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

在全国普通高校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并计划到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个左

右传承基地。此举一出，教育界和

文化界都大为振奋。把基地设在

高校，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资源优

势，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传播，又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

提升文化素养。

从《通知》内容看，高校将围

绕民族民间音乐、美术、舞蹈、戏

剧、戏曲、曲艺、传统手工技艺等传

统文化项目建设传承基地，形式包

括开设课程、组建社团、设立工作

坊、成立研究中心、带动周边中小

学和社区、进行展示交流等。高校

能以客座教授或购买服务等形式，

邀请民族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

人、民间艺人等到高校开设课程，

组织学生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实践活动，同时依托学校研究

机构加强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的 新 路

径。《通知》既为高校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提供了

明确的方向指导，也为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

点和较为完备的体系支撑。

应该说，高校建立传承基地是

大势所趋。此前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就要求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高校传承基地实际上为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搭建了一个稳固的

平台和坚实的基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探索

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学体系，并

与非遗传承人、企业开展合作，在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化和旅游

部、教育部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

研习培训计划，通过委托高校对非

遗传承人群大面积培训，提高传承

人群的学习能力、传承水平，促进

传统工艺更加广泛地走进现代大

众生活。

自古文教不分家，良好的教育

会对文化传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通过基地建设，以系统性、专

业化的教育方式，把传统文化的种

子播撒到学生的心间，让优秀传统

文化在象牙塔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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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足技术短板 弥补实践缺失
——戏曲舞美（灯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班侧记

本报驻浙江记者 杜俏俏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以新理念、新技术推动舞台艺术创作
本报记者 孟 欣

让高校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阵地
屈 菡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

商 河 县 职 业 中 等 专 修 学

校 鼓 子 秧 歌 队 成 立 。 这

支队伍由 80 多名学生组

成，“伞”“鼓”“棒”“花”角

色齐全，定期由当地鼓子

秧歌老艺人授课。

得 益 于“ 非 遗 进 校

园”活动的开展，鼓子秧

歌 已 成 为 商 河 县 中 小 学

的 一 项 重 要 课 外 文 体 活

动。截至目前，共有 40 余

支 少 年 鼓 子 秧 歌 队 伍 活

跃 在 商 河 城 乡 中 小 学 校

园里，为传承这项传统舞

蹈 艺 术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社

会氛围。

图 为 商 河 县 职 业 中

等 专 修 学 校 鼓 子 秧 歌 队

在进行排练。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影报道

近日，泡泡洛克成长教育组织的公益演出——原创儿童音乐剧《小红

帽》亮相北京市朝阳区东方梅地亚中心，平均年龄不到 4岁的小朋友们为大

家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剧。

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孩子们完成音乐艺术启蒙，同时，门票所得将悉数

捐赠给上海慈慧公益基金会，用以资助西部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

韩君怡/文 泡泡洛克成长教育供图

在北 京 市 通 州 区 台 湖 镇 西 北 ，

有一座占地约 5.59 万平方米的现代

化建筑群，这便是近期投入试运营

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这里与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

