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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戴月琴，让观众熟知的是她评剧演员的身

份，而她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她演的刘巧

儿、张五可、小翠、杨三姐等人物。从扮演小翠起，戴

月琴聪明伶俐、扮相清秀、心地善良、乐观向上的形

象就在不少观众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时过境迁，

50余年后，当有幸探访戴月琴时，发现她依然还是那

个不忘初心的从艺人。

    自 幼 喜 欢 评 剧

戴月琴195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满族艺术

之家，父亲戴剑秋是20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的电影

明星，母亲梁树勤是昔日出色的化妆师。3岁那年，戴

月琴随父母迁居北京。幼年的小月琴活泼俊俏，多才

多艺，对评剧艺术情有独钟。天生一副金嗓子，能歌善

舞，模仿力极强。她依稀记得，第一次接触评剧是在

她6岁那年，母亲用小车推着她和弟弟去看露天电影

《刘巧儿》，新凤霞表演的刘巧儿一下子就让她着了

迷。她让妈妈帮她梳成巧儿姐姐那样的辫子，手里拿

着小篮儿，学着唱“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街

坊邻居看了她的表演，都夸她唱得好，活脱脱的一个

小新凤霞。小月琴听了大家的夸奖，唱得更起劲了。她

在小学的一次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中这样写道：“长

大后，我要做新凤霞那样的好演员。”

                     不忘初心

 把艺术当作生命全部的评剧人—戴月琴

■文/吴京华

考入 评 剧 最 高 殿 堂

      拜 名 师 习 神 韵

1969年，戴月琴所在的二队从剧院搬到北昆办公，戴月

琴和老师同住一间宿舍，这为戴月琴提供了关心照顾老师和

向老师学习的机会。

1970年，戴月琴在“五七干校”时，和新凤霞老师分在一

个组。戴月琴时时刻刻保护、照顾新凤霞老师，为她扎针灸、

按摩。戴月琴在新凤霞老师一招一式的指点下，专心致志地学

唱着传统和现代剧目的精彩唱段，领悟着老师那与众不同的气

质神韵，感受着老师那举手投足表演程式的运用和对人物的

刻画。

1978年中国评剧院重新推出《刘巧儿》，剧院党委会决定

让戴月琴拜新凤霞老师学习新派艺术。而这一年，距离戴月琴

幼年时的评剧梦想已过去了22年。拜师会上，老师和她都非常

激动。由于戴月琴的气息有时控制不好，新凤霞老师便恳请沈湘

先生教戴月琴科学发声，并请花月仙先生教授戴月琴学习评剧传

统唱法。恩师的大度和情怀让戴月琴终生感恩铭记心底。

大咖大咖在丰台在丰台  
大咖大咖在丰台在丰台 评韵琴声 

评剧就是我生命

2015年统战部与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为戴月琴

拍摄了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京华人物》电影纪录片“评韵琴

声”—戴月琴艺术生涯五十周年。

2015年10月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北京丰台

区文联、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中国评剧院、唐山市文联承

办组织了戴月琴从艺教学五十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市文联

大楼会议室举办了《戴月琴艺术五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

园博园丰台区文联艺术交流展厅举办了戴月琴从艺五十周年

纪念书画展。

在中国评剧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大力支持下，在北

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剧场成功举办首场《师生演唱会》。

戴月琴91周岁的恩师、著名画家李滨声和著名书法家81周岁的

爱新觉罗啓骧也走上了舞台，与戴月琴及29名学生和再传弟子

同台演出。戴月琴3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剧场座无虚席。

这些年，戴月琴经常与学生们探讨人生哲理，如何演好戏，

如何对待同行，怎样战胜自我，怎样才能做到德艺双馨。要求她

们勤学苦练，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做演员一定要有真本领，有

了真本领才能做好人民的演员，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说。

从1964年至今，半个世纪了，回顾这53年走过的艺术人生

之路，戴月琴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她感谢剧院、北戏、丰台区文

联和各位领导、老师、同仁对她的无私支持、提携与帮助。

戴月琴说：“我的成长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他们的教诲使

我终生受益，让我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和演戏。我想把我知道

的每一个细节都传授给孩子们，尽心尽力，为评剧艺术的传承

踏踏实实地做点事。”“评剧就是我的生命，恩师们的言传身教

我一直铭记心底。”

       尽 心 尽 力
        传 承 评 剧 传 统 文化

2011年至今，戴月琴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任

教，为评剧的文化传承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她

的学生刚刚9岁就离开父母，到北戏来学习，戴月琴很

心疼这些从外地来到北京求学的孩子，总是为他们买

些水果、点心、营养品什么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那样打心眼儿里喜欢和呵护着他们。

曾受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沈湘教授的戴月琴非常

注重科学发声，她也将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融入到

教学中。即使是在吊嗓子的时候，戴月琴也跟学生强

调“进入人物状态”的重要性，她说：“你就是这个人

物，你现在就站在舞台上表演，形成习惯，把身段表

演和内心情绪带进平时的演唱中。”

几十年来，戴月琴坚持收徒授艺。戴月琴

说：“传承戏曲文化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通过QQ和微信视频给天津、沈阳、石家

庄、汉沽、宝坻等外地的学生授课。

教她们学习评剧演唱艺术，不但

要努力学习评剧艺术，还要勤

奋学习文化课，加强自

身修养。”

1964年戴月琴14岁，从女八中考入了中国评剧

院。中国评剧院是评剧最高殿堂，培养了一届届优秀

人才。她的班主任是评剧大师、教育家喜彩莲，京剧

名家徐廉和编剧导演舒克。授课老师有喜彩春、花

小仙、张润石、刘英斌、李艺芬、陶明法、徐荣明等专

家。戴月琴特别幸运，进剧院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爱戴的白玉霜先生，她教授戴月琴的第

一段唱腔是《苦菜花》。

戴月琴珍惜每一寸时光，拼命地勤学苦练，每天早

上5点准时起床，到阜成门护城河边喊嗓子。之后，回剧

院练早功。随后，才吃早点。日复一日，风雨无阻。

1965年戴月琴首次与新凤霞老师同台演出《阮

文追》，扮演剧中的阿蕾。由此，这个痴迷评剧的满族

少女，在繁花似锦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新凤霞老师

看见戴月琴场场在幕边认真地看戏，很喜欢她。演出

结束后，新凤霞老师和琴师徐文华先生给戴月琴吊嗓

子，说唱腔；她们几乎天天坐末班车回家或者剧院集

体宿舍。从那以后，“命运”就把她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了。戴月琴和二位恩师建立起了既是师生又是母女的

深厚感情。

丰
台
区
戏
剧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戴
月
琴

戴 月琴，历任中国评剧院

院长助理、中国评剧院二团团

长、青年团团长 兼书记，北京

市第九 届、第十届 政 协 委员, 

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

国戏曲表演学会理事、丰台区

文联副主席、丰台区戏剧家协

会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