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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时代下的中国流行音乐教育
本报记者 边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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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至30日，中国戏曲学

院2009级京剧表演和京剧器乐本科

毕业生推荐演出在国戏小剧场举

办，演出共分4台，包含《龙凤呈祥》、

《打金砖》、《红娘》、《通天犀》等40多

部经典折子戏的精彩选段，共有60

多名毕业生参加了此次演出。

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北

方昆曲剧院、山东省京剧院、河南

省京剧院等多家知名院团的领导

和艺术家，以及各地具有戏曲专业

办学经验的院校领导、老师出席

观看了此次推荐演出。在学院领

导可以检验并指导教学成果的同

时，为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和用人

单位、院团、艺术家见面的平台。

“同学们，老师们4年的辛勤汗

水已化成宝贵的源泉，无私地浇灌

在你们身上，在你们即将登上舞台

展示你们的精彩技艺时刻，请带上

我们的祝福，大展手脚，在有限的舞

台上放出无尽的光芒！”在 2009 级

京剧表演班班主任焦敬阁的深情寄

语中，毕业生分上下两场展示了他

们扎实的演出功底及唱腔，赢得了

全场观众的不息掌声。

演出过程中，国戏具有高级

职称的老师们作为评审，通过观

看演出为每个毕业生打分，作为

毕业分数。同时，京剧系向院团

领导和观众递交了演出意见调查

表，从每个毕业生的唱、念、做、打

四方面进行全面评估。

2009 级京剧表演班和京剧器

乐班是中国戏曲学院在原有表演

系和音乐系的基础上成立京剧系

后，优化办学结构的两个本科班。

京剧表演班入学之初，该系

领导和老师根据教学改革要求和

本专业特点，修订了一系列培养

方案，展开了行之有效的教学。

尤其是强调京剧表演专业本科生

毕业时应胜任 30 至 40 出本行当

的主、配演剧目，以适应院团演出

的需求。同时，对京剧表演基础、

角色创造课等所设课程做了较大

调整，力争最大限度地符合京剧

人才培养规律。加强了戏曲美

法、国画基本技法、书法基本技法

等与京剧相关的基本课程，并加

强了每周排戏和彩排的强度，投

入 4 个单元 16 节课的时间。京剧

器乐培养方案也在课程设置和比

例安排上做了较大调整。

京剧系坚持“同步排戏和演

出”，使京剧表演和京剧器乐 2 个

专业方向学生的排练达到了完全

的同步，唇齿相依。2 个专业方向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使人才培

养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经过4

年严格而系统的专业训练，这些学

生如今已经成长为技术过硬、适合

院团演出需要的优秀京剧人才。

舞台上，毕业生们无论是手、

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还是各

种高难度技巧的发挥，一招一式

均训练有素、神采兼具，淋漓尽致

地完成了各个经典剧目的选段，使

观众感怀那令人唏嘘的经典故事，

意犹未尽，禁不住为其大声喝彩。

当毕业生们将学习成果精华

展示在毕业推荐演出之际，他们

内心充满着对培养自己成长的国

系领导和全体老师的感激之情，

纷纷在演出后写下了自己的毕业

感言。多年来，京剧系的老师们

在张尧主任的带领下，坚持以继

承为基础的课堂教学，以彩排为

窗口的检验标准，以创作为龙头的

发展方向，以科研为厚度的理论总

结，不断探索和完善京剧人才培养

的机制和模式。根据京剧专业教

学的特点，使训练与演出、课堂与

舞台紧密挂钩，并提倡和实施开放

式教学的原则，支持教师和学生参

与各种国内外演出、合作活动以及

培训。当每一批学生毕业的时候，

他们都由当年的“小树苗”成长为

技艺相对成熟的小新星。

11 月 30 日上午，国戏在校园

内举办了毕业生招聘会，让用人

