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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兰心 桃李芳华（四十八）

艺术星空 

2016年10月28日，伴随着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和石家庄市艺

术学校三校京剧教师联合演出的经典剧目

《龙凤呈祥》完美落幕，此次京津冀艺术教

学汇报交流演出圆满收官。历时14天，演出

12场，涉及音乐、京剧、评剧、河北梆子4

个专业方向，参加演出师生超过1000人次，

观众超过5000人次，来自兄弟院校观摩的领

导、教师和研讨会点评专家超过200人次，

总计20所院校。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京

剧系和地方戏曲系学生全程观摩，切实促进

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传承和

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 

在演出开始前，进行了由本次参演的

三地四校的领导互授表彰奖牌的仪式，以此

纪念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成立

以后的首次展演活动圆满成功! 北京戏曲艺

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作了关于艺术职业教育

的精彩发言，再次点明了本次活动的目的和

意义。之后，三校合作的京剧全本《龙凤呈

祥》在大家的期盼中开演。笔者也借演出之

际，见缝插针地采访了三地四校几位历尽劳

办戏曲教学汇报交流演出，
促京津冀戏曲职业教育发展

——“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少儿戏剧场系列演出专题访问

文◎ 韩　旭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京剧教师折子戏《小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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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稍有余暇的领导与老师们。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

协同发展联盟对戏曲教育意义重大 

2015年12月18日，京津冀三地四校，即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北戏）、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天津艺校）、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河北艺校）、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以下简称石家庄艺校）

一道成立了“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联盟”。四校签署协议、成立项目，项目之

一就包括了戏曲艺术教学的交流。此前北戏

带着2015年的教学成果到天津艺校进行交流

演出，包括北戏金牌舞剧《夕照》和《中华

美德故事会》系列短剧，而天津艺校同时带

领评剧学生到北戏展演评剧。

2016年，三地四校按照发展联盟的整体

部署，继续推进艺术教学的交流与汇报演出

的呈现。在戏曲教学方面，自2016年10月19

日至10月28日，北戏少儿戏剧场为三地四校

的师生与社会观众奉上10场戏曲专场演出。

剧种涉及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形式涵盖

学生专场、教师专场、师生同台三种；多场

演出的剧组成员，横跨四校。可以说，此次

交流汇演在艺术教育界反响空前，体现了中

共中央有关职业教育政策与指示，也得到了

文化部行业指导委员会与中国职业艺术教育

协会的高度重视。

在少儿戏剧场演出过程中，河北、天津

学校的领导、老师均抽出宝贵的时间前来观

摩。在四校之外，沈阳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

校的校长，带领京剧系和音乐系几十人次的

老师专程来观摩此次汇演。

“我们这个交流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环节，就是在演出之后，请各艺术门类的专

家对演出作精准深刻的点评，指出每场演出

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他们的意见成为

学院今后教学的宝贵经验。”刘侗院长说，

“各所院校都非常重视专家点评这个环节，

今后我们还要专门将这些专家的意见，以及

此次整个演出的剧目介绍、演员介绍汇集成

册，以图书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将演出

内容刻成光盘作为教学资料。之后，我们要

将书和光盘发到各院校的师生手中。让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

很好的参考标准。”

事实上，“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

展联盟”的意义就在于打破原来各院校教学

的障壁，院校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交流、共

同切磋，一起促进职业艺术教育的发展。特

别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每所院校的教学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来到这个平台，大家

有了互通有无的机会。

另外，戏曲艺术教学的教材与教法均有

自己的瓶颈，教材需要继续统一、规范。教

法上由于戏曲艺术的特殊性，须有多年舞台

实践积累的戏曲演员担当，但这样的演员也

得在师范教学的理念上完善自我，才能胜任

戏曲艺术的教学工作。再从艺术特别是戏曲

艺术的角度讲，仅仅依靠课堂的教学来提高

学生艺术水平是远远不够的。舞台是戏曲演

员的依归，舞台实践则是通往戏曲艺术殿堂

的必经之路。从事多年戏曲创作、剧本创作

工作的刘侗院长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

采访中特别强调：“三地四校的教学联合汇

演是一个深远、持续的活动，不是这次演出

完就结束了。在未来，‘京津冀艺术职业教

育协同发展联盟’还将在戏曲艺术教学中发

挥它更为积极的作用。”

