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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上海文化品牌，树起上海文化精神标杆，

为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力量

为勇攀文艺高峰建立人才培育长效机制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呼唤着杰出

的文学艺术家。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在习近平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时，第七届上海

文学艺术奖隆重颁奖。王文娟、何占豪、陈少云、周慧珺、黄

宗英（以姓氏笔画为序）等 5 人获颁终身成就奖；辛丽丽、

张静娴、陈燮阳、茅善玉、韩天衡（以姓氏笔画为序）等 5 人

获颁杰出贡献奖；丁阳等 30 人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

计划”。

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上海文学艺术奖向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授予党和人民的表彰，其意义不仅在于

树起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标杆，更是以此为契机，建立名

家大师勇攀文艺高峰、 青年人才不断涌现的人才长效机

制。 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眼里，颁奖典礼更是一次出征的

号角，鼓舞创作者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铭记于心、落实于实践，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

领风尚，把自己锤炼成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秀文艺家，

为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力量。

探索城市文艺荣典制度，以机制推进培
养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

的文艺名家。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选自始至终用明德引领风尚，

并以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作为贯穿五年来上海文艺

人才队伍建设的前行航标。

“德艺双馨”就是要把“德”放在第一位。在奖项评选乃

至长期的人才建设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等

标准，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识。

此次获颁终身成就奖的书法家周慧珺， 曾在 2018 年

捐出个人 2500 万元稿酬并成立基金会，以奖掖后进。王文

娟、何占豪、陈少云、黄宗英等老一辈文学艺术家，同样是

在与新中国同行的漫长岁月里，始终坚持跟党走，锤炼成

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越剧表演艺

术家王文娟说：“我 62 年来跟党走， 如今还想为人民奉献

精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誉为“整个东方音乐的骄

傲”，但何占豪说，这首曲子经典，不因作曲家有多了不起，

而是因作曲家向人民喜爱的音乐学习，“艺术要为人民服

务，就是要让更多老百姓喜欢”。

值得一书的是，2014 年上海文学艺术奖重启评选时，

在“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之外，新推“上海青年文艺

家培养计划”。该计划锚定标准———以德艺双馨为目标，全

面提升素养，并为他们的创作、展示和演出提供 “一人一

策”的专属培养方案。

用阶梯式的表彰和奖励，鼓舞不同发展阶段的文艺工

作者，这一城市文艺荣典制度的探索，在国内尚属首创。创

新驱动下的顶层设计，也着实推进了近年来上海文艺人才

队伍的建设。 此次“四世同堂”共获表彰，人才不断档的盛

况，便是上海持续推进培养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文艺工

作者的佐证。

擦亮“上海文化 ”金字招牌 ，展现上海
文艺崇德尚艺、潜心耕耘的新风采新成绩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以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上海用奖项嘉许靠作品立身

的文艺工作者，嘉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精品力作回报

时代和人民的创作者。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是台上的“第二代”白毛女，

也是编导、策划、带领上芭在艺术风格方面实现巨大突破

的幕后工作者，更是培养出近十位国际芭蕾舞大赛金奖获

得者的团队管理者。 “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张静娴在天

命之年回归舞台，以“戏比天大”的精神在昆曲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路上孜孜以求。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陈燮阳

在半个多世纪的个人艺术生涯里实现了中国指挥家的多

个“第一”，而他更着意于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将中华文

化推向世界舞台。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近年来不断推出

《雷雨》《邓世昌》《敦煌女儿》等新作，她的表演艺术走向成

熟开阔的同时，也一步步打开了沪剧的创作格局，真正与时

代同行，与人民并肩。 书画印无一不通的韩天衡著有《中国

篆刻艺术》《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

辞典》等著作，年届耄耋，他仍坚守文化工作第一线。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上海表彰这些不断创作精品力作

的文学艺术家，就是主张以作品擦亮“上海文化”品牌金字

招牌，展现上海文艺崇德尚艺、潜心耕耘的新风采新成绩，

从而更好地繁荣文艺创作，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杰出贡献奖颁奖词
（按姓氏笔画排序）