大剧院遥相呼应，成为集舞美设计

制作、排练合成、服装道具仓储、技

术交流研讨、对外演出和艺术教育

于一体的国际舞美制作交流平台，

为国家大剧院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

内容。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历时 3 年半建成，包括合成剧场、艺

术交流楼、散装库房及舞美设计用

房等 7 栋建筑和一个露天舞台。“从

主创团队创作设计，到舞美道具布

景的制作生产、演出的排练合成，再

到配套的演职人员餐饮住宿、舞美

道具仓储装卸等，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实现了剧目创作各个环节的‘整

合打包’。”国家大剧院舞台技术部

部长管建波告诉记者，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规模之大、功能之全，在国内

首屈一指。

国家大剧院一年能制作 10 余台

新剧目，还有众多院团来国家大剧院

演出，导致现有的排练厅资源不足、

空间紧张。“一部剧的装台、合成、彩

排需要 10天左右，我们将前期的排演

工作安排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国家

大剧院只承担最终的装台演出，舞台

占用时间能够节约一半左右。”管建

波说。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来到

了一座现代化车间——高科技的机

械设备、有序的空间布局、高标准的

环保装置，仿佛置身于一座现代工

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国家大

剧院重点打造的制作车间，包括舞美

设计间、舞美制作间、木工制作车间、

组装绘制车间等。

现今，国内院团的舞美制作往往

实行外包形式，由于行业发展不完

善、缺乏相关标准，导致国内舞美制

作行业门槛低、专业性差，技术含量

不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普

遍存在。“劣质舞美产品往往不能满

足艺术呈现的需求。此外，有些反

复上演的剧目，其道具要经过多次

拆装、运输，而劣质舞美产品很容易

损坏，致使每次演出前，都要投入大

量人力、财力修复破损道具。”管建

波告诉记者，为此，国家大剧院决定

在台湖打造标准化、专业化的舞美

制作车间。

制作车间在采用国内外先进设

施设备的基础上，还配备了先进的

环保设备。据了解，舞美制作会带

来一定程度的污染，而国内大部分

舞美制作工厂没有配置环保设备，

甚至露天作业。随着国家环保力度

的加强，许多舞美厂家因此停工，以

至于目前的舞美生产无法满足演出

需求。“我们按照国际标准配置环保

设备，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生产，以

期对国内舞美制作起到标杆、示范

作用。”管建波说。

穿过车间，一座集装箱仓储库房

分外惹眼——库房顶部有庞大的起

重装置和运送轨道，地面上则整齐地

堆砌着集装箱。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里存放的是调度舞美布景道具。

国家大剧院建院迄今共创排了

80 多部原创剧目，布景道具非常多。

过去只是租赁库房，将布景堆放在一

起，但是落尘和不适宜的温湿度非常

不利于道具的保存。此外，演出前后

的组装、拆卸、装卸车等都很容易损

伤道具。“为此，我们将集装箱的现代

仓储运输理念与舞美工作需要结合，

按照集装箱规格制作道具，每次演出

后直接装箱运输，存放在集装箱库

房，不仅减少了运输损耗，也便于道

具存放、查找。”管建波说，未来，还会

将物联网技术与集装箱存储相结合，

为每个集装箱打上电子标签，并配套

搭建信息识别设备，实现智能化仓

储、调度、管理。

“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化设施，预

示着舞台美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

林表示，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以集约

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构建了标准

化的舞美服务平台，以技术革新突破

环保瓶颈，在全国的舞美行业中起到

示范、表率作用。

此外，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还聚合

社会资源力量，对从事舞美工作的相

关人员进行技术、理念培训。“台湖舞

美艺术中心为今后的艺术创作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为舞美创作人员提

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以舞美设计

为创意引导，必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的发展。”曹林说。

近年来，舞台艺术发展日新月

异。然而，与舞台创作的日益繁荣、

戏曲表 演 人 才 梯 队 的 不 断 完 善 相

比 ，舞 台 美 术 成 为制约舞台艺术发

展的短板，舞美专业人才培养也因

此受到高度关注。7 月 9 日，国家艺

术基金 2018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

项目——“戏曲舞美（灯光）高级专

业技术人才培训班”在浙江杭州开

班。培训班由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主办，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浙江省

