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有调查，有研究，还要有学习

“新时代戏曲人才培养，这一主
题调研终于提上了日程，值得好好走
访调查。”

“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很多次，需
要再做深入研究。”

“这是个关键问题，我们还需要不
断学习。”

……
10月11日，在全国政协京昆室调

研组出发去山东的路上，委员们一边认
真翻看京昆室准备的书面学习材料，一
边谈论着即将调研的内容，谈论中尽是
期待。

有调查，有研究，还要有学习。这
其实也是全国政协京昆室调研组的传
统。京昆室每年4次的学习恳谈会、每
次调研出发前为委员们准备的人手一本
的相关资料……学习，无处不在。

学什么？首先要学的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做出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还包括近期发表的
一些重要讲话精神。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指示。今年9月
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
持党管人才，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
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这次调研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
太及时了。”委员们都有这样的感受。

学习，也贯穿整个调研过程，还体
现在具体考察点。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和“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址，一张
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历史文
物、一尊尊革命先辈雕塑、一个个革命
先烈的英勇事迹……带领委员们走进了
80多年前那一段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
事中。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
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萦绕耳旁。

“这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课。”京昆室成员、中央军委办公厅原

副主任曹育民说。
“半条被子”的精神，温暖中国。

“半条被子”的故事，也搬上了戏曲舞
台。前有京剧 《半条棉被》 选段，后
有湖南省昆剧团的原创现代昆剧 《半
条被子》。委员们了解到，昆剧《半条
被子》 以一批年轻、功底扎实的演员
赢得了观众，全剧首演两场后，还被
临时加演。

“这就串起来了，有故事，有文
化，有精神，有艺术，还有理论，一气
呵成。”京昆室成员、湖南省社会主义
学院院长雷鸣强委员将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实地调研以及戏曲内
容联系了起来。

不学习还真不行！

2 话题不新，问题“新”

有精神引领，调研就有了明确方
向。

为深入了解当地戏曲传承发展情
况、人才培养具体状况，7天的调研行
程，委员们马不停蹄，下剧团、进学
校、入剧场，“站谈会”、座谈会、行
车间讨论会……大家深度交流，共同
探讨。

首要探讨的是对调研主题的理解
问题。

“几个特定词需要注意。”京昆室
副主任、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仝广成
进行了梳理，“第一，什么是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新
时代的本质和内涵作了深刻的阐释。如
何理解尤其重要。第二，什么是戏曲？
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表
现形式之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是
戏曲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什么是戏曲
人才？戏曲是综合性艺术，编剧、导
演、作曲、舞美等是人才；戏曲也是

‘角儿’的艺术，表演人才很重要。归根
结底，人才是根本。人才兴，戏曲兴。”

“关键是如何与时代同步，培养新
时代戏曲人才。”京昆室副主任、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杨承志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

戏曲人才培养，这是个老话题；新
时代戏曲人才培养，又是个新问题。

现代京剧 《奇袭白虎团》 可谓是
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剧目。1964年，
它多次进京演出，还受到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去年，山东省京剧院复排
《奇袭白虎团》，一经上演又引发广泛
关注。

“去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在复排初期，剧院

便有几点考虑：一是缅怀先烈，通过经
典文艺作品的复排，弘扬传承志愿军战
士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二是锻
炼人才，为排好《奇袭白虎团》，剧院
坚持‘全院发动’‘AB角管理’，以戏
带人；三是发挥经典剧目的时代意义和
价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山东省京
剧院院长蒋庆鹏向委员们介绍。

“戏曲创作、演出、人才培养各环
节要素都要与时代相适应，不能偏其一
要。”京昆室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
边发吉常委说。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3 有繁荣有发展有希望

