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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薪火相传，院团是京剧传承的

责任主体。每个京剧院团的历史文化传统、

艺术力量构成不尽相同，院团势必要精准设

置自身发展目标和艺术定位。专业戏曲院团

既要有清晰的责任意识和清醒的专业选择，

更要有主动引导剧院艺术价值取向的角色担

当。尤其要有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审美理想追

求，激活艺术家的创造力，从而在戏曲传承发

展中做出前瞻规划。

京剧艺术的传承，必须建立在理性认识

和正确理解京剧艺术传统的基础之上。上海

京剧院的艺术传承，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

努力地激活传统、融入时代，其实践经验值得

总结。

在当代文化格局中找准剧院
艺术定位与发展目标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上海京剧院就有

了剧院发展规划，初步提出建设“综合性、实

验性和规范化”一流剧院的目标。90 年代前

期，在充分研讨京剧传承发展历史和现实条

件后，对剧院艺术风貌做出“京海融汇”的概

括。在客观评估剧院人才状况后，对人才培

养做出“扬长补短”的判断。尤其是经历了京

剧《曹操与杨修》的创作，剧院汲取各方智慧，

秉承周信芳演剧思想，追求舞台整体艺术效

果，明确提出要“寻求古典艺术与现代审美意

识之间最佳契合点”的艺术主张。

这些对剧院后续的艺术传承和剧目创作

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贞观盛事》《廉吏于

成龙》《成败萧何》《金缕曲》《春秋二胥》，以及

《狸猫换太子》《盘丝洞》《扈三娘与王英》等，

这些题材与体裁不尽相同的剧目，都在传统

文化与当代意识间建立起有深度、有分寸的

艺术关联。而对于大量传统老戏，剧院也尽

可能地予以精心整理和传承。

上世纪末，上海京剧院开展“上海京剧发

展战略讨论活动”，组织全国戏剧专家探讨传

统京剧在当代文化环境下的战略制高点，以

此拓展文化视野，寻找自身优势与短板。进

入新世纪，上海京剧院对剧院远景发展做出

阐述：“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实现京剧艺

术的现代转换。”

几十年间，上海京剧院以代际传承的方

式谋发展，紧跟时代步伐，深受红色文化和上

海城市文化的熏陶，在当代文化格局中找准

剧院艺术定位与发展目标，坚持“一张蓝图画

到底”，让剧院稳步行进在既定轨道上。

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艺术家发
挥传承作用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京剧传承需要有

文化自觉意识、能起到引领作用的艺术家。

在上海京剧院，大家将老院长周信芳的

麒派艺术理解为一种演剧观念和思想。上海

京剧院导演马科曾说：“《曹操与杨修》是没有

麒派的麒派剧目。”一句话，反映出大家对周

信芳演剧精神的认可和追求。

上海京剧院拥有既深谙京剧传统，又能

驾 驭 艺 术 传 统 、感 知 时 代 精 神 的 艺 术 家 群

体。他们营造了上海京剧院的文化氛围，又

被剧院的文化氛围塑造。剧院注重在创作理

念和舞台节奏等层面传承周信芳等京剧名家

的演剧观念，也积极培植新流派。例如，上海

京剧院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在艺术传承

上与麒派虽没有渊源，但在演剧观念上，他对

麒派有着深刻认知。尚长荣的艺术思维是辩

证的，善于运用京剧的程式性格化地塑造人

物。他的创作方法，乃至在传统老戏中塑造

人物的创作意识，不仅影响一出戏的风格，也

影响着周围的艺术家们。

在上海京剧院，若演员游离于角色形象，

过 度 沉 溺 于 自 我 表 现 ，则 难 以 得 到 同 仁 尊

重。这与剧院的倡导有关，更与“尚长荣们”

