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文体 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
见习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昨天，从上海走出去的世界级芭
蕾舞演员谭元元宣布，将于本月25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一场名
为《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的演出，这
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之
一。参加演出的演员，她昨天也特别
介绍说，主力“来自海外5个国家8个
顶尖芭蕾舞团”，包括了她所在的旧
金山芭蕾舞团、英国国家芭蕾舞团、
俄罗斯马林斯基大剧院这些舞迷耳
熟能详的名字。

而这也让人想起了她去年在上海
说的一番话：“国内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很多，就是缺好舞码（编注：指一个或一
组完整的成品舞蹈）。这么多年我受益
良多，就因为我与世界一流的编导、舞
者合作多次，积累下了经验和良好的合
作关系。将来，我会做好国际交流，为
演员提供实践机会，假如某些舞剧我跳
过，我会将好的演出版本引进来，手把
手地教学生，现在中国芭蕾演员的素质
和条件都非常好，教学设备也齐备，更
重要的是实践，有好作品跳，他们最好
最棒的经历应该在台上。”

她的这番话，是去年她回沪为自
己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谭元元国际芭

蕾艺术工作室揭牌时说的，而这个工
作室，是在上海有关方面的大力邀请
下建立的。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
院长陈家年告诉记者，“我们上戏无
条件支持，非常欢迎元元这样的人才
能够留在上海。”

上海的扶持，已经越来越让青年
人才和上海文艺形成良性互动。像
谭元元去年的承诺，今年就立即变现
了，除了带来了高手，这场演出还用了
5位来自本土的舞者，他们是上海戏
剧学院舞蹈专业在读的男生，“我专门
邀请了海外著名的华裔编舞家爱德
华·梁，针对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创意了
一部现代舞剧目《CHI》。我们选拔了5
位男生，由我和梁先生，还有上戏的资
深教师一起，指导他们排练。这是一
部中国舞者用国际舞蹈语言来演绎的
剧目，音乐、舞姿都有艺术的张力，将
作为我们演出开场的第一个剧目，希
望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扶持和反哺，已经渐渐形成了规
模效应，也让上海文艺呈现繁荣之
态。这是良性循环，上海文艺界在国
际上越来越有话语权，青年艺术家、中
国作品走出去，也变得比往年更容易。

上海全面扶持青年文艺人才

没有年轻人的艺术是会衰老的

手机APP和真人一起触发剧情，通过新闻弹窗、微信小视频、电话通讯等形式帮助观众进入剧情，推动剧情发展。近日，
小部分观众在上戏校园内享受到了浸没式的戏剧体验，而这部戏就是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五周年特
别委约剧目《双重》。该剧都由青年艺术家完成，也极受青年人欢迎。谭盾说：“没有年轻人的艺术是会衰老的。”青年报记者
在连日采访中也发现，为了防止艺术衰老，上海对青年艺术家有着立体、多样的扶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钢琴家宋思衡，一直在全国推
广多媒体钢琴音乐会，让古典乐有了更
多的年轻观众，而在上海，他曾有一场
特别的专场钢琴音乐会，那是上海市给
他出的经费。那场音乐会，属于市委宣
传部人才培养重点项目之一的“粉墨佳
年华”系列展示活动，当时跟他一起获
得了这个机会的，还包括青年低男中音
沈洋、青年话剧演员田蕤、青年指挥张
亮、青年钢琴家孙颖迪。

这个活动，旨在打造上海文艺领
军人才队伍，以“出作品、推新人”之
势，为优秀青年演艺人才在上海成名
成家提供平台和服务。自2007年启动
以来，先后推出一批扎根上海、影响全
国的拔尖文艺人才和青年领军人物，
成为了群星的舞台、百姓的看台、青年
文艺人才交流的平台、艺技的展台。

政府出面的扶持，有很多。前不
久，《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透
露，“杂志社自今年7月刊起最高稿
酬已经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这是
自2011年包括《上海文学》在内的上
海主要文学期刊将稿酬提升到每千
字500元后的又一次突破，而这两次
提升稿酬的背后，是上海市委宣传部