山东和湖南都是戏曲大省。戏曲资
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本土剧种
繁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棉油灯结花挑几遍，为星梅做新
衣不觉明了天，可怜她待嫁的闺女离娘
远，与永泉同抗战……”在山东省吕剧
院，调研组一行看完吕剧《苦菜花》片
段，纷纷被它浓郁的地方色彩、跌宕起
伏的情节和剧中传达出的崇高的民族气
节所打动。据介绍，《苦菜花》首演于
1997年，是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
芬的代表作，曾获原文化部首届优秀保
留剧目大奖等多项国家级奖项，成为剧
院的经典剧目。

郎咸芬、李岱江、林建华……该剧
院不仅有这些享誉全国的老一辈吕剧表
演艺术家，还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才华的

中青年戏曲人才，有文化部“文华表演
奖”获得者，也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为充分发挥经典剧目的示范作用，
该剧院还开展了“吕剧经典剧目传承工
程”，精选 《李二嫂改嫁》 等多部经
典，进行多版本、高水平复排，深受当
地观众的欢迎。

“有没有经典剧目、有多少经典剧
目，有没有拔尖人才，有没有青年人
才，是一个剧种、一个剧团繁荣与否的
重要标志。”京昆室成员、广西壮族自
治区戏剧院院长龙倩委员说。

无独有偶，在湖南省湘剧院，委员
们了解到，自2009年以来，该剧院创
排的多部现代戏，如《李贞回乡》《月
亮粑粑》等都获得国家级、省级多项大
奖，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近年
来创排的湘剧《楚辞》《忠诚之路》等
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观众的好评。

现代戏繁荣发展，深受百姓喜爱。
那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的情况呢？委员
们心中有此疑问。

解开谜团的，不仅在剧团，还在戏
曲专业院校。

在济南市莱芜梆子剧团，委员们欣
喜发现，该剧团不仅恢复了传统戏，还
创排了很多新编历史剧。

“为什么要恢复传统戏？”
“一是挖掘我们莱芜的传统文化。

很多历史名人故事都发生在莱芜，传统
戏中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二是守正创新，
向传统戏学习，发展莱芜梆子。三是我们
当地的老百姓也喜欢，为人民服务嘛！”
该团团长李长生介绍完，“嘿嘿”一笑，让
现场的委员们也跟着哈哈赞叹。

传统戏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的学
生们学习、参赛、展演的必选剧目。

“老天爷睁（呐）开了三分眼，母
子们离却了那鬼门（呐）关……”这出
京剧传统戏《钓金龟》中高亢浑厚的嗓
音一出，就让委员们惊叹不已。一个老
旦、一个花脸——两个15岁、学戏4
年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演唱这出
名剧。据了解，这所公办的中等艺术专
业学校，是山东省京剧和地方戏人才主
要培养基地，累计培养戏曲专业人才近
400人，不仅极大地补充了当地院团的
后备力量，还推动了传统剧目教演一体
发展。

“看到他们，感觉戏曲大有希望。”
京昆室成员、上海戏曲学院原副院长王
立军说道。

的 确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制定颁布了一
系列利好政策，有力推动了戏曲的繁
荣，一批优秀传统剧目焕发光彩，一
批新编历史剧成为梨园亮点，一批新
创现代戏搬上城乡舞台。戏曲队伍也
涌现出一批拔尖人才，许多年轻新秀
崭露头角。但在戏曲事业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不少困
难，特别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青年
后辈力量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

“这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深入研
讨。”委员们一致认为。

4 试图解开“人才”问题

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
强。人才问题，关乎事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艺术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如何培养新时代戏曲人才，
已成为戏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经过 7天的调研，委员们发现了
不少好点子。

“济宁的院团有一个办法挺让人感
动，就是他们打破学历限制，与艺校
合作，建设传承基地，学生毕业直接
进入院团。”京昆室成员、大连京剧院
院长杨赤委员说。

而山东省京剧院采用的是一种提
前“跟踪”观察的方法，从京津沪等
地的专业院校院团中吸引优秀人才。

俗话说，刀在石上磨，人在戏里
练。山东省吕剧院以戏带人，用经典
剧目复排培养人才。“比如《李二嫂改
嫁》 已经传承了六代，去年还做了一
场四代同台演出。”京昆室成员、河北
省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副团长刘莉
沙委员对此印象深刻。