“陈少云们”的榜样引领作用相关，以至成为

一种共识。而剧院有责任将这份共识，进一

步引领为整个剧院的集体审美理想。

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注
重塑造角色能力的提升

人才培养，重在传承。传承，不仅要传授

其艺术技能，更要培育其人格情操。这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关系到院团乃至剧种的

未来。

传承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用来塑造人

物。诚如尚长荣所言：“对传统技艺要‘死学

活用’。”上海京剧院常年坚持搭建各类平台，

邀请资深艺术家给青年演员精心传戏。仅每

年“夏季集训”制度，就实施了几十年。以京

剧演员史依弘、王珮瑜等为代表的上海京剧

院中坚力量，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京 剧 传 承 不 是 一 时 之 计 ，而 是 常 态 之

举。从 2011 年开始，上海京剧院推出为期 5
年的“青春跑道”人才培养项目。该项目设置

“起跑、跨越、接力、冲刺和决胜”5 个年度结

点，从“四功五法”的基础起步，进入对经典老

戏的初步传习、再度精演阶段。在此基础上，

再进入传习流派经典阶段，着重于青年演员

的程式规范和人物塑造能力的提升。项目每

年进行考评，有淘汰比例，最终形成“金字塔

结构”，选拔出“四功五法”基础好、善于塑造

角色的人才，至今已举办两季。

近 10年来，上海京剧院还在剧院经典保留

剧目的代际传承中，着力提升年轻一代演员塑

造人物的能力。尤其在“尚长荣三部曲”的传

承中，尚长荣亲力亲为，对青年演员倾囊相授，

从戏里到戏外，从吐字、发声到唱腔、念白，再

到人物情感的理解、表达，手把手传授，逐一把

关、指导，让严谨的程式规范在年轻演员心中

鲜活灵动起来。传的是京剧演员塑造人物之

道，教的是艺术思想观念。正是这种薪火相

传，青年版《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

成龙》《成败萧何》《狸猫换太子》等剧目在舞

台上坚实地立起来了，傅希如、杨东虎、蓝天、

高红梅、杨扬、鲁肃、陈圣杰、董洪松等一批新

生代演员伴随舞台实践成长成熟起来了。

探索有益于释放艺术能量的
运行机制

良性的艺术传承，需要探索有益于释放艺

术能量的运行机制。在既有体制下，院团的

内部运行机制存在着一定改善和提高空间。

例如，京剧院团编制演出计划的依据，大

都是剧院内部需求，具有短期性，难以适应演

出市场运作对信息传播的要求。据此，上海

京剧院推行的“演出项目整体策划机制”，以

市场和观众需求为主要依据，编制提前量为

一年的演出计划，让演出信息在潜在需求人

群中充分地传播，扩大影响。

京剧艺术的发展、推广、传播，要将最新

经营理念、传播新模式与传统国粹相融合。

比如，如何与民营文化机构合作？在维护剧

院国有产业和资源不流失的前提下，让一批

艺术中坚力量的艺术能量得到更充分的发

挥，使之有更大发展空间。上海京剧院在详

尽了解相关法规基础上，先是制定出剧院的

相关运行规定和机制，再与对应的民营文化

机构签署深度战略合作协议。事实证明，这

种合作模式有益于扩大艺术家的社会和市场

影响。在剧目制作上，上海京剧院尝试“项目

制作人”运行机制。从王珮瑜《赵氏孤儿》京

剧项目到严庆谷的“小丑挑梁”京剧丑角艺术

展演项目，都是剧院在主动改革自身机制，获

得新的启示，进而开辟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院团是艺术家从事艺术实践的基本组

织，只有高效组织各类资源，最大程度地激发

艺术生产力、创造力，才能成为艺术家的精神

家园和登攀艺术高峰的阶梯。

（作者为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图①：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剧照。尚

