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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邱俪华

青年演员已逐步成为剧院发展

的主体力量，人才“长”于舞台，如何

为这些青年人创造更多的艺术培训

和舞台实践机会，促进他们艺术实力

的全面提升，扩大他们的社会知晓度

和影响力，不仅关系到每一位演员自

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有戏曲院团的

发展前景。作为上海京剧院人才培养

的品牌项目———“青春跑道” 昨天召

开新闻发布会。

自 2011年举办以来，集结全国顶

尖师资力量， 为青年人提供优势演出

平台，通过竞争机制选拔尖子人才，为

剧院打造高质量、 高水平的艺术人才

梯队， 为剧院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充分

的人才储备。项目通过整体规划、立体

宣传、强势打造，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

有计划地推出具有高质量、 高水平的

品牌演出和系列活动。 项目实施多年

来， 得到了上级部门和专家老师的关

怀帮助，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同时，作为品牌的延伸活动———

第二季“青春跑道”接力篇汇报演出

即将于 12 月 25 ?至 12 月 27 ?在

上海周信芳戏剧空间进行集中展演，

在此项目中的 9 位青年演员们将为

业内外集中汇报展示他们所学的 9

出经典传统剧目。与此同时，上海京

剧院也将举办主题讲座、学术研讨会

等一系列的活动，邀请全国戏曲专家

集结一堂，共同探讨持续培养和打造

青年人才对于戏曲事业的传承与发

展的重要意义。

上海京剧院人才培养品牌项目九年成果卓著

“青春跑道”助成长
申城京剧后浪来

“青春跑道”一季周期为五年，每

一年，根据培养工作所处的不同阶段，

分别以“起跑”“跨越”“接力”“冲

刺”“决胜”为副标题，梳理出青年人

才培养的规律以及整体脉络。每年的上

半年完成宣传、集训（专家指导）、剧目

合成、响排以及彩排审查任务；每年的

下半年完成演出、新闻报道、专家座谈

会任务，从而查找不足和总结经验。

“青春跑道”项目从策划之初，就

确定贯彻“以戏促功”的理念，剧院组

织青年演员对一系列传统剧目进行系

统学习和排练演出，既有经典传统大

戏，又有经典传统折子戏。

2011年－2015 年，在“青春跑道

（第一季）”中，培养对象共学习演出剧

目 104 出，其中折子戏 81 出、大戏 23

出。2017年-2020年，在“青春跑道

（第二季）”中，培养对象共学习演出剧

88出，其中折子戏74出、大戏14出。

大量的传统戏的学习、实践，不仅

加强了青年演员的唱念、身段、表演能

力，同时也令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剧目

以及舞台表演经验。除了注重对传统

戏的集中传承外，剧院也通过该项目

为青年人才打造了接棒经典新创剧目

的空间。

2014 年，剧院调动剧院老艺术

家、中年艺术骨干发挥“传、帮、带”的

力量，向青年演员传授《狸猫换太子》

（上下本），帮助青年演员通过新编戏

的学习实践，提升对角色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的综合能力。在项目实施的数

年来，剧院也相继推出了传承版“尚

长荣三部曲”、《成败萧何》以及《盘

丝洞》等经典原创保留剧目，担任这

些传承版剧目演员均是从 “青春跑

道”项目里成长起来的青年演员。

邀请名家专家对每一位计划内的

演员进行点对点的教学和指导也是

“青春跑道”项目的一大特色。

2011 年－2020 年 “青春跑道”

共聘请全国范围内的授课老师共 58

人。除了考虑行当、流派等等情况，

“青春跑道”项目也注重教授青年演

员们学演一部分“海派”剧目，尽可能

达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博采众长的

学习效果。

此外，在每一阶段的汇报展演后，

剧院都会邀请艺术家、学者和上海京

剧院的领导班子共同对项目这一阶段

的实施情况进行探讨，总结项目在此

阶段的经验与不足，共同对上海京剧

院青年人才培养的方向、重心及下一

步的具体做法群策群力、献计献策。专

家表示：上海京剧院人才济济，每一个

行当、流派都不乏“尖子生”，如何人

尽其才，系统规划是剧院关于人才培

养工作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

在一批如尚长荣老师一样的对戏

曲传承呕心沥血的老艺术家们的讲解

授课和倾力指导下，青年演员们有了

质的飞跃。只要青年演员想学，尚长荣

老师总愿意为他们敞开大门，经常与

青年演员们话家常、“开小灶”，从戏

里到戏外，从戏曲史到京剧典故，从吐

字发声到对人物情感的理解酝酿，尚

老师都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青春跑道”项目通过层层选拔、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既给有潜力、有

追求的青年演员提供发展的空间和成

长的舞台，同时，也始终遵循金字塔式

培养模式，为剧院选拔拔尖的表演艺

术人才。

项目在启动之初几乎囊括了剧院

全体青年演员，之后通过专家讨论、打

分的选拔机制，一年一甄选，层层缩小

培养范围。2011 年，第一季启动时，

“起跑篇”培训演员人数 63 人，“跨

越篇” 培训演员人数 44 人，“接力

篇”培训演员人数 21 人，“冲刺篇”

