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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院团培养艺术人才的思考

夏文森

烟台市共有10个艺术团体，其中吕剧院团5个，京剧院

团4个，歌舞剧院1个，市直就有吕剧院、京剧院、歌舞剧院

三个专业艺术团体，这些专业院团长年活跃在城乡的艺术舞

台上，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做出

了积极贡献。而出人出戏一直是我们紧抓不放的重要举措，

也是艺术院团发展繁荣的根本要求。烟台市吕剧院建院58

年以来，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其中有的已成为表演艺术家，

荣获全国戏剧“梅花奖”，在广大观众中有了较大影响。近几

年来，市委市政府对文艺非常重视，解决了演职员不少实际

问题，业务经费和工资都基本有了保障。在这样较好的环境

下，培养有文化素养的中青年艺术拔尖人才尤为重要。目前

剧院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老同志逐渐退休，中青年

演员存在基本功比较薄弱、文化水平偏低、艺术素养较差，学

戏少、舞台实践少、掌握传统剧目不多等问题。从总体上看，

中青年演员缺乏艺术创造性，所以演员尖子人才不多。现在

的中青年演员优越感强，危机感差，他们的艺术创作能力和

表现能力远不如老一代艺术家，他们在艺术排演实践中，排

戏有导演，唱腔有作曲辅导，有时学排新戏又有录像观摩渐

渐产生依赖思想。因此，自己的创造能力差了，不去动脑子想

了，不能从剧本中人物出发，挖掘、塑造人物形象，用艺术表

现手段来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是由老师手把手教而

替代。因此，中青年演员出不来，尖子人才少，不能形成自己

的特色，中青年艺术家则更少。因此，培养有创造精神、有文

化素养的中青年表演人才应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创造

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主观、客观条件，我想要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一、苦练基本功，继承好传统，夯实艺术根基

吕剧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种。而从事吕剧艺术的演员要发挥其创造

性，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唱、念、坐、打、舞，手、眼、

身、法、步是演员排戏创造人物的基本要素。因此，没有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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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功便不可能创作出成功的艺术形象。当前突出的问题

是中青年演员的基本功普遍不扎实，对传统的剧目、唱腔不

做深入的研究，浅尝辄止。唱腔传统韵味不足，淡化了吕剧唱

腔的艺术感染力，更制约了塑造人物的创造力。

要加强青年演员的基本功，首先要邀请艺术上有成就的

老艺术家、老演员对青年演员进行系统地训练和辅导，尤其

是要为有尖子演员素质的青年演员单独辅导、重点培养，攻

克薄弱环节，根据他们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艺术

水平。要在青年演员中建立严格的练功制度和考核制度，调

动他们苦练基本功的积极性，考核成绩要与职称评定、收入

分配挂钩。

同时，剧院还要为优秀青年人才量身打造新剧目，有条

件的剧团还可专门为其创作剧本，使他们渐渐形成以自己为

主演的保留剧目，挖掘和发扬他们的潜质和优势，为他们的

成长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帮助他们尽快脱颖丽出。

二、努力提高文化素养。增强艺术人才发展后劲

提高艺术人才的文化素养最为重要，也是艺术创造力的

必备条件。一般观点认为，演员只要人长得漂亮、条件好、会

演戏，文化素养高低无所谓。这是片面的观点，是有害的。文

化素养对于演员来说是潜移默化的，它决定着青年演员的成

长后劲，决定着艺术成就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演员与

艺术家的分水岭。从我国各艺术门类的老艺术家看，他们具

有丰富的专业和文化知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喜欢琴、棋、

书、画，各方面的知识都比较丰富，因此对生活与艺术都有自

己的独特见解，文化素养高，是他们在艺术方面取得卓越成

就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成为大师的重要标志。

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根据青年演员的实际情

况，每年抽一定时间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采取请

进来、送出去的办法，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系列讲课，并开办

有优秀演员参加的研修班，可以选送尖子演员到高等艺术院

校深造、进修，以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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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保障机制。形成竞争风气

