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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行政管理岗位多年，
曾小敏从未荒废业务。毫无
疑问，曾小敏是当今粤剧界
新一代领军人才，她兼擅闺
门旦、刀马旦、花旦等行
当，文武兼长。她从艺多
年，创作积累了《青春作
伴》《梦·红船》《白蛇传·

情》《谯国夫人》《红头巾》
等一批广受好评的剧目。
戏剧界也认可曾小敏的

业务能力。有专家笑称她是
“拿奖专业户”：2017 年，获得第
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19年，获

得第16届文华表演奖……她不仅拿
表演奖，还跨界拿电影奖。像刚刚登

上央视春晚的新编粤剧《白蛇传·情》，
还被拍成国内首部 4K全景声粤剧电影，

获得了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类型之窗·
最受欢迎影片奖、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戏曲片提名奖。

《白蛇传·情》是曾小敏的代表
作，先后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走进
剧场。在曾小敏看来，这部片有闺
门旦、刀马旦、青衣几个行当的综合
体现，而且情节跌宕起伏，能展示演
员唱念做打全面的技能。曾小敏透
露，电影计划于今年端午节期间在
全国上映。

曾小敏坦言，自己一路走来，
一直在进步，且直到现在仍有上
升空间：“行政工作占据我很多
时间，但也是我的人生积累。我
的观念、眼界、定位不一样了，对
艺术的审美判断大有益处。”如
今，曾小敏依然坚持练功，抽不
开身去排练场时，她就回家练，
在 跑 步 机 上 练 台 步 、气 息 、演
唱。曾小敏表示：“我现在在专
业上是黄金时期，更要以高标准
要求自己，稳扎稳打把粤剧传承
好、推广好。”

跨界推广让粤剧“出圈”

业务至今仍有上升空间

打造艺术精品
推动粤剧出圈

从龙套演员，到广东
粤剧院院长，曾小敏的职
场进阶路经历了三个阶
段。

1997 年，曾小敏从粤
剧学校毕业，分配到广东
粤剧院。作为“尖子生”，

她的舞台首秀就站主
角位，与丁凡合作大
戏《寒江关》。曾小
敏回忆道：“这是我
出道的第一部戏，也
是让我‘摔跤’的一

部戏。忘词、掉挂件……
所有不该犯的错，我都犯
了！”

演出失败给曾小敏带来了
打击，也激发了她的能量。“从

‘高处’摔下后，我重新开始打基
础，跑龙套、当配角……平时一
有空，我就在舞台旁看前辈演
戏，钻研表演方法。”几年过去，
曾小敏的艺术水平不断提升，逐
渐被业界肯定的她也慢慢重拾
信心。

2005 年，广东粤剧院筹备成

立广东粤剧青年团，公开竞聘管
理岗。最后，曾小敏当选该团副
团长，主管艺术生产和市场推广
工作，这也是她演艺、行政“双肩
挑”的开始。

几年后，她带领这帮年轻人，
在文武戏领域打开新天地：“我们
打磨文本，根据演员特点排戏，用
扎实的基本功、青春的整体形象
不断开拓市场。我们团曾拿到过
全行最多的演出场次，也成为历
届青年演艺大赛中获奖最多的团
体。”

在这期间，曾小敏也积累了
管理经验：“我感觉到团队凝聚力
非常重要，大家的心在一起，劲往
一处使，才能发挥更大的战斗
力。”她先后做了3年副团长、5年
院长助理、5年副院长。

2019 年，曾小敏成为广东粤
剧院史上首位女院长。她感慨
道：“当年和我在青年团打拼的同
事，都成了剧院的骨干。剧院也
来了很多 90 后、00 后的新人，整
体年龄结构呈年轻化，但我们依
然有极强的凝聚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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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文化
培养传播使者

林如鹏，出生于1968年
10月，现任暨南大学党委书
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0年7月自暨南大学
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
新闻传播学、教育一线奋斗
30多年，专注于新闻业务与
媒介经营管理方向的研究。
在校主要讲授《新闻事业经营

管理》《新闻采编与新闻政策》等课程，推
动暨南大学承担众多与中华文化港澳台
及海外传承传播密切相关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

2021年，暨南大学即将迎来 115岁生日，
继续朝着建设成为“更卓越、更国际化、更美
好”高校的目标稳步迈进。负责指挥建设的，
是在教育一线奋斗了30多年的暨南大学党委
书记林如鹏。他表示，将始终投身于文化传播
工作中，秉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
带领学校将中华文化传播至五湖四海。

“我这一生的工作都与‘传
播’密不可分。”林如鹏告诉记
者，他曾梦想当记者，尽管走上
了三尺讲台，但依旧在新闻传播
领域深耕发展。1986 年，林如鹏
进入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
暨南大学（以下简称“暨大”），就
读新闻学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
留校任教。