“文学发展基金”专项资助的身影。
出台这样的专项资助，是为了支

持文学原创，吸引新作力作，而它的

成效也很突出。在最新版《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中，综合性人文、社会科
学大类下的“I21/I29中国文学作品”一
类中，排名前5中上海作协旗下的《上海
文学》《收获》就占据了两席。赵丽宏透
露，《上海文学》始终致力于扶持青年作
家，近年来通过举办各种小说新人大赛
发掘了张怡微、李晁、孙频等一批“80
后”乃至“90后”青年作家。

但在文艺繁荣的上海，对青年艺
术家的扶持，远不止政府一家出面。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第十八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
艺术家计划”已经进行到了第五届。
今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青年
艺术家，包括彩虹室内合唱团。“这
次，他们就创作了很有文化韵味的
《落霞集》，以‘酸甜苦辣’为时间线，
讲述了一个关于乡愁与记忆的故
事。”扶青计划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类
文化意味浓厚的节目，“从创排到节
目成型，有很多的扶持在其中。”

这些扶持，并非由政府出面，而
是由艺术节联合各家基金会自己投
入。“很多好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这两年我们艺术节还会帮他们去申报
上海文化基金和国家艺术基金，在我们
的平台上展示过的项目，申请到的概率
都比一般的申请者要高很多。”

今年 4 月，欧洲著名的艺术节
——布达佩斯之春艺术节上，不少欧
洲观众看到了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
红极一时的青衣演员筱燕秋，在饰演
《奔月》后遭非难，从事业高峰陡然跌
落，随后有了“生命该如何寄托呢”的
跌宕心路历程。这是青年舞蹈家王
亚彬的舞剧作品《青衣》，而这部作品
在去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亮相后，就
得到了“扶青计划”的支持，从而有了
欧洲的演出。

“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费用，更
重要的是机会，我们邀请了很多欧洲
知名艺术节的总监来上海，是他们相
中了这部作品。”扶青计划负责人告
诉记者，很多人以为，扶持青年艺术
家，就是掏钱，但事实上，青年艺术家
们更为需要的是机会、机制和平台，
所以，钱要用在该花的地方。

上海昆剧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百戏之祖”，相比其他剧种，昆曲
的首要任务是传承，要让青年昆曲学
子，从“昨天的台柱子”那里学习，包括
步伐、身段。这些资深昆曲表演艺术
家，都已经七十多岁，有丰富的表演教
学经验，手里也有经典剧目，所以，全
国7个昆曲院团的传承主要都依靠这
批老艺术家。但是此前，他们每年都
要辛苦地跑去各地教学。

团长谷好好透露，上海为了扶持
青年昆曲演员的成长，就做了这样一
件事，“把这些老艺术家留在上海传
戏，同时我们也面向全国，力邀外地
名家携带自己的名剧到上海来传
承。上海的青年昆曲学子，也终于可
以在自己家门口学到每个老艺术家
的最拿手剧目。”

“政府当然也对昆曲传承发展给
予了资金支持，但钱不是一味用来提
升收入的。”谷好好说，这钱除了花在
学馆制的教学费用上，还用在了200
场公益演出上，“这就能保证学演结
合，通过项目制刺激青年昆曲演员的
艺术提升——有了演出，学的东西才
能得到锻炼，还可以普及推广昆曲。”

著名的上海交响乐团，也同样在
扶持青年艺术家时想了不少招数。
上交人力资源负责人说，“乐团面临
着，高级职称者由于年龄、体力原因，
实际参与演出场次少，年轻乐手演得
多，却由于没有职称，收入一直上不
去。”为此，上交联手专业人力资源公
司设计方案，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
考，激励青年人才抢占舞台中心。“上
次大考，20位乐手岗位调整，6位乐手
被提拔为声部首席或副首席，其中3
位是年轻乐手。”上交负责人说，这样
的刺激，成绩斐然。

都由政府出面？
全社会编织立体化扶持网络

会对扶持依赖？
人才将带动上海文艺大繁荣

扶持就是掏钱？
多种手段激励艺术提升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让更多青年作品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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