长荣饰曹操（右），言兴朋饰杨修。

图②：史依弘饰杨玉环剧照。言 布摄

图③：上海京剧院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

云（左二）为弟子郭毅、于同辉、鲁肃授课。

上海京剧院供图

制图：赵偲汝

戏曲传承中院团的角色担当
—以上海京剧院为例

单跃进

激情澎湃的情景史诗、热烈绽放的绚烂焰

火、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组成了恢宏壮美的

视听盛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隆重上演，人们再次

将目光聚集到这台演出的总导演陈维亚身

上。看到陈维亚的导演艺术水平不断达到新

高度，不由想起他早年和同事们自编自演的处

女作——舞蹈《矿工与阳光》。

这部舞蹈作品艺术化表现了矿工生活、塑

造了矿工形象，在当时的华东六省一市舞蹈比

赛上，《矿工与阳光》获一等奖。反映矿工生活

的舞蹈作品并不少见，为何 5 人男子群舞《矿

工与阳光》让观众眼睛一亮？“阳光”的创作灵

感来源于一首诗——《我是矿工，我歌唱阳

光》。滚烫的诗句激发出不可遏制的创作热

情，诗的语言在年轻导演陈维亚脑海中化成舞

蹈语汇，一个时代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郁的

矿工舞蹈呈现在观众面前。5 个舞蹈演员，头

戴装有矿灯的安全帽，身穿黑色连体工装。两

段式的舞蹈结构，既表现煤矿工人在地心深处

开采光明的劳动状态，又展现他们升到地面沐

浴阳光的欢畅心情。定音鼓激越的敲击声，仿

佛让人们感受到了掌子面上滚动着的阵雷和

汹涌着的激流。舞蹈后半段，歌声加入进来，

又将矿工沐浴在阳光下的幸福感表现得淋漓

酣畅。当阳光下的矿工把红色的安全帽从头

上摘下，往腰间一挂，以此当作淮北民间流行

的挎鼓欢快地舞蹈。该剧结尾，导演并没有停

留在幸福与欢畅的感情层面。观众又听见了

下井的汽笛声，年轻的矿工们重新戴上红色安

全帽，迈着沉稳的步伐，重新走向地心深处的

工作阵地，去为更多人“创造阳光”……

陈维亚曾说：“今天回过头看，《矿工与阳

光》这个作品还是显得单薄幼稚的。”但是，这

个舞蹈作品仍有值得回味之处。同时，我们可

从中看出陈维亚导演一以贯之的艺术理念。

一是舞蹈性与文学性的有机结合。舞蹈

创作同其他艺术一样，要不断从小说、诗歌、散

文中汲取营养，获得艺术启迪。《我是矿工，我

歌唱阳光》这首将近 100 句的诗歌，从矿工题

材的开拓、矿工精神的发掘、矿工形象的塑造

方面，以及作品意境方面，给了陈维亚创作灵

感和启示。陈维亚在舞蹈和文学中架起桥梁，

在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始终与文学结缘。

二是现实生活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陈

维亚曾在矿区生活 14年，在淮北煤矿的不少角

落都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他同淮北大地上的煤

矿工人们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从而在早期

的舞蹈创作中，比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从生活

到艺术的审美转化。

在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创作过程

中，导演陈维亚曾感慨：“我们本着‘语不惊人

誓不休’的艺术创作态度，和全体演职人员经

过了不计其数的调整修改！”正是因着这份不

懈奋斗、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陈维亚至今创

编了《木兰归》《秦俑魂》等舞蹈作品 150 余部，

创编与导演《大梦敦煌》《碧海丝路》《图兰朵》

等舞剧（歌剧）作品 10 多部，执导北京奥运会、

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全运会、世博会等大

型活动的开闭幕式文艺表演。

从火热生活中寻找灵感、永葆艺术创造活

力、“没有止境、永远向前”，是陈维亚对艺术不

变的理解和追求。从江淮大地走进首都北京，

从单个舞蹈到广场大型文艺演出，这么多年来，

导演陈维亚艺术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陈维亚—

艺术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芮淑敏

最近，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中国歌剧

