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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秀 ! 社区版

!"#$上海高校京昆青春汇演成功举行! 沪上六所高校师生共献一场戏曲盛宴

生旦净丑 六校戏迷聚同济 唱念做打 学生票友显神通
本版撰文 赵子谦 !同济大学" 龚诗怡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本版摄影 华明杰 !上海电影艺术学院"

将传统戏曲文化辐射到全市高校
"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落户同济大学 ##年

生旦净丑、插科打诨、锣鼓齐鸣、粉墨登场……舞台上，精巧的
布景，精美的戏服，精致的妆容，精彩的演出，这一切却不是发生在
大戏院，而是在大学校园里。11月19日下午，2016上海高校京昆
青春汇演在同济大学129礼堂成功举行。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六所
高校的学生票友共同献上了一场戏曲盛宴。精致、走心，是这场汇演
给人最直观的感受。

! !同济大学历来重视传统文化，在国内高校中
较早引入了昆曲艺术教育。!""#年 $月，由上海
市教委授牌的“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
落户同济大学。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实践基地
突破重重困难，获得多方支持，已成为弘扬中华
文化、普及传统戏曲的重要平台。

坚持传承数十载
说起同济戏曲文化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

#"年代，京剧社团率先成立，并一度大热。到了
八九十年代，又成立了昆曲社。之后便由一代代
喜爱京昆的师生将社团传承了下来。
作为一所工科院校，同济大学坚持传承戏曲

数十载，与其悠久的人文历史氛围密不可分，建筑
专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筑也是一门艺术，
而艺术都是相通的，同济建筑系有多位老教授都
特别喜欢戏曲，并从中吸取了不少艺术养分。比如
陈从周老先生，就是京昆发展的中坚力量。
给每个爱好戏曲的学生一个发展的机会，是

同济大学创建京昆基地伊始就坚持的宗旨。中国

京剧十大名票之一的李健，学生时代就痴迷于戏
曲，但那时信息闭塞，常常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
只为打听一些京剧的演出时间，更不用说请老师
系统学习了。如今的情况大有不同，除了欣赏戏
曲的机会变得唾手可得，京昆基地还聘请了专业
老师来指导学生。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汇演比
赛，也给了学生们更大的展示空间，激发了他们
深入学习的兴趣。

两个课堂都精彩
除了基地提供的第二课堂学习机会，第一课

堂同样也有一片阵地。上个学期，同济大学力推
以京昆为主的中国戏曲欣赏课程，反响格外热
烈，开课时超出了计划选课容量 #"余名。基地还
面向社区、面向全国、面向海外“三位一体”开展
传统文化宣传普及工作，为学生们提供资金购买
戏票，或邀请京剧名家进入校园。
“让每个同济学生在校阶段都能欣赏一场京

昆剧”成为学校的推广目标。学校先后引进《青春
版牡丹亭》、昆曲《班昭》、京剧《廉吏于成龙》，都

引起了极大反响。每次演出都会赠票给留学生群
体。!"%!年，同济大学主办“雅韵流芳———中日
青年京剧鉴赏会”，基地学生与日本樱美林大学
的学生同台表演，并于 !"%%年、!"%$年、!"%#年
分别派遣师生到美国、俄罗斯、德国、芬兰、韩国
等国交流，将京昆文化远播海外。

今年是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发展
里程碑式的一年，十余年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认可，在普及面影响力和优秀京昆文化传播人才
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第十二届全国高校
京剧演唱研讨会上，基地派出的师生获得 &个一

等奖、%个二等奖，基地今年还被评为“中华优秀
文化传承基地”。

京昆社团接力赛
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推进日常工

作，主要依托 !个学生社团：同济大学京剧社和
同济大学昆曲研习社，目前共有活跃社员 %""多
人。近两年，同济大学新成立了越剧社，与京昆社
团成为基地的三驾马车。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不仅为戏迷同学提供了学习与展示的空间，也在
上海大学生群体中营造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十余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传统戏曲的年轻爱
好者。
孔令斯就是其中之一。在京昆汇演后台，脸

上画着曹操脸谱的他，虽然身材不高，但身姿异
常挺拔，气质颇有古韵，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祖籍
天津的孔令斯，一入校就在同济京剧社学习，迄
今已有六年，现在已是京剧社的社长。六年来，他
与京剧社一同成长，见证社团从一开始的小打小
闹、自娱自乐，到请专业老师前来系统化教学，再
到后来有能力举办全市大型京剧文化活动。而他
也于 !"%#年 &月赴德参加交流，演出的京剧《青

梅煮酒论英雄》在今年的第十二届全国高校京剧
演唱研讨会上获得一等奖。

基地面向全市高校中外大学生，每周定期开
设昆曲教学课 $次、京剧教学课 !次。两个学生
社团每学期招收新成员，通过教唱、观摩戏曲演
出、举办论坛沙龙以及学生专场演出等活动，提
升大学生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理解和体验。由于基
地面向全上海的大学生开放，因而同济的戏曲文
化已经开始逐步辐射全市。此次京昆汇演中，上
海财经大学的潘怡麟与华东师范大学的罗恺文
就在基地连续学习了多年。

