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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的少儿京剧团

提起北站街道少儿京剧团初创的艰

难，于燕芳百感交集。“  世纪   年代

末，我在北站街道文化站（现北站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群文工作。    

年，北站街道响应‘京剧要从娃娃抓起’

的批示精神，开办了百乐少儿京剧班（后

改为“北站街道少儿京剧团”），开始致力

于少儿京剧的普及和提高，我就是从那

时候起，接下来这个任务。”

她回忆道，那时候，一切都是“白手

起家”。没有场地、没有老师、没有生源，

偏偏心底有一个一定要把这事做成的

“执念”，她一趟趟地奔走于社区、上海

京剧院、辖区的学校……

没有场地，她借用街道的会议室。

“那时候街道的办公条件比较艰苦，一

楼的会议室场地也不大。”于燕芳为了

让孩子有相对固定的学习时间，她把免

费授课时间安排在每周六，没想到，就

这么成了一个传统，多年来一直“雷打

不动”。

没有老师，她多次前往上海京剧院

邀请名师出山指点。“那时候，我一趟趟

地去荀派亲传弟子、京剧表演艺术家陆

家正红老师家。”过去的情景历历在目，

于燕芳露出一丝苦笑，“‘这可怎么教

哟’，陆老师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请

一位艺术大师来教一群娃娃，还是零基

础的，陆老师当时的为难，我非常理

解。”沪剧演员出身的于燕芳，对唱歌、

舞蹈、沪剧都比较熟悉，唯独京剧是门

外汉。她开始从京剧的“唱念做打”及

“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功学起，“上海京

剧院的老师在台上教，我就在台下学。

我总是比孩子们学得快一些，于是，下

课了，我再来教孩子。”

于燕芳先后请来了上海京剧院的

陆正红、庄顺海、严海鹰等专业演员给

给孩子们提供顶尖的“一对一”专业指

导。她不仅是教授京剧的老师，还兼任

了班主任的职务。“如果有外出表演，我

不仅要安排整个行程，负责孩子们吃和

住，还要为孩子们定妆……”

经年累月地教，一点一滴地收集、

整理京剧艺术资料，举办培训活动，开

展京剧演唱竞赛等，既抓普及又抓提

高，就这样，北站街道少儿京剧渐渐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北站少儿京剧能一直坚持下来，

最重要的是北站街道的历任领导也对

少儿京剧工作相当重视。”于燕芳介绍

说，为保证少儿京剧工作顺利开展，街

道拨付专项资金，配置了练功房、活动

室、服装道具，为孩子们营造了学习京

剧的良好氛围。同时，与辖区内幼儿园

及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等合作，开展了

“京剧进校园活动”，开设京剧课程，组

织京剧兴趣班，为少儿京剧的人才储备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皮大王”成了“角儿”

三十多年来，凭着自己特有的艺术

敏感度，于燕芳从众多的学生中为少儿

京剧班挑选了不少好苗子。她自豪地

说：“我挑选的每一批学员都能出几个

‘角儿’！”

说起自己发掘的“黑马”，于燕芳的

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北站少儿京剧刚

刚起步的时候，我在街道辖区学校发现

了一个有灵气的孩子，虽然孩子的班主

任觉得他太皮了，但是我认定他是个好

苗子。”

在之后的训练中，她充分地挖掘

了这个“皮大王”的潜力。“有一次排练

时，他钻到了椅子底下，人缩成一团躲

在里面。”碰上别的老师可能就要恼

了，于燕芳却心中暗喜，“这不是正说

明这孩子筋骨软嘛！”她用开玩笑的语

气跟男孩说：“你出来吧，给我们劈个

叉看看。”这个以前没有练习过基本功

的男孩儿，一下子摆出一个标准的劈

叉。经过一番“调教”，“皮大王”成为她

的骄傲：多年后，他成了上海京剧院的

专业演员了。

“学有所成的学员里，虽然不是人

人都从事戏曲或文艺工作，但是无论走

到何处，他们都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的还能回来‘反哺’教学，让

我很是欣慰。”每每谈及学生时，于燕芳

的眼神里亮亮的。

可喜的是，在这些学员中，有的自

己也成了老师。他们在各自的“新舞台”

上，继续发挥自己的能量，与北站少儿

京剧一起演绎新的剧本故事。“  后”