舞剧院共同出品，中国歌

剧舞剧院重排制作演出的

经 典 民 族 歌 剧《 江 姐 》

（2021版）与观众见面。作

为导演，我的创作有两个

关键词，一是守正创新，二

是诗化意象。

民族歌剧《江姐》常演

不衰，以艺术的方式向一

代代观众传递着英雄的精

神境界与人格力量。这首

先因为人们敬仰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共产党人，并将

这份感情毫无保留地投射

到“ 江 姐 ”这 个 人 物 形 象

上。在这个感情基础上，歌

剧《江姐》的几代主创精心

创排、悉心打磨，在艺术层

面达到高水准，尤其在民族

歌剧的音乐探索上取得了

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唱

段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民族

歌剧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

作。这其中的精神内涵、

剧情结构、人物形象和整

体音乐，都是在此次创作

中必须守住的“正”。

面对舞台艺术的新发

展，面对被当代舞台艺术

培养出的当代观众，还必

须创新艺术表达，使歌剧

《江姐》能在当代舞台上继

续焕发艺术光彩、传递思

想力量、体现经典价值。

创新思路首先来自歌

剧 艺 术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合唱。几十年来，多

个版本的歌剧《江姐》的合

唱（包括伴唱、领唱、旁唱）

基本都是处于大幕之后。

为了让合唱更好地与角色

歌唱、乐队演奏共同构成歌剧艺术追求的音乐交响化有机整

体，也为了让合唱与人物的情感形成更直观、更有形象冲击

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呼应、衬托、强化，将所有合唱都以形象

化、行为化的方式呈现到舞台上，呈现在观众眼前，让合唱在

视觉形象上成为戏剧性场面的一部分，进而让他们的演唱和

表演都成为主要人物乃至全剧的“情感性背景”。

比如，江姐在去华蓥山的路上，得知丈夫彭松涛牺牲的

消息，在响起彭松涛演唱《红梅赞》的歌声时，观众第一次看

到了彭松涛的形象；全剧开篇《川江号子》中出现的三峡纤夫

的群体形象、多个场次的开场领唱、充满艺术趣味的川剧式

“帮腔”等，都用不同方式处理为舞台上的戏剧性场面。《江

姐》合唱的场面化、戏剧化处理，集中体现在剧中多次随着江

姐大段唱腔时隐时现的合唱伴唱，它是歌剧音乐结构的呼应

推进，更是江姐内心情感的衬托强化。尽量将合唱表达的音

乐情感，呈现为一种舞台视觉形象，这样不仅使合唱的声场

效果有层次，更使人物的情感表达有厚度，以体现出歌剧艺

术应有的听觉视觉的双重震撼力和情感冲击力。

这样的合唱场面处理，为歌剧《江姐》带来了与过去不同

的整体美学格调。新版民族歌剧《江姐》呈现的舞台形象，不

仅是再现戏剧情节发生的外部环境，也是呈现具有主观表达

的写意空间。这样的舞台，在必要时能把人物情感和整体演

出的情感进行写意性的外化，从而形成一种“诗化意象”。

比如，剧中《绣红旗》一场，随着音乐，一条巨大的红绸从

舞台顶部降落，强化、外化、诗化了江姐与狱友们对新中国的

向往、对全国解放胜利的喜悦，江姐的歌唱以及身后狱友们

的合唱，在长长红绸的映衬之下，形成了富有诗意的舞台意

象。再如，全剧结尾，江姐大义凛然走上刑场，在宏大激昂的

《红梅赞》合唱声中，大面积的梅花从高大石墙中“生长”出

来，形成诗意化的“梅花墙”。

我一直认为，歌剧是一门更具诗性的演剧艺术，而歌剧

导演的创作本质，就是要将音乐形象转化为戏剧场面、人物

行动，为线性的听觉形象赋予立体的视觉形象。歌剧，尤其

是现在大力发展的民族歌剧，应该在文学内涵、音乐形象和

舞台表现等关键创作环节中，对诗情、诗意、诗境、诗格有更

多的自觉追求。这是民族歌剧在时代发展中展现民族风采、

民族气派的创作关键。

在守正创新中营造“诗化意象”的新版民族歌剧《江姐》，

希望它既能赢得观众长久喜爱，也能满足观众的新期待。

（作者为国家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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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制作演出的经典民族歌剧

《江姐》（2021版）剧照。

图为陈维亚作为总导演执导大

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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