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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来，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培养了三万多名京剧艺术特长生——

在少年儿童心中埋下一颗民族艺术的种子

缘起：
中国的少年儿童，要

认同我们自己的优秀传
统文化

谈及少儿京剧团建立的初衷，就要把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三十年前。1994年，联

合国计划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一场面

向全球的儿童音乐节，也向中国上海发出

邀请。将中国少年儿童的艺术修养向世

界展示，怎样的形式最好？几番讨论下

来，少儿京剧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徐汇区少

年宫就开始了面向全市少年儿童的京剧

艺术培养项目。时任上海市徐汇区少年

宫主任的任登琪敏锐地意识到，在当时港

台歌曲风靡的文化背景下，让更多青少年

认识京剧、走近京剧、爱上京剧，对于继承

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

因为具备基础，那一年在荷兰阿姆

斯特丹儿童音乐节上，少儿京剧团的演出

剧目亮相全球，震惊四座，引发了广泛的

反响。

历史的背影诚然不断走远，百代的

情怀却镌刻在民族的国粹记忆中，京剧

诞生的两百多年后，在上海青少年艺术

教育的园地里，开放出了一朵京剧艺术

的小小蓓蕾——同年5月，少儿京剧团

（原“好小囡”少儿京剧团）正式成立。

如今，少儿京剧团由徐汇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主任钱文华任团长，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尚长荣、刘长瑜任艺术顾问，上海

京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资深专业教师

任艺术指导。目前，每届少儿京剧团有团

员40名，预备团员170余名，学员300余

名，5个教学基地（中小学校），参加的学员

达1260人次/年，课程为15个行当36个班

级，团员和预备团员、学员涵盖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各年龄段的学生，形成学

员-预备团员-团员的良性发展梯队，保证

了京剧项目进校园的基础人才需求。

在上海孕育着全国唯一的少儿京剧

团，长达近30年，足以见得徐汇区教育

局、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对于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认同。如今，走进