学员沈洁，从  岁开始，就在街道学习

京剧艺术。当她再次回到北站社区，如

今她已成长为静安区闸北一中心的一

名数学老师。当得知学校京剧社团需要

班主任，她戏称自己“血脉觉醒”，自告

奋勇地承接了这个任务，经常放弃周末

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往于街道和学校，

为孩子们做好京剧表演的各项后勤保

障和准备工作，她愿意为少儿京剧的发

展，不断地挥洒汗水、发光发热。

让于燕芳感到骄傲的，不是北站街

道少儿京剧团“年年获奖”，不是“人人

得奖”，而是京剧的种子早就在“娃娃”

们心中生根发芽。通过走出来的一批批

学员，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普及推广，

实现了一个由街道牵头公益社团的办

学初衷。

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于燕芳清晰地记得两年前，为备战

第九届“和平杯”中国京剧小票友邀请

赛，她与主教老师严海鹰多次商议后，决

定排演京剧《大唐贵妃·梨花颂》。于燕芳

负责整个节目的编排，严海鹰负责唱腔

和具体动作的编排。两位老师与家长进

行多次沟通之后决定，每周排练临时增

加一小时。家长们当时表示全力支持，然

而，两次排练之后，有一部分家长便向老

师反映：排练的强度有些大了，孩子们有

些吃不消。同时，亦有个别的学员家长表

示要退出。

于燕芳耐心地反复做家长们工作，

诚恳地说：“这个节目，不单单是孩子和

家长们在努力付出，老师也认真地陪你

们排练。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每次排练

后感到很疲劳，但是为了节目排的精

彩，我仍在坚持。所以，请家长多鼓励孩

子们，大家能劲往一处，齐心协力把团

体剧目排练好，争取以最好成绩来回报

所有人的努力。”家长们觉得于老师说

得在理，便不再抱怨而是支持孩子们认

真排练。

为了能将最精彩节目呈现给观众，

两位老师和学员们反复调整着每一个

动作和表情，抓紧所有可能的时间进行

最后的排练，经过不断打磨、苦练，最终

迎来“大考”———录制节目并送审。去年

 月底，在社区文化中心的小剧场，  

位雍容华贵的“杨贵妃”在剧场亮相，大

家都期待录播成功。然而，舞台毕竟不

是排练场。有孩子原本排练中练得好好

的走位，真正到了舞台上，会时不时地出

现一些小差错。经过整整一下午的录制，

小学员个个累瘫在舞台上，两位老师更

是着急上火，话都说不出来。可事后观看

录像才发现，排练的节目与预期相差很

大，有些孩子的走位不对，必须重录。接

下来，两位老师根据录像暴露出来的问

题，根据每个学员不同情况，“一对一”进

行加强辅导，对学员的每个动作不断地

加工和细抠，力求第二次录像时能令人

耳目一新。一个月的精心排练，老师更严

厉了，但孩子们即使累到不想动，也没有

一个人说要退出此次排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的付出终

有回报。当两位老师和孩子们得知大唐

贵妃 · 梨花颂》荣获“和平杯”集体金奖

时，兴奋地蹦跳，相互拥抱，流下激动的

泪水。孩子们决定：“今后要更加努力跟

老师好好学习京剧，一定要把国粹传承

下去。”

截至现在，已有    多人次在北

站接受了京剧培训，少儿京剧团更是培

育出了无数的优秀“小票友”，不仅成为

静安区社区文化中首屈一指的特色品牌

项目，同时还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命名

为“青少年民族文化培训基地戏曲培训

点”，被上海市文广局命名为上海市群众

文化活动特色项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基地”，    年又名列上海市文化

旅游局  个“非遗进社区”示范点之一。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

对北站少儿京剧作过专题报道。  多年

来，少儿京剧已然成为北站街道公共文

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正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品牌带动效应。

“六一”前夕，第  届“上海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

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北站街

道少儿京剧团作为小白玉兰奖

的代表之一，受邀亮相本届颁奖

晚会的红毯仪式现场，以灵动的

身姿与卓越的风采，向现场以及

镜头前的观众展示了国粹之美。

京剧，这个有着“阳春白

雪”之称的国粹，如今在静安可

是备受追捧的热门艺术。北站街

道少儿京剧团创办人于燕芳介

绍，“这几年来，北站街道少儿京

剧团的娃娃演员们已在不经意

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凡是

街道有重大活动，少不了少儿京

剧团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因为孩

子们的京剧表演最能赢得观众

的掌声和喝彩。”（本版图片除
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杨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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