高校戏曲汇演十余年
上海财经大学潘怡麟同学以一曲《贵妃醉酒》

惊艳开场；今年是汤显祖诞辰 &""周年，同济大学
昆曲社带来《牡丹亭》的《闹学》《游园》《惊梦》选
段，回眸经典，对话名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京
剧清唱《武家坡》、复旦大学枫林京剧社的《淮河
营》……学生戏迷各展所长，异彩纷呈。

从 !""#年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落
成至今，由同济大学举办的上海高校戏曲汇演已
经走过了 %%个年头。起初，昆曲社与京剧社是分
开活动的，今年，为了整合社团之间的优势资源，
将两场汇演合二为一，促成了一台高水平的戏曲
嘉年华。
十余年间，每一场汇演都令人难以忘怀。同济

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周宏武介绍，以前京剧汇演放
在校外，主要借用逸夫舞台，邀请京剧院专业老师
为学生演员做各方面指导与配合。
“今年由于京剧院全国巡演任务繁重，所以我

们邀请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曲专业的师生帮忙。舞
台指导是专业老师，服装、化妆、布景、伴奏也都是
上戏负责，还邀请戏曲专业的同学、曲社的指导老
师当助演。因此才有了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周宏
武感慨说，是上海大学生戏曲艺术实践基地的长
期支持，才让学生戏迷们有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来
发展自己的戏曲爱好。

繁忙中享受别样精彩
演出开始前一小时走进后台，还没靠近礼堂

侧门，就听到“咿……”一声响亮的戏腔，贯穿整个
后台。勤劳的演员们已经开始早早地练起了嗓子。
后台各工种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化妆师和演
员个个动作沉稳、神情严肃。最引人注目的，当属
排在第一个登场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潘怡
麟———她早已穿戴整齐，一身贵妃扮相，对着大礼
堂的玻璃门，十分沉着地练习着。午后的阳光照得
她的头饰闪闪发光，自成一番迷人的景致。

另一组引人注目的排练者是一对男女组合，
同济大学大二学生王嘉鑫与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
生罗恺文合作带来了《牡丹亭·惊梦》。罗恺文本科
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一直都很喜欢古代文学，对
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网上认识了同济大学昆
曲社的指导老师沈小燕之后，她从本科开始每个
星期都到同济昆曲社学习。她的搭档王嘉鑫则是
在合唱团演出时被昆曲社发掘，改换了门庭。“我
之前是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现在又开发了对昆
曲的审美。接触不同形式的音乐，可以欣赏到不同
的美，在繁忙生活中接触到另一个精彩世界，我很
幸福。”虽然王嘉鑫仅仅学习了两个礼拜，但他们
的配合已经能看出几分默契。
化妆间角落里的几个大学生，举手投足之间

透出深厚功底。他们是此次受邀前来表演的上海
戏剧学院戏曲专业的同学，带来了京剧《萧何月下
追韩信》。压轴出场的他们，还没有完全上妆。十几
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即便身处角落也分外显眼。
作为此次汇演舞台上唯一的一群科班演员，他们
的状态比较轻松，互相开着玩笑。一旦到了上妆的
时候，脸上的神色又立刻认真起来，带着专业演员
特有的镇静和从容。

留学生领略戏曲魅力
汇演从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氛围中。

台下的观众，既有白发苍苍的老票友，也有专程前
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国留学生，还有大一大
二第一次听戏的“小鲜肉”们。

来自澳大利亚的皮尔今年刚到同济，主要任
务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能有机会观看到我们
的国粹，让他倍感激动。虽然存在语言文化的明显
差异，但演出全程他都保持全神贯注。演出结束
后，委内瑞拉的女留学生瓦伦蒂娜红光满面地走
出 %!'礼堂。她之前就在网上看过戏曲表演的视
频，被深深震撼。“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观赏中
国戏曲，还拍了照片发给我故乡的小伙伴们，以后
一定会向他们介绍中国戏曲的魅力。”
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一位气质颇有古韵的老

先生颇为引人注意。比起其他观众的热情，他的眉
宇间多带了几分了然与宁和。他是知名琴师缪惟
侠，与本次汇演特邀嘉宾、中国京剧十大名票之一
的李健长期搭档。为了支持李健的表演，更为了在
年轻学生中大力传播传统戏曲艺术，他特意来到
现场。
谈起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这位老票友不免

露出了几分担忧：“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许多人
都比较急躁，静不下心，而社会文化氛围也不像过
去，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传统戏曲。这些因素
就导致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研究英文、学习西
洋乐器，而面对这些老东西，越发坐不住了。”听说
大学校园里坚持举办多年京昆汇演，仍有些大学
生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发挥文化素养的优势，认真
学习国粹，老人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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