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市民文化节中华戏曲演唱大赛的最后一站———“宜川杯”市民京
剧大赛颁奖展演暨2015苏州河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昨天在普陀图书馆剧院
举行。优秀小票友、全国京剧名票、侨居海外多年归国的骨灰级票友、上海医学
界的梅派“泰斗”和跨界名票钱程、梅兰芳京剧大赛金奖得主李军、京剧名旦杨
国静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太真外传》《智取威虎山》《穆桂英挂帅》《咏梅》……
一个个折子戏，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传统艺术的魅力和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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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上海市民文化节戏曲演唱大赛举行

! ! ! !中华戏曲演唱大赛由市民沪剧大赛、市
民曲艺大赛和市民京剧大赛三大赛事组成，分
别由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普陀区主办。戏曲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鲜
活和立体的展现，大赛旨在推进中华戏曲艺术
的传承和创新，实现戏曲艺术的振兴和发展，
把舞台搭建在民间，把来源于群众的戏曲回馈
给群众，通过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传承中华戏
曲。大赛自 "月启动以来，经过初赛、复赛和决
赛，最终决出 #$名优秀沪剧选手，%$名优秀
曲艺选手和 %$名优秀京剧选手，他们共同荣
获“百名梨园（曲坛）民角儿”称号。

市民京剧大赛

少年青年当主角
专业院团!跑龙套"

市民京剧大赛由普陀区主办，宜川街道、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京剧院等单位承办，
桃浦文化馆等单位协办。“穿林海跨雪原气冲
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抬腿、勒马、
蹬腿、小踮步，亮相，眺望……年仅 &岁的“小
杨子荣”———闸北区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吴
东泰一出场就博得满堂彩。最终，他昂首闯入
'$强，获得“百名梨园（曲坛）民角儿”称号。

进入决赛的选手，($ 岁以下占了 )"*，
青少年团队更是异军突起。在参加决赛的三
位少年儿童中，最小的缪嘉霁年仅 +岁。而另
三位进入决赛的复旦大学学生成绩也不俗。

今年五月，普陀区在月星环球港举行了
“京剧四大行当”展览，以珍贵的实物、照片和
影像吸引市民关注京剧艺术。展区内还特设
儿童互动体验区，推出了“京剧脸谱 ,-.”亲
子贴贴乐和“京剧行当猜、猜、猜”等寓教于乐
的互动活动，拉近了京剧与儿童的距离。

决赛时，京剧院院长单跃进也在现场为

选手们喝彩。京剧院还派出院专业乐团为选
手们全程伴奏，从彩排、比赛到演出，近 %$个
小时的磨合，让市民选手过足了戏瘾。在展演
舞台上，京剧院的优秀演员与市民选手们同
台交流，进行专业指导。

市民沪剧大赛

辛勤培育土壤
激发原创自觉

沪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发源于吴淞江和黄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
和民间俚曲，是上海本土特有的戏曲剧种。市
民沪剧大赛的主办方闵行区历时 %个月，经
过初赛、复赛、决赛，推出了新一批市民优秀
沪剧选手。沪剧传承至今，不少表演者未必真
正了解词牌从何而来，唱词究竟何意。因此，
决赛特设了知识问答环节。

在本次沪剧大赛参赛选手中，最年轻的
参赛者为 ''岁，其中不乏大学生、青年白领。
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一家老少围
坐在电视机前看家人演出的场景比比皆是。
区内各街镇、工业区文体中心还开展了“沪剧
爱好者”系列培训，从了解沪剧的发展，到学
习沪剧常用曲调和基本唱段，再到培训骨干。
此外，浦江三小还开设了少儿沪剧表演班，聘
请富有教学经验的沪剧教师走进课堂。+月，
多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和沪剧演员分别在浦江
镇为市民开设专题讲座。

近年来，在戏迷与沪剧名家的深度互动
中，全市涌现出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沪剧“高
手”，这些沪剧爱好者不仅刻苦钻研传统沪剧
折子戏，而且结合现实生活创作出了不少优
秀的群文作品。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
战胜利七十周年期间，闵行区文化局积极支
持新编沪剧创排，整合资源，群策群力，上下
协力，促成新虹街道社区居民自创、自编、自
演了原创沪剧《板桥霜》，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板桥霜》成了 /$'(年群

文创作精品。在本次大赛中，原创沪剧小戏
《邻里情深》《春花飘香·兄妹相认》等，都令人
眼睛一亮，呈现了原创优秀作品的魅力。“百
姓戏，百姓编，百姓演给百姓看。”《板桥霜》等
一批原创沪剧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群众对
戏曲创作的积极性。