单位和院团可以和毕业生做近距

离的沟通，京剧系为毕业生们做

了详细的简历并派发给每所用人

单位，方便用人单位按照用人需

求和指标，详细了解每个毕业生

的专攻和特长。

在今年中韩建交20周年之际，

杭州艺术学校和韩国庆尚大学日前

推出了《舞韵传情》专场演出以及舞

蹈专家座谈会。此次中韩两校的文

化交流活动作为杭州市中韩建交20

周年系列庆典活动的重要内容，得

到了杭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杭州艺术学校与韩国庆尚大学

自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缘以来，两

校交流不断走向深入，尤其在2011

年正式结为友好交流校际关系以

来，双方互信不断加深，友谊得到了

进一步发展，两校舞蹈教学教研工

作也在逐步推进。11月4日，20余

名韩国庆尚大学的师生与杭州艺术

学校舞蹈专业学生一起进入课堂，

进行教学展示和研讨，两校学生秉

承着各自舞种的精华，相互学习和

交融。11 月 5 日晚，两校的联袂演

出在浙江省音乐厅隆重登场，韩国

庆尚大学带来了《太平盛大》、《天

岛》、《教坊古格里》等韩国传统舞蹈

节目。杭州艺校带来的是舞蹈《风

酥雨忆》、《间株杨柳间株桃》、《丝语

春意》等极具中国特色、江南风韵的

节目。两校的联袂演出，可谓是“汉

风”与“韩流”的融合，虽然舞蹈风格

迥异，但其刚柔并济的内涵却把两

者嫁接得天衣无缝，舞者们精湛的

舞技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这场交流演出，也让两地的同

龄人有了一次接触不同文化艺术的

机会。

在11月6日的舞蹈专家座谈会

上，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浙

江省职业艺术学院、浙江省舞蹈家

协会、韩国庆尚大学以及杭州艺术学

校等院校、单位的舞蹈专家和教师，

共同探讨了中韩传统舞蹈艺术教育

的方式、舞蹈创作与舞蹈基础教学的

关系以及舞蹈名家对杭州艺术学校

舞蹈艺术人才培养的期望等内容。

专家们肯定了两校为传统舞蹈

艺术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就

两国传统舞蹈的差异展开了讨论：

两国的文化不同，由此舞蹈的表现

形式也不同。韩国民族单一，舞蹈作

品注重传承，舞蹈节奏缓慢。相比较

而言，中国民族多，舞蹈表现丰富、技

巧多，在编排上有很多创意，动作、队

形有很多变化，带给欣赏者更多的

视觉冲击。

会上，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主

任高度指出，杭州艺术学校有创作

舞蹈艺术精品的意识。他赞扬了杭

州艺术学校视野开阔、开门办学的

理念，赞扬了杭州艺校的导演、排练

老师、舞台策划以及孩子们的表演

都非常到位。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

院院长陈家年也表扬杭州艺校的学

生基本功扎实、舞蹈动作干净，教师

的教学水平在不断进步。同时，专

家们指出，舞蹈艺术是不能把舞蹈

技能与音乐、内涵分开的，舞感的训

练要由浅入深，要融入音乐与内

涵。在教学中，教师起关键性作用，

不能机械地照搬教材，无限制地加

课。要结合学生的特点，积累自己

的东西。专家们还给杭州艺校的舞

蹈教学指出了方向：舞蹈教学要有

地域性的教材，要体现浙江文化的

内涵，在舞台色彩上，可以水墨画、

江南味重一些。最后，杭州艺术学

校校长宋家明感谢与会专家们为艺

校的发展出谋划策，为艺校的持续

发展带来的好建议。他表示，艺校

老师一定会好好研究各位专家提出

的建议，不断努力，推动艺校不断地

可持续发展。

此次两校间的教学交流、联袂

演出和专家座谈会将进一步促进中

韩两国在艺术文化教育领域的友好

交流与共同提高，谱写中韩友谊新

的篇章。

本报讯 日前，话剧《永不凋

谢的姊妹花》获第三届中国校园

戏剧节“ 中国戏剧奖·校园戏剧

奖”专业组优秀剧目奖颁奖典礼

暨汇报演出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实验剧院隆重举行，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魏委、省文化厅厅长周用