万方数据



北京纪事  66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副院长许翠：汇演剧目

行当齐全，全方位展示

教学成果

北 戏 副 院 长 许 翠

告诉笔者，此次联合汇

演，北戏在戏曲方面的

演出由京剧系与地方戏

曲系承担排演任务。其

中地方戏曲包括河北梆子折子戏专场，上演

的有《时迁偷鸡》和《杜十娘》，两出戏饰

演的学生均曾在全国技能大赛斩获过荣誉；

另外还有《卖水》《平贵别窑》和《狮子

楼》三出戏，参与演出的学生也都是校内顶

尖水准。“之所以选择这几出戏排演，一个

是考虑行当齐全，再一个是想把梆子的唱念

做舞都表现出来。”许副院长说到选择剧目

的初衷。 

北戏上演的评剧是白派名剧《秦香

莲》，这是一出行当齐全的经典剧目，囊括

老生、武生、青衣、花旦、老旦、花脸，

特别能够展现学院评剧的教学水平。《秦香

莲》在演出结束后也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

北戏京剧系上演的折子戏分为学生与

老师两个专场。学生专场包括了武旦经典剧

目《扈家庄》，花旦戏《豆汁记》，由许副

院长亲授，戏中还有小生和丑角的演绎，亦

谓三小戏；《坐宫》是经典的青衣老生戏；

最后一出折子戏《一箭仇》乃学院教学剧目

必教的经典武生戏。老师专场包括：武丑、

武旦戏《小放牛》，以及程派青衣戏《三娘

教子》、梅派青衣戏《祭塔》和武生戏《小

商河》。“老师专场折子戏主要展现的就是

经典教学剧目的规范性。最后一场《龙凤

呈祥》，是三校联合汇演，班底则来自北

戏。”许副院长说，“所以此次汇演北戏实

际上排演了五场戏——河北梆子学生折子戏

专场、评剧学生全本《秦香莲》、京剧系学

生折子戏专场、京剧系教师折子戏专场和汇

演的《龙凤呈祥》。在折子戏的选择、剧目

的选择上我们的原则就是唱念做舞、行当齐

全地展示我们的老师与学生。”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京剧系主任李青：

联合汇演，师生有成长、有收获

京剧系上演的三场演出不仅行当齐全，

而且场场精彩，演出效果不同凡响。北戏京

剧系主任李青说，京剧系师生在排练时付出

了很多，参演的学生三年级、五年级和六年

级都有，学院根据学生不同的年级阶段安排

不同的剧目。例如《一箭仇》的演员就是六

年级学武生的学生，将前5年所学的基本功

完全展示出来，塑造戏中人物，演出的观赏

性很高。

另外演出的一个难点就是跨年级的组

合。为了让各年级的学生都有登台锻炼的机

会，我们京剧系的老师抓住每一个可以让

学生上台演出的可能。高年级的带着低年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折子戏《八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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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排演，老师随时观察，及时纠正学生

的错误。李主任管这个叫“感受”与“感

觉”——感受是学生们多登台感受舞台的气

氛，感觉是感受的同时找到演出的感觉、找

到演出的节奏。

谈到与兄弟院校联合汇演，李主任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以前学生们排演没

有参照标准，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兄弟院

校演出我们观摩，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比较，

看到人家优越的地方我们学习，这就是互相

弥补，共同进步。另外各个院校一起展演，

也增加了学生们的竞争意识，不同院校的参

与，增加了他们的演出压力，这些都是他们

艺术成长中的一部分。同时，老师的教学神

经也绷得比原来更紧了，这同样来自这个平

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李青老师在采访最后

说道：“这样的联合汇演应该多举办一些，

这一次是北戏坐主场，北戏的学生们在自家

演出，将来我们还可以再次做客天津，或者

去河北演出，到别人家里登台献艺，那感觉

又不一样了。这些都是孩子们将来作为职

业演员基本而又宝贵的艺术经历。”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戏曲系主任齐林：

四校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延伸到日常教学中

京津冀三地四校的交流汇演是天津艺术

职业学院2016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学院在教

学之余，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为汇报演出做

了很多积极的准备工作。齐林主任说：“因

为戏曲讲究‘一棵菜’的精神，我们在这次

两台折子戏专场的演出中，特别注重培养孩

子们在舞台上的整体表现，从主演、兵将、

龙套及乐队文武场，学院都加强重视，领导

也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天津艺校戏曲系根据中专阶段有些男生

出现倒仓问题，女生嗓音恢复较快的情况，

注重因材施教，在两台专场折子戏演出中安

排了《望儿楼》《林冲夜奔》《贵妃醉酒》

《坐宫》《八大锤》等剧目。

近些年来很多传统艺术院校面临各种

挑战。这次演出结束后，天津艺校戏曲系的

全体师生收获很大。齐林主任看在眼里，感

触颇深，并介绍说：天津艺校戏曲系学生近

200名，在职教师不到20位，师资力量跟不

上，不得不从专业院团外聘或返聘学院的退

休教师。此次四所院校联合汇演，不仅提高

了教师队伍的水平，亦是对师资力量的一种

弥补。这类对戏曲教学大有裨益的院校之间

的联合汇演，今后不仅应该继续下去，最好

可以延伸到院校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去。在教

材的规范、教法的标准上，大家通过这个平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河北梆子《孟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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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行研讨、交流，在京剧艺术的教学中，