舞台美术学会、北京大盛工作室共

同协办，来自全国 16 个省区市的 30

名 学 员 在 理 论 学 习 和 实 践 操 作 中

提升舞美专业技能。

瞄准戏曲舞美人才紧缺难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舞美技术也在

不断更新，这对于戏曲传承是挑战，

更是机遇。高新技术应用到舞美设

计中，为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拓展了新

的空间。然而，与舞美科技的快速发

展不相适应的是，一个剧团中能够完

整掌握高科技设备的人才屈指可数，

舞美（灯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短

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戏曲舞台艺术

作品的质量。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知名

舞美灯光设计师周正平说，院团在舞

美灯光设备上的投资并不少，有不少

院团百分之七八十的投资都用在舞

美上，但花费大量资金购置的设备，

往往因为舞美人员技术不到位，舞美

设备不仅不能为剧目添彩，有时还会

产生反作用。据周正平估计，目前全

国的剧院团中，约 70%的专业舞美人

员不能满足岗位需求。

此 次 培 训 班 就 是 瞄 准 戏 曲 舞

美（灯 光）人 才 紧 缺 的 这 一 突 出 问

题 力 求 解 决 之 策 。 培 训 班 面 向 全

国各地院团招收学员，在课程安排

上 做 到 理 论 讲 解 与 实 践 操 作 相 结

合 ，既 有 顶 级 专 家 学 者 手 把 手 授

课 ，又 能 与 戏 曲 名 家 面 对 面 交 流 ，

让 学 员 精 准 把 握 戏 曲 舞 美（灯 光）

的精髓。

多元课程助力舞美人才培养

在培训班的第一节课上，中国舞

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梳理了戏曲舞

美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曹林倡导

“大舞美”理念——不仅从艺术本身

谈戏曲舞美的发展与变化，更要综合

历史、经济、科技、人文等多重因素，

从多个视角看待舞美的发展。在理

论讲解的过程中，曹林还融入了大量

创作实例，让课程更加生动有趣。

7 月 9 日至 31 日的集中授课之

后，学员们将带着新知识、新技能回

到各自单位进行实操，一个月后再回

培训班汇报展示。“此次培训班就是

要教授学员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制

作手段，但是学习是为了实践，所以，

在课程设计上，安排学员们用一个月

时间进行创作，一个月后带着各自的

作品回来交流、分享，老师们再进一

步点评，这样理论和实践才能更有效

地结合起来。”周正平说。

“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课程充

实而饱满，信息量十足，给了我很大

的启发，使我受益匪浅！像这样的

培训机会，还应该更多一些。”来自

国家大剧院的黄冠道出了不少学员

的心声。

杭州越剧传习院舞美队副队长

王一波告诉记者，他们的舞美队仅有

4个人，基本上每天都有演出任务，为

了把握住此次难得的培训机会，院里

特意调出时间让他来参加培训。为

了兼顾课程和演出，他奔波在演出场

地和培训班之间。

补足舞美人员的实践缺失

在中国，不少专业戏曲类院校都

设有舞美及相关专业，然而，学校教

育因为脱离实践，往往滞后于舞台科

技本身的发展，并不能满足院团对舞

美人才的需要。

周正平谈到自己到国外去巡演

时，发现剧场里面帮助装台的大多是

学生。舞美专业对实操要求很高，而

中国的高校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机

会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因此，院校

培养的舞美人才往往不能与院团需

求接轨。

来自吉林省京剧院的贾世鹏告

诉记者，院里很多舞美（灯光）工作人

员是京剧演员受伤之后转岗过来的，

全新的工作对他们是一个考验，由于

知识储备不足，掌握新的舞台灯光技

术也比较困难，因此，此类培训机会

显得尤为珍贵。

此次培训班为学员安排了大量

实践的机会，让他们了解设备，消除

对高科技舞台灯光设备的陌生感。

此外，培训班还专门开设课程介绍最

新软件的应用和操作。“我们希望能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为他们量身

设计学习重点和今后的工作目标。”

周正平说。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艺

术剧院灯光设计许杰说，他参加工

作整整 10 年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

很多问题，比如舞台背景与人物的

关系，光位、光比、色温把控等说明

书上不会标注的技术难点等，困扰

了他好多年，这次终于有机会在培

训班上获得解决方案了。“我希望在

接下来的学习中，在各位专家、同学

身上取长补短，学到更多知识，收获

更多经验。”许杰说。

本报讯 （记者付琼）7 月 14 日，

由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承办的第三届最美少年传

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在北戏少儿戏

剧场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市的美德

少年、社会文明小使者在北戏进行

为期 6 天的封闭式集中学习，唱京

剧、学曲艺，和中国传统文化来一次

亲密接触。

本次活动设计了丰富多彩的体

验课程，分为授课教学、观摩演出、实

践体验、成果展示四大板块。京剧表

演艺术家孙毓敏、单弦表演艺术家赵

玉明等将亲自授课，精心设计词、曲、

舞、画等各门类课程，循序渐进，由浅

入深；观摩演出环节，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京剧荀派艺术人才培训

班”的精彩演出将带给孩子们榜样

的力量；实践体验环节除了教授京

剧唱念做打等基本功外，还设计了

别具特色的画脸谱体验课，让孩子

们体验扮上戏妆的感觉；最后，在成

果展示环节，孩子们将以一台汇报

演出交出本次学习的答卷。

本报讯 （记者张婧）7 月 16 日，

中央戏剧学院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

开展校企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

于 2019 年联合开设全国首个剧院管

理本科班——“2019 级保利剧院管

理班”，在本科人才培养、行业高级

人才研修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层

次合作。

据了解，“2019 级保利剧院管理

班”将面向全国统一招生 20 人，由中

央戏剧学院根据剧院管理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北京保

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则根据剧院经

营管理的实际需要，以专家讲座的形

式进行实训授课，并配合学校做好教

学实践工作。学生毕业后，根据双向

选择的原则，可以到北京保利剧院管

理有限公司工作。

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共

享资源与信息，不仅满足了行业储

备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有助

于解决学院剧院管理方向本科生专

业实习和就业问题。

最美少年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启动

中戏与保利联手打造剧院管理本科班

活动开班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付 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