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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上海戏剧学院作为专业艺术院校78年的光辉校史，对于学术的追求从

未在流经的岁月里停歇过脚步。1956年，“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正式更名为

“上海戏剧学院”，而在更名的前一年，上戏制定颁布了建校以来的第一份科研

规划：“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是在与文化艺术实践及教学工作密切结合的原则

下，研究和解决我国戏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计划地整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

彩的戏剧艺术和各种文化艺术的历史遗产。”今天看来，当时对科学研究与教

学、创作关系的阐发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上海戏剧学院素有“艺术家的摇篮”之称，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文艺人才，在

舞台、电影电视、重大活动、新媒体作品的台前幕后经常可以看到上戏人的身影，可

谓星光熠熠、人才辈出。上戏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阵地，新时代以来陆续推出了像

《国家的孩子》《大明四臣相》《万物生》《军歌》《路遥的世界》《前哨》《董其昌》等一批

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

上戏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办人民

满意的艺术教育，秉承“至善至美”的校训精神，始终不忘“出人才、出作品、出思

想、出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在中国乃至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名家名作。而在“艺

术家的摇篮”盛名的背后，是上戏高水平的学科建设、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铸就的

稳固基石，不断贡献上戏智慧，助力人才培养和艺术创作。

不断前进着的学
科建设

1984年，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

艺术》率先在国内发起了戏剧观大讨

论。同年，学术专著《中国戏剧学史稿》

和《西方演剧史》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

校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

等奖”。2007年，学院再次获得第四届

全国高等学校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专著《舞台灯光》荣获艺

术学一等奖。也是在这一年，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戏剧戏曲学”成

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开启了上戏学科

建设的新篇章。

这些沉甸甸的学术成果，主要生长

在“戏剧戏曲学”这棵茁壮的大树上。今

天，“戏剧戏曲学”发展成“戏剧与影视

学”一级学科。该学科依然是上戏的核

心重点学科，两次学科评估成绩都在全

国专业艺术院校中名列前茅，科研成果

在其中起到了突出作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海戏剧

学院在构建完善艺术学“三大体系”的

道路上，始终坚持并践行“5·17”重要讲

话中强调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

该具有的三大要求：一是学术研究要充

分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上戏人一直

以研究中国戏曲为己任，这既是专业艺

术院校的学术特点，也是上戏这所应用

研究型大学的特长，围绕这一研究领

域，先后培育出5个国家级重大项目，

其中《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研究》实现了上海地方高校在艺术学重

大项目方面零的突破；二是学术研究要

充分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针对原创

性，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戏剧学学科建

设研究》《中国话剧编剧学理论研究》

《中国话剧接受史》分别从不同角度进

行深入研究，创建中国编剧学，从戏剧

创作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历史经验的

总结，并提出更科学、更实用的相关理

论；三是学术研究要充分体现系统性

和专业性。重大项目《中国电影表演

美学思潮史》是国内学术界首次以中

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为课题进行的

研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表演史

的研究等级。

亮眼成绩单源于
厚重学术底色

上海戏剧学院始终自觉推进中国

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建设。学校创建

早期，已形成中国特色戏剧理论和中国

现代戏剧艺术探索的两个鲜亮底色：上

世纪80年代，上戏是“戏剧观大讨论”

的主阵地，引发了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新时代以来，上戏人奋楫争先，在学术

原创、学科建设和话语创新领域取得了

丰硕成果。

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谢巍分享

了一张成绩单：软科中国最好大学专业

排名中，上戏取得7个A+、4个A，上海

高校共有58个本科专业排名全国第

一，上戏在其中占据4席；教育部国家

教学成果奖中，市属高校共获奖16项，

上戏占得2席；戏文系教授陆军领衔的

中国编剧学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上戏作为亚太

戏剧院校联盟主席单位，校长黄昌勇担

任新一届联盟主席；前不久发布的上海

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上戏一举斩获10项大奖，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在践行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的进

程中，上戏奋力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和艺术教学领域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基地，努力在贯彻教育家精神、建设