“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
觉。”在校任职期间，林如鹏曾多
次收到来自媒体的工作邀约，

“也不是没心动过，但我无法割
舍教学研究工作”。

30 年来，即便新闻研究热
点层出不穷，但他始终专注于
新闻业务与媒介经营管理方向
的研究。“我们应该有定力在一
个领域里长期待下去，潜心问
道、关注社会，始终保持思想上
的敏锐。”

在广东做新闻业务研究，自
然绕不开羊晚。“我与《羊城晚报》
结缘已有 30 多年了。”林如鹏介
绍，他本科时期就先后两次在《羊
城晚报》实习，家里长期订阅羊
晚，弟弟后来也到羊晚工作。

“我曾经承担过羊晚的横向

课题，对其灿烂辉煌的专刊
专版的特色化、深度化经营
情况展开研究。”林如鹏说，

“我的博士论文也对羊晚在
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营、集
团化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
解和研究。”

据统计，林如鹏已在《新
闻与传播研究》等权威及核
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80多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广东省打造“理论粤军”
重点课题、广州市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及一批
横向课题。

“暨大学子是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的火种。”林如鹏在
校开设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
《新闻采编与新闻政策》《新闻业
务研究》等课程，其中《新闻事业
经营管理》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
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参编的教材《新闻事业经营管理》
获评国家级规划教材。他还荣获
全国模范教师、国务院侨办所属
学校优秀教师、广东省南粤优秀
教师、广东省第八届“金钟奖”等
称号。

2020 年 3 月，暨大中华民族
凝聚力研究院入选中央统战部、
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设立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基地”；12月 5日，中华文化港澳
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
在暨大举行了建设推进会和中华
文化传承传播高端论坛；12月 11
日，暨大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
馆正式开馆。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
托，努力擦亮暨大金字招牌，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
海。”林如鹏一早便与“侨”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的母亲是马来西亚
归侨，他所在的暨大因侨而建、因
侨而兴、因侨而壮。

林如鹏表示，暨大始终坚持
“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培养
了一批批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华
文化传播使者。如今，近 40 万
名暨南人，分布于 17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如何带领学校充分发挥学科
优势，做好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
基地作用？林如鹏表示，学校将
强化“五华”品牌学科建设，即华
文教育、华文媒体、华商经济、华
侨华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同
时，推动形成全校统一规划、共同

参与的“暨南精神”传承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工作新格
局，精心打造国际文化聚暨南、中
国文化节、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展演、中华才艺大赛、中华
文化大讲堂等文化育人品牌，营
造多元共融的大学文化。

2012 年，暨大联合多家单位
成立华侨华人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林如鹏兼任该中心主任。该
中心承担了与中华文化港澳台
及海外传承传播密切相关的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2 项、重
点项目 21 项，其中包括“百年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等重大项目。
《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宗教艺
术论》等高水平著作近年来相继
被译成英文，由美国知名出版
社重点推出。

林如鹏表示，“谋篇布局
‘十四五’，暨大将立足‘宏
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
旨，以‘中华文化播八方’
为己任，坚持文化自信
和传承创新，将底蕴深
厚的暨南文化与优秀传
统思想、前沿时代精神相
结合，建立集传承、创新、传
播、育人等多位一体的文化
枢纽。”

期待与羊晚
共同培养新闻人才

羊晚一直不遗余力
挖掘推广本土文化

潜心问道坚守研教一线

以“侨”为桥广播中华文化

从龙套演员到院长

曾小敏，出生于 1977
年10月，国家一级演员，文
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
奖得主，现任广东粤剧院
党委书记、院长。作为广
东粤剧院首任女院长，曾
小敏醉心粤剧表演艺术，
专攻闺门旦、刀马旦、花旦
等行当，文武兼长，代表作
有《青春作伴》《白蛇传·情》《谯国夫
人》等大型粤剧剧目，以及《传奇状元
伦文叙》等粤剧电影，深受戏迷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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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刚刚过去的除夕夜，粤剧又一次在央视春晚
舞台唱响。粤剧名家曾小敏时隔一年再次登上央
视春晚舞台，演绎清新柔美的《白蛇传·情》游湖片
段，向全世界观众展示粤剧的独特魅力。

曾小敏有一系列头衔、荣誉，从2005年到
现在，她一直是演艺、行政工作“双肩挑”。这
两条路，她越走越顺——当演员，她是粤剧新
一代的领军者；当院长，她正带领广东粤剧院
大胆改革、走向春天。

羊城晚报：请您谈谈，当
今传播环境改变后对传播工
作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林如鹏：移动互联网发展
已进入了加速度时期，“互联
网+”概念层出不穷。在媒介
融合时代，移动互联网以其与
生俱来的自媒体属性和全球开
放的特性，分流了传统主流媒
体的话语权，改变了受众获取信
息的渠道与习惯，对传统媒体带
来了很大挑战。移动互联网成为

