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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朱光）文
化部昨今两天在上海市召开 !"#$

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 !%&' 年艺术创作

工作，部署推进 !%&$年及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点任务，要求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对艺
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努力推出更
多优秀作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文化部党组
书记、部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讲

话，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
云虎出席会议，上海市副市长翁
铁慧出席会议并致辞，文化部副
部长董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
扎实做好 !%&$年艺术创作工作。
紧紧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周年
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主题，开
展创作。抓好重点剧目的创作和
打磨提高工作，推动现实题材创
作，创作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

努力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全国艺术创作会议在沪举行

! ! ! !原创滑稽戏《皇帝不急急太
监》首轮上演，不仅“笑”果爆棚，
还弥合了父母与适婚年龄子女之
间的裂缝，因而上海滑稽剧团将
于 )月 !日再度上演该剧，成为
当下滑稽戏为自身发展探路的有
益尝试。近来，随着“一团一策”在
本市 #*家院团的深入开展，由此
衍生开来的“一人一策”“一团一
精品”等体制机制创新，使得人才
梯队逐渐完善，精品力作逐渐涌
现；上海的文艺天地繁花似锦、前
程远大。

一团一策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通俗而

言，“一团一策”就是希冀本市 &*

家文艺院团按照自身个性，探寻
符合自身艺术发展规律的整套策
略。这套创新机制的启动，源于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上海
整个文艺界的响应与实践，也是
“十三五”文艺规划的根本。

全面铺开“一团一策”以来，
各个院团都推出了符合自身特色
的制度———国际艺坛通行的“委
约制”，让上交、上芭、歌剧院等讲
着“世界语言”的院团更紧密地融
入全球艺术的交流与循环。即将
于 + 月 !* 日在沪举行世界首演
的叶小纲作曲的《敦煌》，是第 ,+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

上的重头戏，也是上交向叶小纲
委约的作品。上交团长周平表示，
“向艺术家委约创作是上交的传
统，‘委约制’使得这一传统得到
巩固和发扬，使得我们与全球音
乐家的交流更紧密，出精品的概
率会增加。”“学馆制”则是由上昆
推出的戏曲院团传承机制，让戏
曲名家手把手带徒弟，言传身教
“开小灶”……

一人一策
率先推出“艺衔制”的上海歌

舞团，通过 !年亚洲巡演舞剧《朱
鹮》，已经形成了“《朱鹮》现象”。
据歌舞团团长陈飞华介绍，“艺衔

制”就是进入竞争激励机制，让演
员们“活”起来，通过严格考核，设
立“首席、独舞、领舞和群舞”等
次，到 !"&$ 年，拥有“艺衔”演员
,&人，占舞团总人数的 ,+-，夯实
了舞蹈人才梯队。因而《朱鹮》一
剧拥有 ,组领衔主演、$位鹮仙、*
组双人舞、!+只群鹮，使得该剧能
够在 ! 年内巡演 #)% 余场，!%#'
年摘得“荷花奖”。首席朱静洁的
个人粉丝达到 ,)万人……

人才梯队建设的同时，“一人
一策”也齐头并进。在戏曲院团方
面，具有领军带头作用的艺术家
也可以建立个人工作室，并配备
相应资源。史依弘、王珮瑜、沈昳

丽等在京昆等戏曲方面影响力卓
著的中青年艺术家，也拥有自己
的工作室甚至公司，直面市场，刮
起阵阵“传统文化时尚风”，滋养
青年观众的心田。他们通过举行
戏曲与流行音乐乃至相声的跨界
融合，现场讲解乃至直播的创新
形式，让传统文化得以扎根当下。

用好人才的策略还体现在跨
国人才交流上。上芭首席演员吴
虎生与来自美国辛辛那提芭蕾舞
团、纽约芭蕾舞团等优秀演员“交
换首席位置”。此举还吸引了留美
舞蹈家谭元元、留法钢琴家吴牧
野等“回流”，由此更加显现“国际
文化交流码头和源头”的态势。

一团一精品
一团一精品，正是眼下院团

深耕的目标。去年正逢戏剧大师
汤显祖逝世 +%%周年，上昆成为
全国首家能够把汤翁“临川四梦”
四部昆剧大戏“复活”于舞台的院
团。而且，其中《南柯记》更是给了
年轻人施展的主舞台，这在他们
的“大师姐”、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总裁谷好好看来，颇为令人羡慕。
在不到 !%年前，刚毕业的谷好好
以及同学们，连跑龙套的机会都
几乎没有。

!%#'年，本市 #*家院团新创
（含）改编大型剧目 $#部，较两年
前增长 ,#-；演出收入 !.+,亿元，
较两年前增长 !%-。以“出戏、出
人、出影响力”为最终评价标准的
“一团一策”整体改革，目前已经锁
定新一轮重大文艺创作选题。其中
包括京剧《北平无战事》、评弹《访大
山》、话剧《起飞在即》、舞剧《芦花
女》、交响乐《启航》、电影《围猎》《明
月几时有》、电视剧《大转折》等等。

与此同时，“党的诞生地文艺
创作工程”，还将梳理整合上海
“红色起点”文化资源，让革命传统
和红色文化薪火相传。而“开天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工
程”，则将通过寻根溯源，让我们更
加明白走来的路与今后的路。

首席记者 朱光

人才梯队逐渐完善 精品力作逐渐涌现
!一团一策"让上海 !"家文艺院团拥有更多活力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远远的
就可以听到徐玉兰《红楼梦》《春香
传》等经典唱腔悠悠传来。走近看，
龙华殡仪馆大厅门外两个大屏幕正
在循环播放徐玉兰的代表作片段，
一堵长长的照片墙上贴满了了徐玉
兰各个时期的剧照和生活照，足有
三百多张。早早赶来的戏迷们守在
在通道边等着送别徐老师，一位戏
迷还举着自己画的徐玉兰的经典形
象的漫画，他说要以此悼念徐老师。

走进大厅，白菊花、白百合、白

玫瑰、白色马蹄莲一片素白，挽联上
书“人如白玉戏如兰功绩载史册”
“情似高山爱似海桃李播天下”，照
片上徐玉兰神采奕奕，仿佛那个神
采飞扬的“宝哥哥”还不曾离去。

(点不到，大厅里已经站满了
面容悲戚的人群，年过古稀的著名
导演杨小青赶来了，她说徐老师等
老艺术家不仅艺术成就，品德上也
是我们的楷模。最年轻一代徐派弟
子王婉娜等也赶来了，昨晚，这些上
海越剧院九零后的新人还在海安演
出《红楼梦》，今天早上 )点发车赶
了过来，追悼会之后又赶回去，晚上
还有演出。“传承是最好的怀念”王

婉娜红着眼睛说。
大约 (点半左右，“林妹妹”王文

娟带着自己写的一幅字“玉兰大姐您
走好”，来送“宝哥哥”最后一程，上演
最后一出“黛玉葬花”。她说自己和玉
兰大姐 #(+*年开始合作，至今有近七
十年了：“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参
加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一起去抗美
援朝到朝鲜……”王文娟最近身体并
不太好，她说：“他们说我不要去了，
但最后一程我还是要送一送的，希望
她走好，希望她在天国开心。”在一曲
《玉兰颂》中大家排队送别越剧宗师，
大门外，还有大量越迷在等着向他
们心爱的徐玉兰老师告别……

一出“黛玉葬花”上午上演
越剧名家徐玉兰告别仪式举行

! 一位戏迷手举徐玉兰漫画前来送行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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