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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数字人”不仅可以在博物
馆里为观众提供细致生动的讲解，还
可以像真人演员一般演绎动人的戏
剧影视作品，为舞台和银幕带来更多
新的可能。

在大学实验室里，一

位“ 京 剧 大 师 ”正 在 进 行

一 场 特 殊 的 表 演 。 这 不

是 真 人 ，而 是 一 个 由 3D
影视级计算机动画技术、

人 工 智 能 多 模 态 交 互 技

术以及 3D 引擎实时渲染

技术打造出来的“数字梅

兰芳”。近几年来，“数字

人”技术在文化艺术领域

陆续投入应用，正在打开

一片艺术新天地。

“ 数 字 人 ”是 指 以 人

形 外 貌 呈 现 并 与 人 交 互

的 ，集 计 算 机 图 形 学 、计

算 机 视 觉 、智 能 语 音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等 技 术 于 一

体的计算机应用，能够帮

助提高内容制作效率、丰

富用户体验。“数字人”技

术 不 仅 可 以 模 拟 真 实 人

类的形象和行为，还可以

创 造 出 有 个 性 的 虚 拟 角

色，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

更 加 自 然 的 互 动 和 沉 浸

体验。

近年来，“数字人”技

术 迎 来 新 的 飞 跃 ，“ 数 字

人”能够自动生成和优化

外 观 、表 情 、语 音 、动 作

等，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

和创作难度。例如，使用

专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创

作 者 能 够 在 几 分 钟 内 创

建 出 高 质 量 的“ 数 字

人”。此外，利用人工智

能、云计算、5G、虚拟现实

等技术，“数字人”技术可

以 实 现 更 高 效 的 传 输 和

交互。

“ 数 字 人 ”技 术 提 供

了新的表现形式、创作手

段和传播途径，正在文化

艺 术 领 域 产 生 深 刻 影

响。以“数字梅兰芳”为

例，团队采用真实人物雕

刻结合激光扫描的方式，

得 到 了 人 物 数 字 模 型 。

在 此 基 础 上 ，采 用 3D 数

据与 4D 数据结合的方式

完 成 动 态 表 情 的 构 建 与

迁移，使“数字人”表情更

加自然。为使“数字人”

的肌肤更加逼真，团队采

用了光度测量方法计算获取高精度的人脸皮肤纹理

数据。此外，团队还使用支持物理解算的毛发系统，

实现了高精度的细节重现，使得“数字人”在视觉上更

加真实。“数字梅兰芳”的研制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和

挑战，团队成员不断尝试新的方法，边探索边总结，逐

渐形成了独特的技术路线，最终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

关，成功实现预定目标。

除了数字技术的探索和研发，“数字梅兰芳”的制

作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深入了解京剧文化、感受古老艺

术魅力的过程。创作团队学习京剧的动作、念白、服

饰等方面知识，研究梅兰芳生平、轶事和典故，探究京

剧艺术的艺术语言、美学特征和内涵精髓，并将这些

理解融入“数字人”的制作，让人物更加符合京剧艺术

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要求。“数字梅兰芳”的成功制作为

数字艺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基础，将来，“数字

人”不仅可以在博物馆里为观众提供细致生动的讲

解，还可以像真人演员一般演绎动人的戏剧影视作

品，为舞台和银幕带来更多新的可能。

未来，“数字梅兰芳”将不断进行模型实时化升级

并在多个场景应用落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实时交

互的“京剧数字人”。这一项目不仅为“数字人”技术

提供了新的应用范例，也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创新提供

了新途径。艺术家们可以轻松地与其他领域专家展

开合作，共同探讨和实践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

丰富艺术内涵。同时，观众可以与虚拟角色充分互

动，参与艺术作品创作过程，更好地沉浸于作品营造

的情境中，提升审美体验。“数字人”正在走进我们的

日常生活，成为连接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载体，为

我们的文化生活带来全新内容形式和广阔想象空间。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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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艺术人才，需要尊重不同艺术门类

