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019年 12月 25日

责任编辑院秦 玲综 合

“自古至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
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青衣》讲述了热爱嫦
娥角色、却不得不在 40 岁凄然告别舞台的演员
筱艳秋的故事，视频中身着旗袍朗诵的女子是
叶静。当讲到徒弟春来抢走嫦娥角色，筱艳秋绝
望地上好妆、一个人在戏院外的路灯上孤独地唱
起《奔月》的情节时，叶静突然爆发，语速加快、双
手微张，诉说着筱艳秋的悲凉与壮美。

在一篇小小的文章里，叶静变换了无数音
色，抑扬顿挫，焕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声音的
魅力给文字铸入情感、插上翅膀，让每个词、每句
话都灵动起来，把筱艳秋的悲剧展示得淋漓尽
致，令人潸然泪下。这个朗诵在重庆经典诵读获
第一名后，又获得全国二等奖，是重庆市参加全
国经典诵读大赛教师组取得的最好成绩。

尽管赛前叶静已抽出所有空余时间细细揣
摩过作品，本以为决赛少不了激烈的现场较量，
结果却是交视频参评。所以在作品截止提交的前
一天，她临时拿了件旗袍。“我都没来得及熨它，
还皱皱巴巴的；但因为来不及了，我拿上就往录
音棚赶。”叶静回忆起参赛的匆忙。这次比赛中她
指导的兴龙湖小学生朗诵作品《读中国》也获得
全国二等奖、重庆第二名，她指导的另一名大学
生作品也获得重庆市二等奖。

事实上，就在今年暑假，叶静就代表重庆，只
身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魂”全国总决
赛，并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与此同时，她还获得
重庆市“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教师组一等奖，是
重庆市演讲朗诵双料冠军，并获得全国演讲能力
最高级 6级证书，是全国青少年口语素质能力测
评员、我校教育广播电台的指导老师，也是学校
教学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因为杰出的演讲和朗诵能力，她还是我校各
类大型文艺晚会出镜率非常高的主持人，以其端
庄优雅的气质为师生所熟悉，可谓校园明星。而
且凭借对语言的超高领悟和驾驭能力，她常常临
危受命，接下各种演讲、朗诵任务，或指导，或亲
自上阵。在她指导下的学生，前前后后在全国和
重庆市捧回许多金奖，成绩斐然。

“叶老师，昨晚上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
你的声音真是不摆了，已经不是什么年轻不年轻
的因素了！更重要的是你对任何作品的拿捏都张
弛有度！”因为叶静的声音极具辨识度，有人在微
信上给她留言。

事实上，叶静并非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她是
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表达者的呢？

并非科班出身的播音主持
“这些年，不断有关心我的人问我：老涂啊，

你为什么到重庆文理学院工作？”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涂铭旌院士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叶静
朗读了涂院士的手稿。她手捧稿件，轻轻停顿了
一下，笑着读道：“我也在不断问自己……”叶静
带着听众重温涂老的肺腑之言，优美的声线（自
声源发出的曲线）时而轻缓，时而舒展，充满温
情。观众被深深感染了。

叶静认为，朗读有技巧，要学会使用气息和
口腔的转换来表现人物情绪。比如心情沉重的时
候，气是堵在胸腔的；开心的时候，气是往上走

的，软腭会相应上抬；伤心的时候，气又是往下落
的。这些都是说话的基本功。

事实上擅长主持朗诵的叶静并非科班出
身———本科学习对外汉语、硕士学习汉语言文
字学。

虽然她最初的理想是考入北京广播学院
（即今“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主持，但由于
种种原因，叶静最后迈入与之毫不沾边的文字
学大门。但梦想的种子一直埋在她心里，待时
而发。

大学时，叶静终于遇到三个契机。大一时，对
播音主持有浓厚兴趣的她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
赛。顶着与师兄师姐同台竞技的压力，叶静一不
小心拿了个第一名，脱颖而出。幸运的是，同样优
秀的辅导员在播音主持方面颇有造诣。世有伯
乐，然后有千里马，伯乐相中了这匹千里马。从
此，老师开始了手把手的教授，叶静也开始活跃
于学校和市内大大小小各种比赛，并得到了许多
磨炼，愈发成熟起来。

而七年扎实的语言文字学习，让她在语言文
化方面有了深厚的积淀。

“以前的学习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它让我
加深了对语言文化的认识，所以我才能对作品
和句子拿捏得更有深度，才能更好地准确演绎
作品。如果我真的只学了播音主持，我觉得可
能自己处理作品还没有现在这样好。”叶静感
慨地说。