“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发展新
疆域”和“国家治理新领域”。

在全媒体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
下，《羊城晚报》等传统媒体需要锐意改
革，再造内部生产流程，在舆论引导上
进一步加强传播创新。晚报转型需要进
一步融合广东优质媒体资源，重新梳理媒

体的战略定位与重点发展方向，可以利用
好传统媒体长期沉淀的信息网络、数据库、

人才资源等优势，重点围绕智库化转型和文
化传媒创新发展进行探索创新。

羊城晚报：您对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有何期待？

林如鹏：我很感谢羊晚每年都接收
了暨南大学大量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
有部分人也已经成长为羊城晚报的中坚
力量。与此同时，暨大与羊晚也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羊晚成为暨大的研究

生培养基地，刘海陵社长等众多著名
编辑、记者均为暨大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导师、兼职教授。
在融媒体高度发达、媒介多

样化发展的今天，高校的人才
培养需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 ，这 离 不 开 媒 体 的 帮
助。我希望暨南大学在

人才培养方面能够进一
步 与《羊城晚报》达 成

更加紧密的合作关
系，在我们向羊晚

输 出 人 才 的 同
时 ，也 希 望 羊

晚 全 方 位 地
介 入 到 我

们人才培
养 的 各
个 环
节 中
来。

羊城晚报：请您从自身行
业角度谈谈，传播环境改变
后，对传播工作有什么要求？

曾小敏：越传统的，就是
越时尚的。年轻人心中有文
化 的 根 ，我 们 要 把 粤 剧 包 装
好，拥抱年轻人，才能更好地
推动粤剧传承。除了内部改
革，我们加强了粤剧与社会的
接轨程度：运作粤剧社会化考
级，开办粤剧文化体验馆，与星
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合作首创粤剧必修课和选修课，
近三年做了 500 场“粤剧进校园”
活动等。我们广东粤剧院也在走
文化产业之路，先后打造粤剧文创
产品、开设粤剧书吧。

把剧作打造好、人才队伍建设
好，才能往外拓展、传播。当前国家
政策非常支持传统戏曲发展，但现在
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我们必须
主动推广粤剧。我们有很多媒体资源，
相 信 只 要 有 好 内 容 ，自 然 不 乏 传 播 渠
道。我们期望，未来媒体能在报道篇幅、
深度等方面，再多给粤剧一些倾斜；机
场、地铁站、公交站、广州塔等公益广告
位，也能给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粤剧多
留一些曝光空间，让更多人在广东游玩
时，能注意到这里的本地文化。

羊城晚报：您对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曾小敏：近年，广东粤剧院也跟主流
媒体、新媒体平台进行了广泛合作，羊
城晚报有文化情怀，与粤剧气质相
投，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粤剧文
化。“周末睇大戏”活动得到《羊城
晚报》的大力支持和推动；粤剧
考级教材的出版工作，也是
由羊城晚报出版社承接
的。期待《羊城晚报》以
更大力度多做本土的
文化宣传，多深入报
道本土传统文化、
名人名家、风土
人情。除了粤
剧，广东还
有太多文
化 内 容
值 得
挖
掘。

近年来，曾小敏带
领团队推出了多部新编

剧：先是融合粤剧与网
游，制作粤剧《决战天策

府》；又将粤剧搬上荧幕，推
出国内首部 4K粤剧电影《白

蛇传·情》；还将《花木兰》《玉
簪记》等经典剧目“提纯”，在尊

重原作基础上，用清新唯美风包

装。值得一提的是，曾小敏今年与
说唱歌手 Tizzy T 谢锐韬跨界合
作了《帝女花之“香夭”》改编歌曲，
红遍社交网络。“粤剧要守正创新，
跟时代接轨。我们要让粤剧越来
越年轻，让更多年轻人接受粤剧。”
这是曾小敏的心声，也是她一直以
来身体力行的准则。

作品好，不仅叫好还叫座。曾

小敏亲力组织了广东粤剧院的系列
改革，推出“新年睇大戏”“周末睇大
戏”“名家演出周”“新年盛会”等惠
民演出活动。曾小敏笑称：“2017
年 ，‘ 新 年 睇 大 戏 ’的 上 座 率 是
30%。可是到了近两年，‘名家演出
周’的平均上座率达到了95%，‘一
票难求’已经成为常态。这足以说
明，粤剧推广是有效果的。”

在曾小敏看来，《白蛇传·情》能展示演员唱念做打全面技能 郑迅 摄

林如鹏在教育一
线奋斗了 30 多年，桃
李满天下

暨南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