特质“因地制宜”。芭蕾舞被视为“足尖上的

艺术”，为练就精湛的舞蹈技术，芭蕾舞演员

需要长期高强度、高负荷训练。因此，芭蕾

人才培养周期长、淘汰率高，人才艺术生涯

短。除了演员，芭蕾舞编导、舞台设计等方

面人才培养也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课题。芭

蕾 院 团 要 根 据 这 些 特 点 和 现 实 ，从 爱 护 人

才、推动中国芭蕾艺术发展角度出发，不断

创新培养方式，为人才辈出提供丰厚土壤。

和 戏 曲 一 样 ，芭 蕾 也 是 讲 究“ 角 儿 ”的

艺 术 ，拔 尖 人 才 发 挥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拔 尖 人 才 需 要 长 期 实 践 锻 炼 ，院 团 要 为 青

年 演 员 搭 建 一 展 身 手 的 舞 台 。 近 年 来 ，中

央芭蕾舞团让青年人才在剧目创排中挑大

梁，通过演出实践不断得到磨砺。同时，选

派 有 潜 力 的 人 才 参 加 国 际 知 名 芭 蕾 舞 大

赛 ，在 比 赛 中 开 拓 视 野 。 许 多 闻 名 国 际 并

为 国 内 观 众 所 喜 爱 的 芭 蕾 舞 演 员 ，就 是 这

样 一 步 步 成 长 起 来 的 。 如 今 ，邱 芸 庭 、徐

琰 、方 梦 颖 等 一 批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正 在 迅 速

成 长 ，不 仅 在 国 际 大 赛 中 摘 金 夺 银 为 祖 国

争 得 荣 誉 ，也 正 在 成 长 为 剧 团 艺 术 实 践 的

骨干。

在 培 养 舞 蹈 人 才 的 同 时 ，编 导 人 才 也

不 可 忽 视 。 一 部 经 典 芭 蕾 舞 剧 ，离 不 开 编

导 人 才 的 智 慧 ，但 芭 蕾 院 团 的 编 导 人 才 往

往 处 于 稀 缺 状 态 。 为 摆 脱 这 一 困 境 ，中 央

芭蕾舞团从 2010 年开始启动“芭蕾创意工

作坊”项目，鼓励年轻演员挖掘自身编创兴

趣 和 才 能 ，为 其 提 供 编 排 作 品 和 推 广 演 出

的 平 台 ，同 时 积 极 与 世 界 不 同 流 派 的 编 导

合作。在这一公益品牌项目支持下，费波、

张镇新、王思政、李旸等一批青年编导人才

初露锋芒，逐渐形成富有活力的创作群体，

陆 续 创 作 出《鹤 魂》《敦 煌》《花 一 样 开 放》

《世纪》等大型原创作品。这一机制创新在

为 院 团 乃 至 中 国 芭 蕾 培 育 编 导 人 才 、推 动

原 创 作 品 排 演 的 同 时 ，也 为 年 轻 舞 蹈 人 才

的成长提供更大空间。

芭蕾是精湛的艺术，也是严苛的艺术。

人才保持高超的专业技能，作品艺术水准才

有保障。院团要在常规练功、排练基础上，

科 学 设 置 考 评 机 制 ，促 进 青 年 人 才 良 性 竞

争，形成共同攀登艺术高峰的好风气。中央

芭蕾舞团持续实施“以演代练、以考促练、考

评相兼”式的考核机制，每年对演员业务状

况进行考核。考核以“追梦”为题，对观众开

放，通过专家评委评分及观众评选“最喜欢

的 演 员 ”的 方 式 完 成 。 每 年 一 度 的 考 核 评

定，让专业能力突出的年轻演员脱颖而出，

得到破格晋升，成为专业技术队伍的“排头

兵”。目前，这一考核项目也成为深受观众

喜爱的品牌演出项目。

技艺之外，芭蕾人才的文化素养提升要

靠院团的继续教育。许多芭蕾演员进入院团

工作时，年龄不满 20 岁。为持续提高芭蕾演

员综合素质，我们开展制度化、体系化的“芭

蕾人才继续教育”工作，与北京舞蹈学院、上

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继续教

育机构合作，支持全体芭蕾演员在职期间攻

读更高学位，不断提升自身文化修养。芭蕾

艺术国际交流频繁，这要求芭蕾人才培养模

式是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中央芭蕾舞团

一方面坚持“走出去”，每年选派 2 到 3 位专

业技术人才前往国际知名院校或文艺机构

学习，开阔视野，提高技能；另一方面，坚持

“请进来”，聘请国内外著名艺术家来团指

导。近年来，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引进外国专家指导数十人次。

青年演员培养还要与剧团需求相对

接 。 我 们 积 极 探 索 自 主 培 养 新 模 式 ，

2018 年 正 式 成 立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舞 蹈 学

校。秉持“以团带校、团校合一”的办学

理 念 ，与 北 京 市 有 关 学 校 强 强 联 合 ，合

作 办 学 。 如 今 ，舞 校 在 培 养 高 素 质 芭

蕾 后 备 人 才 、满 足 剧 团 人 才 梯 队 建 设

需要方面已初见成效。

从人才成长实际出发，从艺术发展

所需出发，尊重艺术规律，积极创新，