金等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并观摩

演出。

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

话剧《永不凋谢的 姊 妹 花》讲 述

了孟良崮战役前后沂蒙山六姐

妹的真实故事，以独特的方式，

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那段艰苦而

又 光 辉 的 岁 月 ，赞 美 了 革 命 年

代 的 女 性 面 对 国 家 安 危 、民 族

大义表现出的坚韧和顽强。该

剧 的 编 剧 、导 演 、音 乐 制 作 、舞

美灯光等工作全部由该院师生

担 任 并 创 作 完 成 ，由 影 视 系 和

舞蹈系学生领衔主演。经过不

懈努力，该剧从 100 多部优秀参

评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 ，与 中 央 戏

剧 学 院 、上 海 戏 剧 学 院 等 专 业

院校的优秀剧目同台竞技并获

得大奖。

据了解，本届中国校园戏剧

节上，该剧编剧蒋晗玉、翟清、陈

俊获本届校园戏剧之星称号，湖

南省戏剧家协会、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一手抓人才培养，一手抓艺术创

作，坚持“以剧目带动教学、以创

作深化教学、以展演促进教学、

以舞台检验教学”的专业教学特

色 道 路 ，艺 术 创 作 活 力 喷 薄 而

出。由学院接连推出的大型历

史 湘 剧《秦 王 遣 将》、原 创 音 乐

剧《同 一 个 月 亮》、原 创 花 鼓 戏

《五十二别墅》、话剧《永不凋谢

的姊妹花》四大剧目相继囊括了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艺术职业教育优秀

成果奖、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优

秀剧目奖等诸多奖项。（刘坚平）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在中国校园戏剧节喜获多奖

中韩专家文化交流 中韩学生舞出友谊
潘小燕

《中国好声音》成为了今年电

视荧屏的热点，新颖的选秀形式、

大牌导师以及和海外接轨的节目

制作方式，使其成为观众和业界

的讨论热点。此外，在最终的获

奖 名 单 上，一 个 所 谓 的“ 吉 林 现

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来自吉

林 艺 术 学 院 流 行 音 乐 学 院 的 梁

博、权振东、金志文分别获得第 1

名、第 4 名和第 5 名。

《中国好声音》的“吉林现象”

让人不免想到，2005 年的《超级女

声》也曾出现过“四川现象”——

李宇春、何洁、张靓颖等第一批选

秀明星，都曾就读于四川音乐学

院通俗音乐学院。从四川音乐学

院到吉林艺术学院，引人关注的

不仅是选秀明星接受的是怎样的

教育，还有背后的中国流行音乐

高等教育现状。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王风是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

乐演唱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对

于喜爱摇滚音乐的他来说，每天

的大部分时间泡在琴房里，和自

己 的 小 乐 队 在 一 起 创 作、练 习。

课余时间，他最为关注的是歌手

选 拔 比 赛 的 信 息 。 同 学 梁 博 在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让他和周围

