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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2 日，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启动仪式在江苏大剧院举行，毕飞宇等近百名文艺

名家与新秀、英才结对。这一计划将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扶持 100 名江苏文学艺术英才，力争通

过 3 到 5 年时间，推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名家。这是江苏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艺队伍

建设”号召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宣传思想工作走在前列的重要抓手，是

进一步建强“文艺苏军”队伍、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的重要举措。

建强文艺苏军的创新举措

文艺是培根铸魂的大计，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青年人才需要榜样引领，文艺之魂更应当

薪火相传。

以高度的责任坚守文化使命。文艺传承，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更多是文艺之魂的传承。坚定文化自

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

尚，这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为指导，将“传正道”与“授真业”相结合，将言传身教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

好的社会形象树好榜样，以扎实的文艺功底、高超的艺术技艺授业解惑，传授学徒们力戒浮躁的“心法”、

创新创造的“技法”和锻造精品的“功法”，这是此次名师带徒的关键。

以创新的理念培养文化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只

有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提质增效，通过名师带徒，建设一支德艺双馨、梯队完善的“文艺苏军”队伍，才

能为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推动江苏文化建设高质量作出新贡献。名师自主挑选学徒，充分遵循文艺创

作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充分尊重青年文艺家的创作个性，结合他们的艺术潜质，做到真传实教、倾囊相

授，努力为江苏文艺繁荣发展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青年文艺人才。

以完善的制度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出人出作品、壮大文艺苏军是“名师带徒”计划的根本目标。通过

完善制度、制定计划，激励学徒在名师的指点下，自觉将创作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将优秀作品作为自己

的立身之本，在导师的指导下，尽快制定完成“三年创作规划”，创作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推动江苏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迈出建设文艺苏军的坚实步伐

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努力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道德风尚建设高地、

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推动宣传思想工作走在前列，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并强调“更加注重文艺人才队伍建设，采取超常规措施培养一批青年文艺人

才”的要求。2018 年 10 月，印发《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工作方案》，坚持唯才是举，突破年

龄、身份、学历、资历、职称等条件限制，由名师推荐学徒人选，推动实现文艺人才薪火相传，使“名师

带徒”成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工程。



“名师带徒”文艺人才梯队培养计划，是进一步推动建设文艺苏军、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的重大部

署。

计划按照文学类、戏剧曲艺类、美术书法类、音乐舞蹈类、民间工艺美术类等类别选出名师。入选的

文艺师徒将要提交培养计划和创作规划，省文联、省作协每年将对学徒进行考核评估并组织汇报演出和汇

报展览。计划还特别设立了退出机制，对违纪违法、行为道德失范或年度评定不合格的，将按程度终止其

“名师带徒”计划资格。

“名师带徒”计划将对文艺英才进行全方位扶持，包括名师指导、集体培训、集体采风、重大成果奖

励、作品研讨、个人展示展演等，并设立了专项经费。

“名师”承载的双重责任

“名师”不仅仅是荣誉称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承载着江苏文化传承的重任。

此次入选的百位名师是当下江苏文艺界的最豪华阵容，周梅森、张继青、顾芗、杨乃珍、盛小云、冯

健亲、赵绪成、尉天池、言恭达、朱昌耀、吴凝、吴元新、姚建萍……他们或者是“紫金文化荣誉奖章”“紫

金文化奖章”获得者，或者是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戏剧梅花奖、曲艺牡丹奖、书法兰亭奖、

音乐金钟奖、舞蹈荷花奖等全国文艺最高奖项的名家，或者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

个人都硕果累累、成就不凡。

作家毕飞宇认为，与戏剧、美术和音乐舞蹈等需要口传心授甚至是耳提面命不同，文学创作极为个人

化，因此名师带徒主要不在于技法的传授，而是对创作道路的点拨和激发。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经常迷失

并因此而痛苦，幸运的是，“我的身边有丁帆先生、许钧先生、王彬彬先生、贾梦玮先生和远在北京的李

敬泽先生，我们有多少次文学对话数都数不过来，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这样的对话往往是尖锐的，但是

它见人心、见责任、见友情，能帮一个艺术家见天地、见自我、见苍生。所谓的个人成就，永远也离不开

他身边的智者”。这样的对话也是艺术家与世界的对话，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自己的风格，文

艺家才能真正成就自己。

发时代之先声，是优秀艺术家的追求。冯健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早年跟随苏天赐等先生

走南闯北写生，极大提升了他的创作能力，然而此次带徒，他带的是艺术史论专业副教授赵笺。“我创作

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南京长江大桥》，展现祖国山河风貌的‘黄山系列’，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



《春天里》，反映时代、歌颂祖国、服务人民始终是我的追求，”冯健亲说，“但是艺术家除了实践还需

要关注理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和指导艺术创作，是旗帜和方向问题，因此我想把艺术史作为此次带

徒的方向。”

拯救传承濒危的剧种更是新时代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在苏州，昆曲演员都是昆剧、苏剧兼学兼

演。苏剧已经淡出观众视野多年，不但要培养传承剧种的演员，还要培养热爱和欣赏苏剧的观众，任务极

为艰巨。苏剧名家王芳说：“2001年被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昆曲也很冷，我们坐热了

昆剧的冷板凳，现在又来坐苏剧的冷板凳。全国有 8 个昆剧院团，而苏剧只有我们一个团，复兴之路会更

艰难和漫长，翁育贤拜我为师，也就选择了一条坚守之路，我们师徒俩共演潘达于这个角色，既是一种隐

喻，也是一种承诺。”在所有名师中，扬州评话的马伟、戏剧编剧罗周、古筝表演艺术家任洁三位是“80

后”。任洁的高徒张果晗 2004年出生，是所有学徒中年龄最小的。

名师荟萃，展老凤之双翼；高徒竞彩，期新秀以未来。“名师带徒”模式，将会给这些文艺高徒提供

更多的发展机会，为锻造一支高质量的文艺苏军队伍、打造文艺精品创作高地贡献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