主动作为，我们期待培育出更多优秀

人才，探索出更加多样化的人才发展

路径，不断推动芭蕾艺术繁荣发展。

（作者为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记）

让优秀青年人才挑大梁
杨 雄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

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

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科学有效的培养方

式是戏曲人才成长的关键。戏曲人才培养具

有个性化、难以“批量生产”的特点。结合当

代戏曲发展和观众审美需要，创造性地传承

“传帮带”培养方式，对戏曲发展至关重要。

戏曲艺术得以流传至今并仍生机勃勃，

“传帮带”功不可没。这种方式通过小范围

的、手把手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来培养人才，

帮助人才成为“角儿”。实践证明，“传帮带”

符合戏曲人才培养规律。它是老戏班、老艺

人们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特别是京剧，诸多

名家大师都是“传帮带”的直接受益者。上海

京剧院建院 60 多年来，在“传帮带”上下足功

夫。近年来，面对更好的文化环境、更新的传

播语境，我们在实践中，对“传帮带”三个字有

了新的理解和探索。

“传”是传承理念、赓续风格。上海京剧

院诞生、成长于上海，天然具有海纳百川、兼

容并蓄的文化性格。一是敢于在题材上进行

探索。革命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台本戏、名

著改编、影视改编、跨剧种改编等，数十部作

品，多角度创新，一旦找准目标，团队就会精

益求精进行打磨。二是协同创作的“一棵菜”

精神。一出好戏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出挑的

不仅是几个角儿、几个唱段，更是剧组、团队

以及剧院整体。“传”的是精气神，是劲往一处

使的理念和共识。在日常排练、演出过程中，

青年演员、编导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获取

精神滋养，并将这种敢于创新、锲而不舍、团

结协作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帮”是帮助钻研技艺、夯实基本功。“四

功五法”是戏曲表演的基础和根本，青年人

才需要在老中青代际传承中，在前辈们的细

致帮助下苦练技艺。对剧团来说，“帮”在人

才梯队建设方面作用明显。在尚长荣、李炳

淑、陈少云等老艺术家帮助下，上海京剧院

的奚中路、李军、史依弘等中生代实力派演

员成长起来，他们又帮助熊明霞、王珮瑜、傅

希如等年轻演员成长。由此，我们形成了代

际之间的帮扶梯队。老艺术家们以实际行

动扶携后辈成长，为他们搭戏站台。“青春跑

道”“京武会”“实力派”等专题演出，青京赛、

梅花奖、白玉兰奖等多项评选，台前看到的

是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幕后留下的是老艺

术家们手把手指导的身影。

对戏曲流派传承发展而言，“帮”的作用

不容忽视。京剧界有句老话：千生百旦，一净

难求。目前，京剧花脸人才较为稀缺，特别是

铜 锤 、架 子 、武 花 脸 在 细 分 之 下 ，出 角 儿 更

难。近年来，上海京剧院架子花脸人才储备

大大提升，缘于尚长荣主动挑起“帮”的重担，

不仅在院内培养，手把手地传承，更是通过举

办 研 修 班 ，为 各 地 京 剧 院 团 输 送 了 花 脸 人

才。麒派人才的培养同样如此。上海京剧院

是麒派的大本营，陈少云多年来从剧院发展

出发，不仅培养了多位出色的麒派

传承人，也通过开办研修班，为各

大院团培养了麒派人才。

“带”是带领人才成长、带动戏

曲事业发展。“传帮带”作为人才培养

方式，受益的不应仅是个人，效果也

不是短期的。院团“排头兵”应充分发

挥人才和影响力优势，带动戏曲艺术出

新出彩。地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国家

重点文艺院团，上海京剧院不能仅为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劳作。我们积极主动

地、广泛地与其他院团交流合作，介绍人

才培养经验，共同为戏曲艺术发展贡献力

量。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今

天，我们有信心与戏曲同仁们一道，开掘

“传帮带”的当代内涵和价值，为戏曲事业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作者为上海京剧院院长，迦山采 访