今年的全国“中华魂”演讲比赛主题是“改革
开放”，很多人选择了从物质层面谈改革开放给
中国带来的改变，而叶静却从文化层面谈变迁。
她选择了孔庙这个话题。在众多参赛者中，叶静
第二个出场。大家都说前面一二三位是比赛试水
的序号，评委不会打出高分，但叶静并没有灰心。
“夫子之光，山高水长。”从改革开放到现代社会，
叶静通过孔庙的变化，将中国的文化崛起细细道
来，闪烁着人文之光，最终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好
成绩。比赛结束后，很多专家评委称赞叶静是他
们心中的冠军选手，是真正的大家之作。

演讲能力很重要，但演讲的内容同样重要。
而叶静的每次朗诵与演讲，稿子都是自己写的，
甚至“中华魂”比赛已经快过去一年了，还有人在
微信上留言寻找这篇稿子，但叶静说：“讲过的稿
子就不值钱了，每次比赛都需要新的创作。”

当时，准备比赛的时间十分紧张，她只能在
晚上加班改稿、加紧练习。“我对自己的稿子老是
不满意，总想挖得更深、讲得更精———我绝不喜
欢打没有准备的仗。”叶静说。所以，当她坐在去
北京的火车上，还在修改演讲稿，还在细细揣摩
每一句话最适合的语调与情感。

课堂求新的口语老师
叶静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大学老师。她主要担

任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师口语课。在这个课程上，
有许多学生受到她的深刻影响。

2014 级全科班的邓善之是叶静教的第一届
学生，是一个来自江津、普通话带着方言味的女
生。虽然她工作能力很强，但普通话连续考了几
次都没有通过。叶静标准的普通话、引人入胜的
讲课氛围深深影响着邓善之。从那时开始的每节

课，只要叶静一走进教室开始讲课，
她就把手机掏出来录音，然后自己下
去模仿。久而久之，她慢慢成长着。有
一次她做学生会主席工作汇报时，有
老师跑过来跟叶静说：“叶静你快看，
邓善之现在说话跟你完全是一个腔
调！”后来邓善之的普通话甚至过了
一级乙等。“这是质的飞跃，我为她感
到特别开心！”叶静喜悦地说。

优秀学生的培养从来都不是靠
运气。说起教学，叶静有自己的独到
方式。她的教师口语课分两个学期。
由于学生基础薄弱，所以第一学期叶
静把重心放在普通话基础上。第二
学期，她开始提高难度，讲授一些演
讲和朗诵的方法，指导学生把握课堂
讲授的教学口语，并教授学生教育口
语的技巧，期末再让学生上台试讲。

而她的教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求新是叶静
的一贯追求，比如她会让学生模仿学前教育的同
学做童话剧。“舞台表演很考验一个准老师的综
合素质。童话剧不是单纯的自我展示，我要求他
们带着小学生一起做———就是不仅自己要会，还
得学会指导学生，从声、台、形、表、舞美、灯光、
道具、音乐等方面自己动手，呈现一个多能全科
教师的素质。”叶静解释说。这种排练对小学教
育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个很难得的锻炼，不仅要
有独自面对小学生的应变能力，还要有组织管
理的能力。

除了上课，叶静还是我校EBS 教广台的常年
指导老师。

每天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教广台都会在
校园里传播最动听的声音，教育学院的吴胤豪就
是其中一个播音员。他认为叶静是他与普通话结
缘后，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叶老师做事严肃又
认真。她站在镜子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我比
划，一字一句教我怎么主持，包括哪句话该投入
什么感情，使我受益匪浅。她的播音主持专业技
能，在我看来是最强的！”

生活中，有许多人不愿开口说话，不愿上台
展示自己。叶静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害怕和没有信
心。“我们要学会与人交流，首先得从内心克服心
理障碍，要找机会尽情展示自己，不要躲起来、也
不要怕丢脸———没有谁讲话天生就是众人关注
的焦点，所有人都是在失败中才慢慢变好的。”叶
静说。