市民曲艺大赛

草根本色亲民
体现传承创新

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是由民
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
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曲艺源于民间，并
始终扎根在民间。浦东新区拥有丰富的曲艺
土壤，浦东说书、宣卷等都是出自浦东，源远流
长。本次大赛参赛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纷呈，评
弹、独角戏、上海说唱、浦东说书、锣鼓书、宣
卷、故事、文书等各种传统曲艺样式齐聚一堂。
曲艺评论家、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沈鸿鑫认为：
“本次大赛保持了鲜明的草根特色。作品反映
的内容，大至社会家国，历史演义，小至民间传
说，家长里短，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为民
众所喜闻乐见，并很容易效学自娱。”
大赛内容接地气。上海说唱《中国梦》、快

板《百家宴》、锣鼓书《公示风波》等，从不同角
度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上海人民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还显示了与市民强大的
亲和力。曲艺作为一种传统艺术，承载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
美学思想的精髓，而且，曲艺便于反映新的内
容，所以它理应成为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个
内容。曾几何时，上海市民人人知晓《金铃
塔》，申城街头到处传唱“毯子身上盖一盖”。
沈鸿鑫认为，市民文化节又一次有力地推动
了曲艺与市民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市民
通过曲艺感受生活、自我教育、娱乐心情的艺
术功能，使曲艺成为广大市民获得文化滋养，
提升文化与道德修养的途径。

上海发源或流行的曲艺曲种中，评弹、独
脚戏、锣鼓书、浦东说书、上海说唱、宣卷等都
已分别列入国家级或上海市级的“非遗”保护
项目，正在有序地进行保护、传承。大赛演出的
曲艺节目，既有传承的节目，如弹词《暴落难》，
也有新创作品。这些新创作品力求保持本曲
种的本真，又根据内容及观众审美需求，进行
创新尝试。这种做法有利于“非遗”项目的活态
保护和普及推广，有力推动了曲艺的传承和创
新，并将进一步推进曲艺艺术的繁荣。

戏曲演唱大赛

坚持扎根民间
薪火代代相传

/$'(年市民文化节中华戏曲演唱大赛是
一次传播、传承戏曲的过程。俗话说：“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的传承与繁荣还需
要经年累月、持之以恒地推动。

走向民间、服务群众，是戏曲艺术创作
生产、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凡有生命力
的剧种，都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在
民间。上海市各大戏曲院团都极其重视戏曲
的传承、传播及市民的参与性。上海京剧院、
上海沪剧院等戏曲院团积极开展优秀剧目
经典版、驻场版和巡演版演出，让戏曲在更
多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纷纷“进农村、进校
园、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能欣赏到戏曲表
演。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表示：“给我们
'$分钟，就能让观众坐得住，留下来继续看
完 '$$分钟”。传统戏曲有着深厚的艺术积
淀，欣赏到戏曲才能感知到它的文化艺术魅
力从而喜爱它，进而参与进来，并且主动传
承、传播下去。

上海京剧院在多年推广传播的过程中，
非常注重扎根学校，在大、中、小学帮助开设
社团、特色班，派出专业演员进行培训，京剧
院则常年按照不同的行当为青年白领开设
京剧学习班，京剧演员唐元才说：“我们的优
秀演员周末都在上课。”当前社会还出现了
一种由青年人影响老年人的戏曲“逆传承”
现象。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赵晓月参加京剧
大赛并荣获“梨园民角儿”称号，她年仅 //

岁，父母与戏曲无缘，因为看电视里的戏曲
表演而喜欢上了戏曲，上了复旦后就加入了
复旦戏曲社。因为热爱，她还影响了周边的
同学，连父亲因为要看懂女儿的表演，也开
始喜欢上戏曲了。如今的她出了校园又去上
海京剧院报名参加了白领培训班，她的戏曲
爱好之路每个台阶都能找到落脚点。

近年来，“市民艺术大课堂”中开设了戏
曲艺术系列讲座，宜川等群众戏曲基础深厚
的街镇还主动与各大戏曲院团联手共建，由
院团派专业演员指导社区戏曲团队，为戏迷
们开鉴赏讲座、进行培训，对提升业余爱好者
水平，提高观众戏曲素养起到了积极作用。市
东方配送中心，还将戏曲作为上海市公共文
化资源配送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文艺演出、讲
座讲演、展览等，派送到全市 /$%家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院团的“三进”也被列入考核指标。
种种举措，目的都是为了让戏曲回到民间去，
回到发展的源头。

首席记者 朱光

传中华戏曲薪火
展传统艺术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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