的人受到了莫大鼓舞，“我觉得我

们都在认真做音乐，只要给我们

机会就可以。”他说。

这样的小乐队，在 170 人的流

行音乐学院里有 10 多个。流行音

乐学院院长孙大峰称他们是“瓜

子”乐队，是因为身为院长的他曾

经和几位教师一同组成“瓜棚乐

队”，在长春摇滚圈颇有名气。6

年前，孙大峰受邀在吉林艺术学

院组建流行音乐专业，当时中国

流行音乐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

教师资源缺乏，教师聘用原则为

不计学历、不看学位，只看是否认

真做音乐。在“摸着石头过河”的

6 年之后，学院初步形成了 3 个大

致的教学方向：音乐演唱、器乐和

音乐制作，并要求每一个专业的

学生都掌握一门乐器。

“掌握一门乐器是进行音乐

创作的前提条件。”孙大峰说。流

行音乐学院最为看重的是学生的

原创能力，因此在课业之外，给了

学生更多时间和空间创作音乐。

在创作中，学生自己组成乐队，以

团体的面目出现在学校的演唱会

上、长春的音乐酒吧里，直至被老

师推送到全国的歌手选拔舞台。

以梁博为例，在《中国好声音》的

舞台后，为他操刀编曲的是他所

在的“环城高速公路”乐队。在吉

林艺术学院，由贝斯、吉他、鼓手

和主唱组成的乐队层出不穷，似

乎更加奠定了这所学校原创摇滚

音乐的基调。

与吉林艺术学院不同，以“服

务大众，引领潮流”为宗旨的四川

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这个流行

音乐教育的高地要早动身 5 年，如

今已形成了流行演唱、音乐制作

与录音工程、流行歌舞、流行器乐

等 6 个专业，共 10 余个专业方向，

而流行演唱专业从 2005 年起频频

摘 得 国 内 各 项 流 行 音 乐 比 赛 奖

项。从课程设置来看，侧重演唱

和舞蹈的通俗音乐学院更加强调

学生的个人能力，能唱能舞是最

基本的要求。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侧重的

音乐风格。”孙大峰认为。包括北

京现代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

和四川音乐学院等国内知名流行

音乐教育院校在流行音乐演唱方

面建树颇高，近几年其培养的学

生也频频占据选秀前位。而《中

国好声音》对于梁博的选择，第一

次肯定了摇滚元素和原创音乐在

电视选秀节目中的位置，孙大峰

称其为“观众和评委的音乐口味

的变换和更新”。

摸索中前行的流行音乐教育

“流行音乐教育在西方已经

发展得较为完备，但是在中国才

刚刚开始。”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

乐学院院长孙士春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本土的流行音乐

刚开始萌芽，音乐人基本没有接

受正统教育，甚至给大众留下不

务正业的印象。1993 年，沈阳音

乐学院设立通俗演唱专业；2001

年，中国音乐协会流行音乐学会

成立；同年，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

乐学院挂牌；2005 年，“超级女声”

造星运动开始，音乐、大众和商业

概念被融合在一起，李宇春等经

过正统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学子

成为乐坛炙手可热的新人，影响

者众。

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专业

音乐教育往往以西方古典音乐教

育为主导，即便是在选秀活动爆

红的 2005 年，流行音乐教育依然

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据南

京艺术学院教授王建元回忆，当

时甚至对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和

通俗音乐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都

不明确，此外，在培养计划、教学

理念上，也往往沿袭古典音乐的

方式。“只是搭起来了框架，但是

要走的路还很长。”

经过 6 年摸索，流行音乐教育

的学科细分逐步明确，并开始了

统一的教材编撰。目前，演唱、音

乐制作和器乐三大方向已在各个

学校奠定基础，舞蹈、音乐文学等

专业也逐步在一些学校出现。早

在 2008 年，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就

出版了首批流行音乐丛书；2012

年 5 月，该校又编撰出版《流行音

乐文化概论》、《流行音乐和声教

程》、《流行音乐节奏训练》、《视谱

唱词训练教程》4 部流行音乐教

材。学科的进步再加上大众、商业

文化的推介，更多学生开始在报考

志愿时倾心于流行音乐专业。

然而，和英美等流行音乐教

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

流行音乐教育尚有差距。尽管中

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和流行音

乐概论等理论课程已成各大院校

必修课程，但“流行音乐理论研究

各方向依然尚未在高校教育中全

面展开，落后表演与创作”。王建

元说。此外，面对十分强调实践

演出的专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

的一套教学方法和理念。或“自

由派”鼓励灵感和创新，如吉林艺

术学院，或“学院派”强调基础和

素养，如四川音乐学院。这两种

模式都曾在中国选秀活动中成果

累累，但是否适合推广和复制，尚

且没有定论。

教育成果并非“唯选秀独尊”