环境幽雅的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儿京剧团的小团员们，每天都在这

里兢兢业业练习。唱念做打，手眼身法

步……这些几乎是零基础的少年儿童，

在剧团专业指导教师的精心培育下不断

成长起来。建团至今，少儿京剧团组织的

各级各类培训和活动，培养了近3万余名

专业、半专业的少儿京剧人才，各类京剧

普及活动覆盖全市乃至全国的少年儿童。

多年来，少儿京剧团曾多次走出国

门，站在世界最高的儿童艺术舞台上，展示

中国国粹京剧之美，展示中国少年儿童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读。在国内外的重要场

合上，少儿京剧团也总有一席之地，成为国

内少年儿童艺术教育领域的璀璨之星。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钱文华

表示，少儿京剧团免费面向全市喜爱京剧

的少年儿童敞开大门。从少年宫主任任

登琪、到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钱江、钱文

华，历届青中心的掌门人，都把少儿京剧

团作为重点支持的项目，提供京剧团宽敞

明亮的排练厅，设施先进、富有特色的演

出剧场、藏“书”丰厚的京剧数码图书馆、

设施先进的京剧影像视听空间和网络平

台、功能齐备的京剧多媒体报告厅以及美

轮美奂的京剧服饰、道具展示馆等，可承

担各种类型的京剧教育培训活动。“今年

是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立七十周年，

在青中心七十载发展历程中，少儿京剧团

在其中的三十年时光中，一直是青中心一

张文化名片，并会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钱文华说。

发展：
“小梅花”层出不

穷，有些孩子通过京剧
改变命运

中国文化博大而悠长，中国民族戏

剧深受世人瞩目，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

京剧被誉为“国剧”，成为了民

族戏剧中一道旖旎的风景线。

追溯京剧的始末根由，四大徽

班进京标志着京剧从孕育到演

变的过程，京剧已成为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结晶，是青少年民

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运用艺术手

段得以传承的文化标记和民族

烙印。

传承国粹，让当代儿童青

少年认同传统文化，是少儿京

剧团担起的职责。以此为目

标，如何培养、选拔京剧好苗

子，成为京剧团指导教师们肩

上的重任。

牛德草曾经是上海市徐

汇区田林一小的一名学生，一

次偶然的机会，少儿京剧团在

“京剧一条龙”的学校里发现

了这位长相俊俏的小男孩，并

把他吸收到少儿京剧团里学

习。牛德草的父母都是普通

外来务工人员，少儿京剧团的

在少年儿童艺术教育领域，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儿京剧团（以下简称“少儿京剧团”）蜚声全国。成立至今，少儿京剧
团先后培养了三万多人次的少儿京剧人才，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少儿京
剧普及工作，让京剧这颗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珠，重新走进当代
少年儿童的心里。除了做好京剧普及工作，至今，从少儿京剧团中走出的
“小梅花奖”（“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京剧人才累计超过50人，
在业界引起巨大震动。不少活跃在当今京剧团和全国京剧舞台上的当家
骨干，儿时都有过在少儿京剧团学习的经历。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少儿京剧团，也是上海市首批学生艺术团，从
1993年筹备起，少儿京剧团已经走过了三十载春华秋实，在京剧艺术后
备人才培养上意义非凡。如今，少儿京剧团坚持面向学生，坚持普及与提
高并重，坚持公益性原则，秉承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追求卓越”的精
神，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徐汇区教育局的领导下，在
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京剧院的指导下，在梅葆玖、尚长荣、刘长瑜等老一
辈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悉心呵护下，在一代代团员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硕
果累累，已成为上海青少年艺术教育的一张名片。

老师亲自上门做他父母工作，让孩子可

以走近京剧这种艺术尝试进行学习。

中间有几次，牛德草的父母觉得学习京

剧还不如踏实回家劳作，少儿京剧团舍

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劝说家长让

孩子留下继续学习。

进入小学五年级，牛德草的父母也

看到孩子在京剧艺术上的天赋，决定报

考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京剧

团的老师们对他进行一对一指导，并忙

前忙后地帮他录制考试的视频。如今，

牛德草已经是北戏四年级的学生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改变了这个

孩子的人生命运。

“天生有京剧艺术天赋的孩子，我们

要重点培养；天赋还不突出的孩子，我们

要创造条件来培养，我们一手抓普及，一

手抓提高。”这是少儿京剧团的教育理念

之一，也是少儿京剧团艺术总监周津羽

与老师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25年前，当今京剧言派须生的领军

人，也曾受到少儿京剧团艺术总监的指

点。在一次艺术特色学校的考核中，少儿

京剧团的老师发现了天赋异禀的这位学

生。他一张口开场，老师就认定这是一个

言派老生的好苗子，也由此将他领进了京

剧艺术的大门。此后，他就如愿考入了上

海戏曲学校。周津羽说：“按照京剧传统

的教学方法，他可能就与言派艺术‘擦肩

而过’了。因此，少儿京剧的教学也需要

因材施教、不断创新，如果我们不大胆创

新教学理念和方法，可能就埋没了一个言

派艺术人才，言派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就无

从谈起。”“不拘一格育人才”这更是少儿

京剧团三十年教学的重要举措。

传承：
少儿京剧教育，首要

教会孩子们做人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在浩如烟海的京

剧剧目中，抚育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人格培

养的优秀剧目却寥若晨星。为此，少儿京

剧团一直在探索，能否在京剧经典剧目与

当代青少年学生的心神对接上，寻觅到最

佳契合点：它必须既富有深刻的人文内

涵，能引导青少年积极进取的求知欲，又

能展现高尚的人格力量与和谐的时代精

神；必须既有益于学生道德品质的滋养，

又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才能在寓教于

乐中，将弘扬主旋律的浩然正气融入到校

外艺术的课堂上，努力构建一座文情并茂

的京剧剧目与当代青少年学生之间的和

谐、统一的“桥梁”。

“学戏先学做人”，是少儿京剧团一直

以来坚持的教学理念。一次，在教学京剧

《将相和》的过程中，老师在给小团员们讲

述蔺相如足智多谋，智勇双全，宽容大度，

他为了国家利益，让步于廉颇，这种心系

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宽广胸襟和高

尚品质令人钦佩，从而激发学生刻苦学

习、勇于探索、百折不挠、报效祖国和服务

人类的远大理想。

京剧是“角”的艺术，一切排练和演出

都是围绕主演而进行的，陪演的同学就像

一个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把光芒折射在

主演身上，让他（她）光彩夺目。由此可

见，在京剧舞台上的主演是多么令人羡慕

和神往。这节课后，剧目要进行公演，

第一次公演结束，该戏的主角、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的金奖获得者顾峥浩

主动表示：“老师，下一次公演能

不能让点点来演主角？蔺相如

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主，让廉颇，

那么我也应该让点点，让每个人

都能成为主角。”

