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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恩师李春芳 
刘斐 

李春芳 梨园故事 

- 

    

    2007 年仲夏，听说春芳老师准备出书的消息，首先感到很惊讶，其次是持有怀疑态度。

说实话，这年头自费出书的人大致有三种：第一是名人出书为提高人气；第二是有钱出书以圆梦

想；第三是学者出书为上职称。显然，李老师既不是图名更不是图利，所以并非以上三种类型。一

个在戏曲广播工作岗位上奉献了 30 年，自费掏腰包出书，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你很难想象她四处

找人约稿，又经常在嘈杂的演出或排练现场实地采访，回家后再带着倦容迅速整理素材，稿件出来

后还请主人公过目、商榷，之后才是修改、打印，校稿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这对我们精力旺盛的

年轻人都头疼，更何况是位年近七旬   的老人。可事在人为，当这部书初具雏形，几十万字跃

然纸上，正向成功进一步迈进时，李老师身边的亲人朋友们、还有我们这些晚辈都被深深的感动。

我就切身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惊讶、怀疑到现在的敬佩、肯定。 

   我第一次见李老师虽然是九年前，但她的大名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随着戏曲广播名声在

外。2000 年寒冬，李老师退休离开工作岗位，经她再三保举、推荐，才拉开我编辑生涯的序幕。那

时候我凭着对戏曲的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虽然勤奋、敬业，但毕竟是初出茅庐，在编辑节目方面还

是生手。李老师就手把手的教我，带我引见戏曲名家，深入各院团采访，“嘉宾有约”的节目稿件

帮我反复推敲修改。让我学会采访中怎样发问，听众想知道什么节目等等制作节目的技巧、方法。

还引领我拜师学艺，规范学习普通话，为我今后的主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们家的书籍也随

我翻阅。不仅如此，李老师还赠送我《梨园新谱》、《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戏友》以及自己剪

辑整理好的戏曲文章剪辑等资料。这些都成为我日后获取戏曲知识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李老师编写

的《梨园新谱》，在我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成为戏曲编辑们必备的一本资料性书籍。这

么多年，李老师在传授工作技艺方面始终是不厌其烦、倾囊相授。不仅对我如此，只要是做过戏曲

节目编辑、主持人都深有同感。她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热情、和善、执着、无私、耿直、大度的老

戏曲广播人。 

   除了工作上的提携，生活中李老师也是十分关心我们。在刚起步工作阶段，我常常是废寝忘

食、以台为家。大冬天在单位拼两把凳子就成了床，李老师知道后就把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说好

那里有个双人沙发，累了好歹能躺下。那天还真派上了用场，半夜三点我编辑完节目实在犯困就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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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发上睡着了，因为是寒冬腊月，肯定越睡越冷。可天蒙蒙亮，隐约听见有人进来，蹑手蹑脚的

给我盖了东西，我下意识的往里钻了钻，暖和了许多，懵懵懂懂中以为自己在做梦，一觉醒来已是

上午九点，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直射进来，揉揉眼睛一看身上是块厚厚的毛毯。心里有点奇怪，刚

出办公室就听见李老师在隔壁和同事们说话，见我过来边说边笑：“昨天光顾给你钥匙了，晚上才

想起来我办公室睡觉冷，早晨一睁眼就赶紧起来给你送毛毯……”我早已记不清她后面说了什么，

可是那鲜红的毛毯至今记忆犹新，然而比得毛毯更红的是李老师的心。每年端午节，李老师都给我

们几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留粽子，她常说一个在外不容易，也没个家，所以逢年过节就越发的惦

记我们这些人。如今我们各自成家了，但这多年像养成习惯似的，每逢佳节她还是不忘给我们留粽

子。像这样的事枚不胜举，很多人都曾猜想我们和李老师有什么血缘关系，时间一长，这种说法就

不攻自破了。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的“血缘”就是戏曲广播。 

   李老师的戏曲广播情结是无人能及的。我们每次一起外出采访，不客见到是谁，她几乎都会

强调广播的重要性。说实话，在传媒飞速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对广播的关注度早已大不如前，如

今成家、成名的人也都淡漠了广播的位置。然而，李老师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想留住你声音的

青春，千万不要忘记电台！”还记得刚工作时，我说是电台的戏曲编辑，人们都是满脸的疑惑，一

说我是李春芳的学生，采访对象就热情起来，还不停地说：“春芳，认识认识，她可是戏曲广播的

功臣呀……” 

    李老师伴随着戏曲广播事业走向了辉煌，又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因戏曲广播而成名的艺术

家，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成名的历程。人们都说李老师是如何的热爱戏曲，如何热爱工作，这话不

假，但我想说的是李老师真正热爱的是生命。我深信，如果在其他工作岗位上李老师同样会干得出

色、干得漂亮。我幸运这部书的首稿我是第一阅览人，当您阅读完全书时就会体会到她凡深处那部

激昂向上的生命狂想曲。李老师常说：“弟了就是师傅生命的再延续，别人在我面前夸你比夸我都

高兴。”今天我比起十年前，如果还算小有成绩的话，都归功于李老师和像李老师一样的领导、老

师们辛勤无私的教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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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感谢，似乎有些轻了，但还是要感谢李老师，因为她是指引我工作的一盏明灯；也要感谢

自己，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有人说戏曲是没落的艺术，而我却情愿像李老师一样，无怨无悔的把青

丝变白发的过程交给它。 

   人生在世能有几何，逢一恩师者，胜活百年。 

   衷心祝愿此书出版，祝我的恩师——李春芳身体安康、晚年幸福。 

                                      学生：刘斐

                                         200

年 3 月 

   按，这稿件是附在李春芳老师《梨园故事》后记中的 ， 表达了刘斐对李春芳老师多年

教诲的感激之情，虽无华丽的赞溢之词 ，言语真挚感人，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李春芳老师待人如

已，对工作的严谨认真执着的态度，对向往事业不懈追求的情结。真诚感谢她们对戏曲所们的贡

献。刘斐从一个戏曲爱好者到一个戏曲工作者的转变，除了自已对这种艺术至爱所在外，李老师在

她的工作学习中影响最大，成为她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动力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