编著成统一的最佳教程。将本是同根生的京

剧传统艺术传承传播，发扬光大。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书记赵宗更：

协同发展联盟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河北艺校在戏曲教学领域设置的

两个专业为京剧与河北梆子。其中河北梆子

专业乃学院的传统优势专业，师资雄厚，例

如戏剧系主任彭蕙蘅即河北梆子《孟姜女》

的扮演者，曾获得过“梅花奖”第一名的成

绩。《孟姜女》也是河北艺校此次联合汇演

奉上的金牌剧目。此戏于2013年由河北艺校

创排，遵循项目带动，教、学、演三位一体

的教学理念。作为教学剧目，此戏这几年在

河北与北京地区已经演出60多场，一批又一

批的戏曲专业学生在演出实践中锻炼成长。

“这次来北戏演出，《孟姜女》从演员

到服务人员有100来人，其中80%都是新人，

可以说这回演出为孩子们积累了宝贵的舞台

经验。”赵书记如数家珍般地说，“京剧专

业学生也是一样，常在《孟姜女》中饰演群

众演员，2015年我们京剧专业60余人，其中

有43人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曲学院

等高等学府。这样的好

成绩与学生平时的舞台

实践有很大关系。学生

们经常参加比赛也促进

了教学水平的提高，譬

如这次我们学生表演的

五台折子戏，就是一次

很好的锻炼机会。”

在谈到联盟成立后

的感受时，赵书记显然

感触良多、早已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校与校之间、师与师之

间、生与生之间、戏与戏之间的全面交流。

“我甚至让我们负责后勤的副校长来北戏

观摩，因为我觉得北戏的后勤工作做得非

常好，校园干净整洁，学校的教学井然有

序。”采访最后赵书记还想特别说一声感

谢，因为北戏在联盟成立之后和实际运作中

付出很多，北戏的领导班子、教务处、后勤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赵书记借此良机也

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副校长刘治宗：

北戏给人回家般的温暖

2015年年底，石家庄艺校听说有机会参

与成立“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

盟”时，校方认为这个提议与时俱进，特别

符合中共中央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

精神指示。在提议付诸行动时，石家庄艺校

也积极与其他三所院校接洽、配合。  

“来到北戏演出，专家给我们提出的建

议是非常宝贵的。”刘副校长说，“因为在地

方上开办戏曲专业，阻力重重。无论从师资、

生源，还是从地方的大环境来讲，我们学校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折子戏《扈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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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面临着挑战。但我们始终坚守着戏曲教

学这块阵地，并且想方设法给学生们寻找

登台实践的机会。这次来北戏演出，对孩子

来讲，就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另一方面，

学生们来到北戏演出，在认真程度与积极性

上明显高于平时在校内的演出。“孩子们的

进步很明显，协同发展联盟的汇演，让他们

在艺术水平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谈到来北戏演出的感受，刘副校长首

先想到的是北戏的领导、老师、学生都很亲

切，到这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原来提

到北京，是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不免带着

仰视的感觉。但来到北戏后，每一个人都让

人觉得很温暖，兄弟院校有亲人一般的感

觉，北戏给人回家般的温暖。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京剧科科

长于冰：课堂展示耳目一新  

于冰科长说，学校非常

重视此次展演，在前期精心准

备，认真排演，准备了折子戏

《上天台》《扈家庄》《天霸

拜山》，戏舞《袖韵》和“课

堂展示”等不同节目，展现了

学校教学的最高水平。例如《扈家庄》饰演

扈三娘的小演员周梦慧，就是“小梅花”金

奖的获得者。《天霸拜山》则由教师王兰奎

与北戏教师王亮亮联合奉上。这两出戏均获

得了在场观众与专家的一致好评。戏舞《袖

韵》是石家庄艺校的原创经典，作品巧妙地

将京剧的身法、水袖与古典舞合二为一，大

有美轮美奂之感，这出作品多次登上央视春

晚和戏曲春晚的舞台。除此之外，“课堂展

示”也是学校汇演的亮点之一。 

“此次参与京津冀艺术教学交流，除了

想展示我们精心准备的剧目，也想让兄弟院

校与专家了解我们的教学情况。”于科长介

绍安排课堂展示的原因，“在日常教学中，

我们的老师重复地训练孩子们的基毯身把

（即京剧的基本功、毯子功、身段功、把子

功的简称），这是孩子们学习专业的基础，

所以我们把孩子平时练功的过程从幕后搬到

前台来，一方面想让孩子们重视基础训练的

意义，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京

剧的不易。”

于科长深深地感到，在汇演的过程中，

学生们从思想到技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来

北戏之前，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让这些孩子

夯实了基础。另外从思想上讲，孩子们心里

都有了一根弦，马上就要去北京演出了，要

为河北和石家庄艺校增光，这样一个明确的

目标让他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来到北戏

后，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都是一样地耐着辛

苦与疼痛训练，同时看到其他学生的优点与

长处，我们学校的学生便在开拓眼界与认识

的前提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也对自己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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