辛丽丽

从白天鹅到白毛女 ， 作为舞者 ， 她舒展大气优

雅 ， 用足尖演绎了海派芭蕾的无限风情 ， 开启了中国

芭蕾国际得奖的先河 。 作为上海芭蕾当之无愧的领军

人物 ， 她引进国外优秀版本和导演 ， 为上海芭蕾积聚

了丰厚的经典剧 。 她全力推动外来艺术的海派化民族

化 ， 催生了一批久演不衰的原创芭蕾舞剧 ， 为上海芭

蕾赢得广泛国际声誉 ， 培养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青年

舞蹈家 。

张静娴

作为昆剧旦角艺术的代表性艺术家， 她守住初心， 传

承薪火 ， 不绝如缕 。 她师承名家 ， 戏路开阔 ， 是 《长生

殿》 上一往情深的绝色佳人杨贵妃， 是 《班昭》 中寂寞青

灯下奋笔疾书的女史官。 她既是古典文化的守望者， 也是

艺术创新的开拓者。 在昆剧的传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她

是当之无愧担当者。

陈燮阳

他是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缩影。 他的指挥激情奔放、 华

丽辉煌， 同时不乏深沉细腻。 交响乐、 舞剧、 歌剧、 民乐

演出， 国家重大文化庆典和世界各国音乐殿堂， 都有他活

跃的身影。 他是中国指挥、 录制贝多芬全集和朱践耳全集

的第一人。 他是演出、 推广中国交响乐原创作品最为热烈

的文化使者。

茅善玉

少年成名， 一曲 《金丝鸟》 四十年魅力不减。 她扮相秀

美， 嗓音甜美清丽， 演唱富于时代感又不失乡土气， 戏路极

为开阔， 从艺四十年， 塑造了一批个性各异、 风采照人的女

性形象。 近年更以 《敦煌女儿》 等一批新作和戏曲电影 《雷

雨》， 显示了其开阔博大的大家风范。 她积极打造了一系列

普及沪剧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 让上海的声音更响亮。

韩天衡

他是篆刻、书法、绘画、艺术理论、书画鉴藏皆精之一代通

才。 四岁学书，六岁刻印，师从众多名家大师，入艺凡七十六载。

其印大开大合，新意盎然。 尤以白文点划遒劲，霸气十足，一时印

坛韩流滚滚。其书富于金石味，其画集古典与当代于一体。他继

往圣之绝学，精于篆刻史论研究，著作等身。 于草篆书写，鸟虫

篆复兴，贡献巨大， 为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复兴倾注巨大心力。

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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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

她是越剧旦角艺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艺术家。 她创作

的 200 多个艺术形象， 丰富了中国戏曲的人物长廊。 主演

的许多剧目， 被视为中国戏曲宝库的艺术瑰宝， 尤以 《红

楼梦》 风靡大江南北 ， 雅俗共赏 ， 历久弥新 ， 其塑造的

“林妹妹” 已成为名著改编的不朽经典。 其创立的王派艺

术， 委婉典雅， 秀美深沉， 行腔细腻朴实醇厚， 注重女性

情感世界的深度刻画 ， 为越剧表演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

质， 为越剧发展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贡献。

何占豪

他让来自乡野草泽的民间曲调民间戏曲庄严地登上全

世界的音乐殿堂。 由他和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以优美动人的旋律， 再现了中国爱情传说的美丽凄婉。 他终

身以 “外来音乐民族化， 民族音乐现代化” 为己任， 身兼作

曲家、 指挥家的双重身份， 驰骋在古典交响、 民族器乐、 戏

曲音乐、 流行歌曲的广袤大地上， 创作、 演出了许多富于民

族特色和时代气息， 引领风气的音乐作品， 为世界了解中

国， 了解上海， 开启了一扇音乐的大门。

陈少云

他以六十年不懈的生命努力， 全面继承京剧大师周信

芳开创的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麒派艺术表演体系。 他把

麒派艺术苍凉慷慨的精髓， 结合自身特点， 融入到 《狸猫

换太子》 《成败萧何》 《金缕曲》 等一系列新剧目和新人

物创造中， 形成了 “外朴内秀” 的艺术风格， 写下了麒派

艺术新时代的新华章。 他信奉梨园 “戏比天大” 的信条，

演出时三根肋骨断裂， 依然坚持演完。 他言传身教， 带教

青年艺术家， 使麒派艺术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周慧珺

她是中国当代书坛大家。 她幼承庭训， 师从名家， 出

入历代碑帖， 具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 她书为心画， 熔碑

学帖学于一体， 铸南北书风于一炉， 不拘一格， 于潇洒俊逸

之外更兼浑厚奔放， 自成一家。 上世纪 70 年代， 其处女作

《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 创下八版 160 万册之纪录。 其后，

每有书法作品刊行， 皆洛阳纸贵。 晚近， 更捐 2500 万元稿

酬成立书法基金会， 为中国书法的光大传承作出重大贡献。

黄宗英

她是舞台上的“甜姐儿”、银幕上的“梅表姐”、文学界影

响巨大的女作家。 16 岁主演话剧，由此开启七十余年漫长的

跨界文艺生涯。 她的表演清纯明丽，展现了新女性青春向上

的时代气质。 她的文字带着表演艺术家的灵动才情，天马行

空，不拘一格，散淡舒朗，其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关注重

大社会主题，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她说，“只要多想着别人，

就不会老”。 历经沧桑， 岁月定格于她美丽充实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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