不管是山东还是湖南，院团与艺
术学校联合培养的方法比较普遍。比
如，院团委托艺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
式，院团先招生，选好苗子，然后送
到学校培养、培训，之后再择优回到
院团。

还有，很多地方戏都是非遗项
目。院校院团成立“地方戏曲非遗传
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聘请非遗
传承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为教授教学
培养。

以师带徒、口传心授，名家传
艺，是传承戏曲艺术、培养戏曲人才
的好做法，是发扬师徒传承的优良传
统。

“育人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但还要
有留人的办法。”京昆室副主任、中国
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文章认为，戏
曲人才是特殊人才，培养周期长、难
度大、成本高，政策上不仅要继续给
予扶持，各院校、院团也要根据自身
不同的情况加大戏曲人才培养投入，
完善学习者、举办单位、政府等多渠
道经费筹措机制。

困扰大家的还有，院团的编制、
职称等保障问题。对于此，杨承志表
示，剧团既要有保障，也不能养闲
人，用好编制，才能给戏曲人才提供
坚实的保障。

“现在很多剧团缺乏青年领军人
才，要给青年人更多、更灵活、更高
端的平台来充电学习交流，不失一种
办法。”京昆室成员、山西省晋剧院艺
术总监栗桂莲委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京昆室副主任谭孝曾是京剧谭派
艺术第六代传承人，根据当前戏曲
发展现状与多年经验，他表示，现
在很多戏曲院团缺乏好编剧、好导
演 ， 在 培 养 表 演 类 尖 子 人 才 的 同
时，院校院团还要着力培养编剧、
导演等主创人员。

戏曲是“角儿”的艺术，一个好
“角儿”能救一个团，一批好“角儿”
能救一个剧目、能救一个剧种。京昆
室成员、国家京剧院三团原团长张建
国委员多年来一直关注人才培养问
题，他认为，中国戏曲事业之所以代
代相传，关键是人才培养的延续性以
及戏曲演员从小培养、“口传心授”等
独特教学规律得到尊重。为此，他建
议，要尊重戏曲人才培养规律，演员
要从娃娃抓起，发现了好苗子可以适
当打破“陈规”大力去培养。

委员们在调研时还发现，现在有些
戏曲中专院校学制是六年，国家免费三
年，另外三年就得到处筹集资金，这给
院团院校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京昆室成
员、国家京剧院艺术总监袁慧琴委员认
为，戏曲的人才培养需要得到全社会的
关注和通力合作，优化戏曲人才培养环
境，形成可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对于人才培养来说，
初心、立德很重要。从戏曲发展来
讲，守正、创新是关键。从社会效益
来看，精湛、铸魂是目的。我想不管
是院团还是个人，出人才、出精品，
才能使戏曲事业向前发展。”京昆室成
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侯露
也试图来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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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人才培养是一项大工程
——全国政协京昆室“新时代戏曲人才培养”专题调研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郭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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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面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
曲事业关键在人。在京昆室每季度举办的
学习恳谈会上，委员们都会提到戏曲人才
培养问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十四五”规划实
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政协京昆室根据委
员们的意见建议筹备了此次以“新时代戏
曲人才培养”为主题的调研活动。以期通
过今明两年的时间实地走访、调查，并组
织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进行研讨，提出意
见和建议，进而推动戏曲事业的繁荣发
展。因此，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任组
长的调研组一行，于 10 月 11 日至 13 日、
18 日至 21 日奔赴山东、湖南，开始了为
期7天的调研之旅。

▲戏曲院校的学生们日常练功

▲调研组成员与剧团演员的“站谈会”

▲戏曲盔帽

▲调研组成员与老艺术家李岱江交流

▲戏曲乐队伴奏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中的雕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