整理）

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张 帆

传统戏曲如何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角

儿 ”，既 是 老 话 题 ，也 是 新 形 势 带 来 的 新 课

题。近年来，各艺术院团都在进行新的探索，

本着“人才高度决定艺术高度”的理念，通过

创新实践和机制革新，努力培育艺术能力和

文化素养兼备的青年人才。

多 演 出 是 戏 曲 演 员 成 才 的 必 经 之 路 。

戏曲院团要达到出人、出戏、出效益的目标，

千头万绪，关键是多练功、多排练、多演出。

实践证明，童子功固然重要，但最终能否成

为高水平戏曲人才，还取决于院团培养和舞

台历练。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唯有持之

以恒地多演出多实践，才能保持精湛的艺术

水 平 。 多 年 来 ，浙 江 婺 剧 团 年 均 演 出 500
场，其中包括进校园、城市交流演出、公益演

出等，基本实现了“人人有戏演”。为发现人

才、培养人才，我们根据演员自身特点，适时

量身定制剧目，让后起之秀挑大梁。对于新

剧目主演阵容，优先考虑优秀青年演员。我

们 发 现 青 年 演 员 李 烜 宇 嗓 子 条 件 好 、悟 性

高、学戏快，在复排经典剧目时，让这位进团

仅 3 年的演员担纲主角，并安排 20 多位艺术

功底深厚的前辈为他配戏。李烜宇不负众

望，凭借在剧中的出色表现，一举夺得第二

十六届白玉兰奖新人主角奖。

从院团角度来说，好团风是培养人才的

有力支撑。好团风是一种藏在心中的美德，

一种深植脑海的自觉。我们将职业道德教育

融入制度建设，提高全体演职人员素养，形成

良好团风，帮助人才成长。比如剧团在 20 多

年前就实行演出前禁烟禁酒的规定，提高大

家内心对艺术创作的敬畏。当“有戏演不算

苦，没戏演真叫苦”成为剧团上下的共识，当

主要演员不搞特殊化，龙套演员甘当螺丝钉，

好团风就会传承下去，人才成长的土壤就会

丰沃起来。

人才培养关乎剧种传承创新，我们要根

据 剧 种 特 点 以 戏 带 功 ，以 戏 育 人 ，以 功 促

戏。就婺剧而言，文戏武做是一大特色，深

受观众喜爱。能胜任文戏武做剧目的演员，

必须文武兼备、唱念做打皆优，需要重点培

养。我们让青年演员在文戏武做经典剧目

中 担 纲 主 角 ，锤 炼 他 们 的 专 业 技 术 。 婺 剧

《断桥》以主角许仙的“十三跌”著称，跌打滚

翻层出不穷，团里两位梅花奖得主杨霞云、

楼胜，都是在这一剧目排演中成长起来的。

现在，经过他们的传承创新，“十三跌”桥段

还增加了不少精妙的舞蹈动作，让《断桥》的

武戏分量更重、表演技巧更多、难度更大，更

具观赏性。

除了培养主要演员，浙江婺剧团还打造

了一支高水准武功演员队伍，为发扬婺剧特

色提供坚实保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武

功演员也像“兵”一样，练功期长，舞台青春期

短。虽然属于配角，但高水平武功演员同样

是作品艺术表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盗

仙草》中精彩的踢枪为例，主角要踢枪成功，

必须通过武功演员无数次娴熟无误地抛枪陪

练，但武功演员往往无缘获奖。我们完善绩

效机制，对武功演员给予奖励，增强他们的获

得感。除此之外，我们还帮助演员们解决各

种生活困难。在一系列措施保障下，浙江婺

剧团的武功演员队伍不仅为本团演出作出贡

献，还经常支援兄弟剧团，帮助补齐短板，并

先后多次担任央视春晚、央视新年戏曲晚

会等重要演出的武场班底。

戏 曲 人 才 培 养 任 重

道远，我们将继续编好

戏、演好戏，鼓励青年

演员以更高的目标、

更深的功夫传承创

新婺剧，为中华戏

曲百花园增添更

多亮色。

（作 者 为

浙江婺剧艺

术 研 究 院

院长）

“多演出+好团风”铺就成才之路
王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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