培训演员人数 16人，一批拔尖青年艺

术人才通过该项目脱颖而出。

2017 年，剧院继续推出“青春跑

道”第二季，采取“青春擂台赛”同台

竞技、择优入选的选拔机制，组织了剧

院的 55位青年演员进行集中展演，并

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结合大众评审

的共同参与进行选拔，范围不仅囊括

了参与过第一季“青春跑道”的“80

后”青年演员，也包括一批刚进入剧

院的“90”后、“00”后新生代演员。

通过遴选，当年共有 13 人被纳入

“青春跑道”第二季的培养计划。

傅希如、蓝天、杨扬等一批在“青

春跑道”项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演员

不仅入选了上海“青年文艺家”，更是

在近几年剧院的重点新创剧目《浴火

黎明》《春秋二胥》《唐婉》等中担纲

主演。

傅希如在第 29 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的平台上夺得了“梅花奖”，成为了

上海京剧院第 9位梅花奖得主。

上海京剧院已连续 10 年不间断

地在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平台上

大获丰收。这与剧院多年来坚持不懈

地推行“青春跑道”人才培养机制是

分不开的。

自 2011 年起，在白玉兰的获奖

名单中，有 6位从项目中成长起来的

青年演员获得了“主角奖”；7 位获得

了“新人主角奖”；1 位获得“新人配

角奖”；2位获得了“主角提名奖”；2

位获得了“新人主角提名奖”。

2012 年，上海京剧院在参加“第

七届全国青年京剧电视大赛”中获得

了 7金 12银的好成绩，实现了剧院的

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其中，蓝天获得了

该赛事老生组榜首，郝杰获得丑角组

榜首。上海京剧院也因此成为所有参

赛院团中决赛入围率最高（100%）、

获得奖项数最多、决赛总分排名前十

所占份额最大的院团。

自 2011 年起，为配合项目的宣

传，剧院不断推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的推广手段对项目及青年人才进行整

体包装:摄影比赛、剧场开放日、微电

影《梦·青春》、商场快闪活动等层出

不穷、新意不断。

2017 年，该项目还联合上海市民

文化节平台共同主办，将剧院的人才

建设与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相结合，引

导广大市民深度参与到此项目中，广

大市民既是演出受众，同时又是“青

春擂台赛”的“大众评审”，通过提前

在网络平台发布征集了 40 位大众评

审团参与青春擂台赛，其中既有普通

观众也有媒体记者，通过投票的方式

公平、公开地票选出他们心目中“最

受媒体、大众喜爱演员奖”。一

系列的宣传推广举措不仅

帮助青年演员提升了业

务能力，同时也为青年

演员们提升了社会知

晓度，培养和拓展了

他们的粉丝群。

香港电影的辉煌一去不返，影

迷往往只能去故纸堆里爬梳资料，

谁知美国部分城市本月开启的“王

家卫的世界”4K 修复版电影回顾

展，陆续发布系列海报、剧照和预

告片， 那些熟悉面孔竟又呈现新

貌，既像鸳梦重温，又给影迷常看

常新的期待：难道我们以前看的是

假王家卫？他到底还有什么惊喜留

给影迷？

要说王家卫是 “宝藏导演”并

不为过， 因为他还有满山满谷的

“文物”亟待出土。某位香港资深电

影人曾告诉我，香港导演里，只有

王家卫的胶片乃至所有资料是被

保存得完完整整的，而其他香港电

影的吉光片羽，好的坏的，早已化

尘化土。

究其原因， 这位电影人解释

说，一是因为香港电影工业如火如

荼的年代，生产速度可说是马不停

蹄，从创意到摄制再到公映，很多

作品在整条流水线上被不断推翻、

扬弃、创新———当然由此也可窥见

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

特点。想起某年媒体探访邵氏老片

场，很多拷贝如同白头宫女，尘土

满面，无人问津。尤其大多版权归

属于电影公司而非主创本人，那些

相关物料也就散落人间。二则因为

香港寸土寸金，电影人当时也并没

有足够空间去收集自己的剧本、剧

照、分镜本、美术设计稿等资料，尤

其在存储不便的上个世纪，搬一次

家等于遭一次火灾，碎纸片自然被

扔进垃圾堆。凡此种种，说起来叫

人很是唏嘘。

可能只有王家卫早有收藏草

稿、传诸后世的自觉，何况他还有

自己的公司可以收容创作途中遗

下的一砖一石，数十年影坛生涯下

来，几乎坐拥一座宝山。随着胶片

退出历史舞台， 上个时代谢幕，只

有他还可以时不时拿出一段过去

的胶片，换个时空、换种心情重新

剪一剪，可能就是新篇章。想想《一

代宗师》 到底剪了多少个版本吧，

足见他有海量的拍摄素材；又比如

那部纪录片 《摄氏零度·春光再

现》，随手拿出《春光乍泄》里没有

使用的一些片段，就足以让影迷尖

叫好几年。

这才是电影胶片的最好归宿

吧。在很多故事里，那些陈年胶片

有的被编织成灯罩，有的被缠在自

行车横梁上， 可以防止漆皮剐蹭。

被做成灯罩的胶片， 即使废掉了，

还可以通过灯火折射，绽放万花筒

般的光芒，继续发挥余热，虽然也

算得是一种虽死犹荣，但到底是终

陷泥淖中，失去了作为电影胶片的

最起码的体面。

好在王家卫电影的宝藏还在，

一段胶片，一个道具，一张惊鸿一

瞥的剧照，都是组成他迷人的电影

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只有如

此珍视每一根羽毛的电影人，才可

以与观众继续上演相看两不厌的

戏码。

为什么他是
宝藏导演？

长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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