教育强国中彰显上戏担当、展现上戏作

为。“我们立足中国，《中国戏剧学史稿》

首次提出‘戏剧学’概念，书写‘中国自

己的戏剧学著作’；我们借鉴国外，《当

代欧美戏剧研究》探究通过文明互鉴发

展中国民族戏剧、健全中国现代戏剧学

科；我们挖掘历史，《中国戏曲班社通

史》构建以戏班演剧为核心的中国戏曲

理论研究方法；我们把握当代，《戏曲现

代戏创作研究》致力于解答中华戏曲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我

们关怀人类，上戏作为国际剧协和亚太

戏剧院校联盟的共同入驻单位，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事

业，努力打造文化共同体。”谢巍表示。

上戏与上海紧密
相连

上海戏剧学院成立的78年间，由最

初72人的招生规模，发展到今天在校本

科、硕博士研究生超3300人的办学规

模，学科从1945年的三个系科（话剧科、

电影科和乐科）发展到今天包含戏剧、戏

曲、电影、舞蹈四大艺术种类，拥有戏剧

与影视学、艺术学理论2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18个本科专业的综合性艺术高等

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水

准的戏剧人才，推进了中国戏剧事业的

现代化水平，促进了中国戏剧与世界各

国戏剧艺术的交流和传播。

列数这些辉煌成就的同时，毫无疑

问会让人联想到上戏在中国现代戏剧

艺术的发展道路，有哪些因素值得特别

关注呢？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认

为，上戏与上海的关系最为密切。不仅

上海戏剧学院坐落在上海，更重要的是

城市赋予上戏以机遇和各种平台；上戏

借助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赋予戏剧以

现代品格，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戏剧教育之路。

因此，“为上海发展做贡献”是上

戏当仁不让的使命，首要便是宣传海

派文化。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

统文化（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

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源于

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

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新时代以

来，通过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和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海派文化再次焕

发了崭新活力。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陆

军教授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

“编剧学”概念，以中国编剧学话语讲好

中国故事，在此基础上创立“百 ·千 ·万

字剧”编剧工作坊，立足上海，辐射全

国。上戏编剧学团队自2011年组织创

作“上海高校系列大师剧”，入选教育

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荣获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国家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

福海所著的《海派京剧简史》获上海市

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

作类一等奖。

同时，国家级项目《上海话剧史料集

成研究（1842—1949）》《上海

近 现 代 剧 场 研 究（1843—

1999）》、省部级项目《近现代上

海报刊散曲整理与研究》《上海

木偶戏研究》《上海剧艺社演出

史研究（1938—1948）》等多个

科研项目，都承担起了传承海

派文化的使命和责任。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上海戏剧学院于

2011年成立了全球城市文化协同创新

中心，以城市大数据（数据库）为基础，

以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为立足点，分析上

海和中国主要城市文化的发展状况和

应对策略，追踪和对标世界城市文化最

新动态，进行城市文化数据指标的设计

和数据库的建设。

为服务上海全球影视创制中心，上

戏将以电影学院为主体，重点聚焦于打

造上海电影学派，通过在国际化转型过

程中与世界电影学术研究的接轨，构建

与影视产业链匹配并具有引领性的学

科专业集群。

为国家培根铸魂
育新人

上海戏剧学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开展教育教学，努力培养堪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戏聚

焦于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特

别是文化思想研究，夯实理论根基，加

强具有艺术院校特色的思政课教学实

践和创新，探索“戏剧背后的思政密

码”，不断为国家培根铸魂育新人。

2007年上海市教委重点科研项目“马

克思主义文艺观理论与实践”落户上

戏，课题组全体成员在结合前期教学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并认真总结国内

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

究成果，于2008年编写出版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观教程》，该教材也是目前唯

一一本由艺术院校编写的、系统讲授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教材。现该

教材已经被多家艺术院校用作教材或

教辅参考书籍。

2003年，上戏启动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观进课堂”的工作，针对艺术院校

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特点，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中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

教学内容，这项重要举措使得学院成为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开展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教育的艺术院校。