顾峥浩的几句话，令周津羽

十分惊讶和感动，更是意识到了

京剧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此后，

依据课堂上孩子们的这个真实

故事，由少儿京剧团创作的少儿

京剧剧本《主角》，荣获上海学生

戏剧比赛一等奖。“艺术创作来

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在

一线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点点

滴滴，总是能成为老师们创作的

不竭动力。”周津羽说。

创新：
用适合少年儿童的

京剧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回首30年来，少儿京剧团的发展并非

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少儿京剧团成

立时，很多家长并“不心甘情愿”送孩子来

学习京剧，而是更倾向于当时所流行的钢

琴、芭蕾舞学习。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京剧，

少儿京剧团的指导教师们一边给孩子家长

做工作，一边走入各个中小学校普及京剧

文化和技艺，顺便挑选优秀人才。

当两百年历史的京剧遇到十几岁、

甚至是几岁的儿童青少年，要如何平衡

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让儿童青少年读

懂京剧，读懂传统文化，是少儿京剧团一

直在思考的事情。于是，在少儿京剧团

里，除了传承京剧各个流派的传统经典

剧目，老师们还善于创新，用少年儿童的

语言和风格，创作适合少年儿童表演的

京剧剧目，赢得不少收获。

比如，经典传统京剧剧目《拾玉镯》

讲述的是孙玉姣坐在门前绣花，被青年

傅朋看到。傅朋爱慕上孙玉姣，便借买

鸡为名和她说话。玉姣被傅朋的潇洒多

情打动，傅朋故意将一只玉镯丢落在玉

姣家门前，玉姣拾起玉镯表示接受傅朋

的情意。刘媒婆看出了他们两人的心

愿，出面撮合了他们俩的喜事。但是，成

年人之间的美好爱情，少年儿童在表演

过程中未必能够理解。为此，周津羽带

领老师们在传统《拾玉镯》的剧情上，根

据当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进行改编：孙玉

姣拾到了一只玉镯，便提笔在纸上写下

几个大字“失物招领”，变为了引导少年

儿童拾金不昧的《“新”拾玉镯》。

少儿京剧剧目的推陈出新，要符合

童趣、情趣和雅趣几个特点。要让少年

儿童说自己的京剧语言，讲述少年儿童

自己身边的故事，才能让京剧真正走进

少年儿童的心里。

如今，已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的唐志尧曾经是少儿京剧

团的小团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的

父母都很喜爱京剧，从小便有意培养孩

子成为京剧爱好者。成为少儿京剧团的

正式成员后，这个家庭实现了“一人学京

剧，全家是戏迷”的良好氛围。

在少儿京剧团，唐志尧唱了一年老生

后，进步并不明显。少儿京剧团的老师找

到他的父母，建议让他改唱丑行。起初唐

志尧的父母比较拒绝，老师们却说：“给我

一分信任，少儿京剧团会给你们一分精

彩。”一年后，唐志尧主演的海派丑行戏

《海舟过关》，赢得满堂喝彩和各类奖项，

也让他对京剧的喜爱更多了一分。

如今，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生艺术

社团中，少儿京剧团魅力四射、星光熠

熠。每年京剧团招生，都能看到慕名而

来的孩子和家长。这些年来，学习京剧

让一代又一代的小团员提升了综合素

养，有时候也能成为促进学习的动力。

唐志尧在申请国外名校时，就因为从小

有学习京剧的经历，为他的名校之旅添

砖加瓦。这些热爱京剧的青少年，更是

成为了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海

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

三十年菊坛勤耕耘，梨园“好小囡”初

长成，三十年不仅是一个年轮的标记，更是

一个富有朝气的起点，一个优秀的学生艺

术团队在创新实践，在积累收获。京剧是

民族的象征，是永远烙在心里的中国精神

和中国魂。三十年来，上海市学生艺术团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不懈地

努力着，全力弘扬京剧艺术，挖掘民族文化

的独有魅力，开展京剧教育的独特优势，继

续做大做强品牌，成为同行者的相契事业，

成为少儿京剧团员的心灵归依。钱文华

说：“30年来，上海京剧院、上海戏剧学院的

专家和老师们对少儿京剧团关爱备至，徐

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将最好的资

源给予这些喜爱京剧的孩子，呵护他们心

中这颗民族文化的种子，陪伴他们成长、开

花。未来，少儿京剧团将创出少儿京剧团

新的辉煌，为青少年打造一片培育民族精

神，弘扬民族文化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