实践证明，首先要营造培养人才的良好环境，因为优秀

尖子人才总是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仅就胶东吕剧事业而言，

烟台市吕剧院从成立以来一直在竞争的环境当中成长。老一

代艺术家们不畏艰苦进海岛、下农村、闯京城、赴边陲，足迹

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赴北戴河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

出；原创吕剧《海盗女JL)被拍成电影戏曲片在全国放映，产

生强烈反响。《青山梅》拍成上下集电视戏曲片深受广大观众

喜爱；《大桥故事》《海殇：}{：烟台山》等一大批剧目荣获全国、

省级各类大奖。同时涌现了以王筱梅、贾淑华等为代表的老

一辈吕剧表演艺术家，培养出了以“梅花奖”得主刘玉凤为代

表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家。

现在，我们仍然要营造竞争环境，以达到培养有创造能

力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家为目的。针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平均

主义等观念及体制、制度的约束，就特别需要建立竞争机制、

奖励机制，创造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环境，并从制度上固定

下来，鼓励中青年演员为事业奋斗，在艺术上鼓励冒尖，敢于

冒尖，为优秀艺术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保障。在目前各级文

化部门出台的一些奖励人才的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培

养优秀人才的竞争及奖励机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过程

中，真正体现文化体制改革的好处，为中青年演员的脱颖而

出建立机制保障。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我们文

化艺术工作者在文艺战线上全力响应，实现中国梦是我们每

个人的心声，作为专业艺术团体，必须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

断开拓创新艺术领域，不断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切实培养出

一批批既有精湛艺术、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中青年艺术人

才，使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充满勃勃生机，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烟台市吕剧院)

潍坊实施“百千万"公共文化人才培养工程

3月12日，潍坊市潍城区西关街道黄家庄社区活动中

心热闹非凡。当日，潍城区“百千万”公共文化人才培训

班——广场舞培训课在此开课，偌大的4楼活动室站满

了来自潍城区的15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她们聚精会神

地听着专业舞蹈老师的讲解，并不时跟着老师的示范动

作摆手弯腰。

公共文化人才短缺一直是制约山东各地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发展和提升的瓶颈。针对长期以来人才青黄不

接，专家、骨干人才数量少的现状，潍坊市文广新局从

2013年年底开始在全市实施“百千万”公共文化人才培养

工程。该工程旨在调动广大基层文艺爱好者的积极性，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活动，尽快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

备、锐意创新、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适应发展的公共文

化人才队伍，进而推动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整体全

面提升。潍坊市计划用3年时间(2014年至2016年)完成

“百千万”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百名具有较高

造诣、“德艺双馨”、热衷公益文化事业的专家级人才，干

名有一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骨干级人才，

万名热爱公共文化事业的从业人员、文艺爱好者和文化

志愿者。

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潍坊市探索实施了“双向阶梯

式”的培训模式：市级以高素质骨干和专家级公共文化人

才培养为主，各县市区以培养热爱公共文化的从业人员、

文艺爱好者、文艺志愿者为主。同时，潍坊市文广新局每

年还将从基层考核、选拔优秀人才作为骨干级人才候选

人员到市级基地培养。潍坊市级培养基地在初期针对推

荐的人才进行分批次集中培养，经考核后认定为骨干级

人才。之后再从骨干级人才中，按业务素质水平、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服务对象评价反馈等综合指标进行评选，公

示确定专家级人才名录。“各级人才均录入潍坊市公共文

化人才库进行动态管理使用，并获得一定的政策和经费

扶持。”市级培养并认定的骨干级、专家级人才受训后要

返回到各县市区、各乡镇进行授课，反哺基层。通过从上

到下、从下到上的“双向阶梯”培养模式，起到上下联动、

加快人才交流成长的作用。

活动开展后，潍坊市还建立了“百千万”公共文化人

才培养工程专家顾问团，为工程实施的细节决策问题发

挥咨询、论证和参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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