桃李满天下
“叶老师，你真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呀？我也不

太懂，但就是感觉你的声音听着舒服。”由于专业
技能和声音十分优秀，经常会有家长带孩子来她
的工作室，希望能跟着叶静学习语言艺术。

为了帮助更多小孩子张口说话，同时给毕业
学生提供学习平台，从最初的几间小教室开
始，叶静逐渐把它做成了工作室，并取名“叶韵
工作室”。

叶（xié）韵，一作“谐韵”“协韵”，诗韵术语，
意为和谐的韵律。作为一个资深的语言教学者，
平日里除了在学校，工作室就成了叶静的另一
个家。

工作室里学习的孩子很多，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孩子，叶静的教法也不同。对小点的孩子，叶静
会手把手教他们抠字眼，培养语感和韵律感；大
点的孩子，叶静则会从内涵上引导他们，比如处
理作品时每个字、每个词的意义理解、声音的气
息情感都要精准到位。

工作室有个小女孩的声音条件特别好，但因
为太小、读书木讷，对语言理解一直都缺少灵气，
但女孩的母亲一直让她在工作室学习。到了小学
三年级时，用叶静的话讲“女孩好像突然长大
了”，对语言产生了极大兴趣，甚至将重庆市演讲
比赛第一名的奖状收入囊中。“孩子是可以培养
的，可能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根据每
个孩子的特点找准方法。”叶静说。

不论在哪里，叶静想要教给学生的太多太
多。所以，学生们说她的课堂知识量很大，一堂
课堪比两节课的内容。梁启超说：“片言之赐，
皆事师也。”更何况叶静倾心奉献，总觉得有什
么东西还没有教给学生，希望他们都成长得出
类拔萃。

因为她无私耐心的付出，她的“孩子”和学生

多得数不清：有每个周末都来工作室练习的小学
生；也有私下请她帮助指导的大学生；还有总是
排练到凌晨两三点，虚心受教，拿下全国心理课
教学比赛一等奖、重庆市演讲比赛一等奖、永川
区主持人大赛冠军的徒弟周阳，以及拿下全国微
课大赛一等奖、重庆市演讲比赛二等奖、永川区
主持人大赛亚军的徒弟文静媛。

要做就做到极致
梯子的阶梯从来不是用来搁脚的，它只是让

人们的脚放上一段时间，以便让另一只脚能够再
往上登。口语表达极具感染力的叶静同时有着深
厚的语言文字功底。

2015 年，叶静刚到学校工作的时候，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全国语言保护工程”
重庆方言调查项目，当时她被安排做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要求对重庆范围内各区县的汉语方
言做统筹记录，并用国际音标把它们全部梳理
出来。

刚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叶静来不及适应，就
着手完成这份重要工作。重庆的方言，本地人感
觉很接近，但其实差别特别大。“我觉得语言这个
东西需要一定的天赋和理解力，因为这需要你的
耳朵很灵敏。我们想要说得准，首先必须听得准。
我不是学方言的，但我能达到对方边读，我就能
边全部记下来的能力，而且基本零失误。”叶静兴
奋地说。

虽然她说得轻松，但叶静之所以能听音识语，
是因为她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调研前，叶静
日日熬夜恶补国际音标和方言学知识；她曾顶着
酷暑，连续半月在不能有一点杂音的封闭房间里
挥汗如雨，一遍又一遍录发音人的语音；声音采集
结束后，她用无数个通宵分辨着每个声调一度与
一度间的细微差别。大家都没想到，那张看似吃
不了苦的脸背后，有个勇敢和执着的灵魂———一
个方言学外行，硬是凭着一股劲，把调研做到了
极致。在这次调研中，重庆有两个成员的作品被
评为优秀，一个是来自西南大学的博士，另一个就
是叶静。

正是由于她一直以来的认真劲儿，让她得到
了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院长赵日新的青睐。
他表示：叶静的方言调研报告很扎实，在语言方
面天赋异禀。他还邀请她去北京语言大学做访问
学者。“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激动，因为是老师
主动跟我说的，我真的没想到老师还记得我！”得
知消息，叶静的喜悦与兴奋溢于言表。

此外，叶静自己也在持续不断地学习与提
高：每年暑假她都会去中国传媒大学培训，把老
师们教授的国际上最前沿的训练口语的方法带
回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不管再难，只要决定去做，就把事情做到极
致，这也是叶静的人生能活得这么绚丽的原因。
“主持、演讲和朗诵已经融入我的身体，成为我
的一部分。我人生的目标是，成为播音主持界
里文化基本功最扎实的、在语言学界里成为播
音主持最优秀的人！不管在那里，以后做着什
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做到最好。”叶静坚定
地说道。

在语言的国度里，叶静让每一个字句、每一
个手势、每一个语调成为花香满径的乐园，并收获
着人生的幸福美满。

（胡义姗）

语言国度里的美丽人生
———记我校教育学院教师、主持人叶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