已有 8 年， 在全国戏

曲事业发展低谷期，他经历过“要

生存还是要追求 艺 术 ” 的 思想 迷

茫 ， 曾转行从事其他职业 ， 但从小

就喜欢京剧的他并未真正放弃过京

剧表演梦想 。

2005 年获得“第五届 CCTV 青年

京剧演员大赛” 荧屏奖后，国内同时有

几家京剧院团向冯冠博抛出橄榄枝。

最终， 他选择了当时名气并不大的贵

阳市京剧团。

时间证明，他选择了一片潜力巨大

的生长土壤。

在贵阳发展的 17 年间， 冯冠博亲

历了贵阳市持续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按照省、市政府提出“出人、出戏、出效

益” 的要求，推动贵州京剧院成为国内

高水准、 年轻化的专业京剧表演团体

之一的全过程。

改制后的贵州京剧院每年演出场

次多年位居全国专业京剧院团前列，

大量的演出任务， 让冯冠博不断积累

丰富的舞台经验， 若干次与京剧名家

同台演出， 也让他在变得更加优秀的

道路上前行。

17年来，他先后参与主演《布依女

人》《打金砖》《鱼玄机》《黔人李端

棻》《王阳明龙场悟道》《锦绣女儿》

等多部大戏， 先后获得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提名奖、“第六届 CCTV 全

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优秀表演

奖、贵州省首届戏剧类大赛一等奖、贵

州省“五个一工程” 奖、贵州省文艺奖

等多项荣誉；曾获贵州省“四个一批”

人才 、贵州省“德艺双馨 ” 文艺工作

者、贵州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并担任贵

州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贵阳市戏剧家

协会主席， 成为贵州京剧院领军人物

之一。

■扎根贵阳 温情满满

■黔中舞台 大有可为

《阳明悟道》中 ，冯冠博领衔主演王阳明。

� � � � 获得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后， 冯冠

博（左）与侯丹梅合影。

《阳明悟道》剧照。

冯冠博在做演出前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