在产教融合方面，上戏的一些优势

学科，始终在业界占据重要地位，培养

了各类高品质艺术人才，2023年杭州

亚运会及亚残运会开闭幕式、2022年

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晚会、2016年杭州G20峰会、

2010年上海世博会、2008年北京夏季

奥运会等国家重大活动中，均有上戏人

的身影，舞美系校友和师生被媒体誉为

“上戏舞美军团”，他们以精彩美妙的视

觉语言讲述了中国故事、上海精彩。

为探索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重大

项目《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研究团

队致力于梳理、调整和改善人才培养的

模式问题，围绕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

规模、课程设计、师资配置、授课方式、

实习手段等展开研究，确保青少年能有

更好学习艺术的环境，中国艺术人才能

够更加健康地发展。艺术教育研究团

队依托上海市综合艺术教育教学研究

基地，自2014年以来，该团队已编写了

上海市高中艺术教材9本，并将连续对

上海中小学的艺术教师队

伍进行培训。

在今年4月由文旅部、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上海市文旅局主

办，上海戏剧学院承办的“新

时代中国艺术学发展研讨

会”会上，谢巍代表学校发出

《关于加快建设中国艺术学

“三大体系”的倡议书》。作

为具有悠久浓厚学术传统的

国内艺术院校排头兵，上海

戏剧学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踔厉奋发展宏图,笃行不

怠启新程。上戏将以更加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

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构；坚

持在全局性中践行学科体系，在自主理

论体系观念中谋划学术体系，在继承

性、民族性和文化自信中建构话语体

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更大

贡献。

上海戏剧学院下一步的工作设想

也呼之欲出：一是聚焦五大学科方向，

把打造学科集群作为重中之重。依据

“中国话语，科艺融合，国际影响，首创

首发”的学科建设十六字方针，立足新

文科建设背景，服务国家和上海的文化

发展战略；二是围绕学术平台建设，把

科研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三是推

进青年人才成长，把师资队伍建设培养

作为重大使命；四是持续完善制度建

设，把制度改革作为激活科研活力的重

要抓手。

上海戏剧学院发布“三大体系”建设成果

一 所 艺 术 院 校 的 学 术 追 求
王筱丽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首

届西藏本科班毕业大戏——汉

藏双语版《哈姆雷特》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大型原创

话剧《前哨》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新编程派京剧《穆桂英再挂帅》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

▲位于上海戏剧学院

昌林路校区的新剧场

▲上海戏剧学院原创大型交

响舞蹈诗《黄河》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大型原创话

剧《军歌》剧照

◆2012年，《上海市民2010年
世博会意识调查》获第八届上海市决
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三等奖。《上海滑
稽史》获第十一届上海市哲社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2015年，《中国伶人家族文
化研究》获第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016年，国家级重大项目
《戏曲剧本创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研
究》立项。

◆2017年，国家级重大项目
《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立项。

◆2018年，国家级重大项目
《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黑龙江卷）》
《中国话剧接受史》立项。

同年，《中国城市文化指标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
社优秀成果奖（2016-2017）学科学
术奖一等奖（论文类）。《民国时期上
海舞台研究》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社
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奖二等奖（著作
类）。《<《雷雨》人物谈>与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以“独创”为标尺重读现
当代戏剧文学——兼论话剧与戏曲
的文学史地位》《朱紫之辨：传钱选
<蹴鞠图>的政治隐喻和图式旨趣》
《近三十年昆剧创作的观念与形态》
分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社优秀成果
奖学科学术奖二等奖（论文类）。

◆2019年，国家级重大项目《当
代欧美戏剧研究》《中国电影表演美学
思潮史》，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
特色戏剧学学科建设研究》立项。

◆2020年，《中国电影表演美学
思潮史述（1979-2015）》《大雅可
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
1937）》分获第八届高校科研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著作类一
等奖和三等奖。

◆2021年，国家级重大项目
《中国戏曲班社通史》《中国戏曲服
饰研究》立项。

◆2022年，国家级重大项目
《中国话剧编剧学理论研究》立项。
《艺术正义的类型与亚类型》《改革
开放40周年：中国电影表演学派渐
行渐远》分获上海市第十五届哲社
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一
等奖和二等奖。支运波获得2020-

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奖。
◆2023年，支运波获上海市第十

六届哲社优秀成果奖学术新锐奖。《海
派京剧简史》《与其跟风“剧场”，不如坚
守“戏剧”——再议postdramatic

theater的中文译名》《传统与现代：
张大千绘画观的嬗变》分获上海市第十
六届哲社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优秀成
果奖著作类一等奖。《上海都市与文明
戏的变迁》《中国古代首饰史》分获上海
市第十六届哲社优秀成果奖学科学术
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田汉与北
京人艺的互动关系》《唯物史观与“十七
年”时期戏曲史书写》《从文学到电影：
关于改编观念、理论、模式及方法等的
思考》《唐纳及其左翼电影文论探析》分
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社优秀成果奖学
科学术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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