从早期的中央电视台青年歌

手大赛，到后来各卫视陆续制作

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

儿朵朵》、《中国好声音》等音乐选

秀赛，每年数次的选秀吸引着众

多流行音乐专业学生的目光。

对于王风来说，他最大的梦

想就是参加选秀、取得成绩。“这

样的话未来的路会好走很多。”他

已经参加过省内的两个小比赛，

一次获得新人奖，一次只进了复

赛就没有下文了，但他依然坚持

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选秀对于很

多和王风一样的流行音乐学院学

生来说，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平台。

“选秀只是我们输出人才的

一种方式。”孙大峰说。每年有数

千名学生毕业于流行音乐专业，

但是真正登上选秀舞台的只是个

别人。吉林艺术学院曾对流行音

乐学院的毕业生去向做过统计，真

正在一线表演、演唱的毕业生仅占

毕业生总数的 10%，剩下的大部分

毕业生在流行音乐产业链上扮演

其他角色，如音乐制作、唱片监制、

伴奏伴唱等，不少传媒公司或歌手

也需要科班出身的助理。

毫无疑问，选秀舞台上的光

环让诸多学生为之倾倒，选秀明

星的示范效应和媒体曝光率让大

多 数 怀 揣 明 星 梦 的 学 生 欲 罢 不

能。这是中国流行音乐教育起步

和发展阶段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仅靠参加选秀、获得成绩来推动

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不科学的，也

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流行音乐

教育要教育学生从事流行音乐相

关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构成一个

链条的，不只有选秀一条路。”孙

大峰说。

11 月 24 日，2012 国际大学生公益主题海报设计大赛作品展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出获奖作

品 100 幅。本次大赛以“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水是生命”“物种多样性”和“能源效率”等为主题，吸引了世

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大学生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表达方式的作品，反映了大学生对

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重大主题的反思与追问。图为参观者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观看大学生设计的“能源效

率”主题海报。 新华社发（颜闽航 摄）

粉墙黛瓦在碧草幽兰的点缀

下越发古朴清雅，袅袅越音因亭

台楼阁的映衬更加灵动清秀……

11 月 29 日，当一幅清醒脱俗的山

水画卷徐徐展开在大家的面前，

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教育家

不由得发出惊叹声来。

当天，是这幅画卷的主人——

嵊州越剧艺术学校 50 周岁的生

日。这所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袁雪芬倡导筹建的小学校，不仅

有着全国一流的硬件设施，而且

吸引了孙毓敏、汪世瑜、茅威涛等

艺术名家前来执教，培养出一批

优秀的越剧人才。

倘 佯 在 诗 情 画 意 的 校 园 之

中，许多人的心里会问上一问：嵊

州越剧学校是如何做到的？

重视，带来发展

嵊州是越剧之乡。“106 年前

诞生于嵊县田间地头的越剧，经

过 上 海 新 文 化 的 洗

礼，已经从民间文艺

转 变 成 张 爱 玲 笔 下

的 绝 代 风 华 。”中 国

戏 剧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茅 威 涛 用 诗 一 样 的

语 言 展 现 了 越 剧 百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 现

在，中国各地都有越

剧团，越剧已经成为

了 很 多 人 的 一 种 生

活方式。”

在嵊州，越剧不

仅 是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也是名片和特色

产业。当地党委、政

府 将 越 剧 艺 术 纳 入

经 济 建 设 、政 治 建

设 、文 化 建 设 、社 会

建 设 等 多 位 一 体 的

总 体 发 展 格 局 加 以

扶 持 。 早 在 上 个 世

纪 90 年代，嵊州就建

成 了 全 国 首 家 专 业

戏 曲 博 物 馆 —— 越

剧博物馆；而顺应民

营演艺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嵊州更是从

政策、资金等各个方

面，为越剧艺术的发

展 创 造 条 件 。 据 统

计，目前嵊州民营剧

团已有近 120 个，从业人员将近

5000 人，全年演出场次超过 8000

场、年产值超过亿元。

越剧艺术的发展，关键在人

才。1962 年，由越剧名家袁雪芬

等倡导筹建的嵊州“越剧之家”即

开始培养越剧新人。在此基础上

于 1996 年正式成立的嵊州市越剧

艺术学校，更是让越剧人才的培

养进入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新阶

段。前后 50 年的办学过程中，从

这里走出了梅花奖获得者黄美

菊、徐铭等 20 多位越剧名家以及

艺坛明星白雪、李玲玉。

越剧艺术学校的发展，尤其

是近年来的跨越式提升，得益于

当地政府将其纳入了总体发展

格局。按照“把艺术学校建设成

为越剧人才培养中心、研究中心、

传承中心”的思路，嵊州市专门在

风景秀丽的星子峰下划出 150 亩

土地，供越剧学校建设 新 校 区 ，

此 后 ，又 增 加 100 亩 土 地 ，供 学

校 拓 展 办 学 空 间 。 此 外 ，市 财

政 每 年 下 达 办 学 经 费 300 万

元。这些条件为学校的运转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主

持校庆仪式，市委书记等市委主

要领导到场致辞。不说别的，单

看出席校庆的领导名单，就能看

出一所学校在当地的受重视程

度。”参会的一位专家感慨地说，

“在嵊州，越剧学校真有地位。”

社会力量，真给力

戏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

会力量的襄助。嵊州企业家的义

举，为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越

剧传承提供了条件。

2007 年，看到越剧学校的硬

件设施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一直

对故乡文化情有独钟的香港丹桂

基金会主席宋卫平提出了捐建新

校区的设想。整个项目投资 1.35

亿元人民币，其中，宋卫平个人资

金设立的香港丹桂基金捐赠港币

1 亿元。

按照打造精品工程的标准，

经过不到 2 年时间的努力，2010

年，一座中式庭院式的新校区已

经展开在风景如画的星子峰下。

刚刚入学不久的学生俞丹妮

说：“ 送自己来越剧学校上学之

前，父母都来学校看

过，对学校的环境很

满 意 。”艺 术 品 一 样

的新校园，让越剧学

校 师 生 的 精 气 神 都

为 之 一 振 。 也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家 长 对 学

校的发展有信心，愿

意 将 自 己 的 子 女 送

到这里，投身于越剧

艺术的事业之中。

在宋卫平的影响

下，如今，也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家开始助力

越剧人才培养。2011

年 4 月，嵊州 4 家企业

捐 资 1000 万 元 人 民

币，成立了“嵊州·中

国 越 剧 艺 术 传 承 基

金”，用于对学生的奖

励与补助。

创新，
是发展的动力

硬 件 条 件 上 去

了，一个新的挑战摆

到 了 越 剧 学 校 师 生

们的面前：如何走内

涵发展的道路，多出

人才、出好人才？

压 力 很 快 转 化

成 了 动 力 。 经 过 认

真总结与调研，学校确定了目标，

那就是充分发挥越剧故乡的人

文、语言等资源优势，坚持“小而

精、特而强”的特色办学思路，力

争创建中国越剧艺术教育名校。

而创新则被视为通向目标的

唯一途径。“前年是开设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越剧）流派传承人

班，去年是尝试举办‘小小班’，今

年则是联合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开

办大专班。其中，传承人班在袁

雪芬、尚长荣等老一辈艺术家的

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 16

名学生，每个流派 1 至 2 名；‘小小

班’则面向全国招收 11 岁至 14 岁

越剧幼苗学校；而大专班则是想

在人才培养层次上有突破。我们

希望通过‘ 年年有创新’实现内

涵建设的大提升。”校长钱江南

说，为了实现已经确立的目标，

越 剧 学 校 聘 请 了 茅 威 涛 、王 君

安、王志萍等组建“ 越剧名家导

师团”，作为主要专业教师，还请

来京、昆、川、豫等剧种专家，传授

表演基本功。

如今的嵊州越剧学校，已与

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结成了战

略协作关系。这所仅有 200 多名

学生的小学校，已经朝着越剧人

才 培 养 基 地 的 目 标 ，迈 出 坚 实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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