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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沛的舞蹈想象力激
活文物内涵

舞剧的“舞”和“剧”犹如车之两
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平分秋
色。舞剧是以舞蹈为载体的舞台表演艺
术，“舞”至关重要。

舞蹈动作构建了舞剧的戏剧矛盾冲
突和情节叙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
问、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于
平认为，作为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戏
核”，古丽米娜饰演的春君以充满戏剧性
的舞蹈表演，起到了沟通人物关系、化
解戏剧冲突的关键作用，构成了这部戏
的戏剧张力，成为这部剧的点睛之笔。

在舞剧 《五星出东方》 中，各式各
样的舞段让人过目不忘。婀娜妩媚的

“灯舞”、端庄大气的“锦绣舞”、火热动
感的“集市舞”、激情奔放的“蹦迪
舞”……观众们既可以找到民族舞和古
典舞的影子，又仿佛能看见街舞和踢踏
舞的交融，别出心裁的舞蹈创作让该舞
剧获得不少好评。今年元宵节期间，剧
中的“锦绣舞”和“灯舞”等舞段在亮
相多台元宵晚会后，更是登上了网络热
搜榜，受到全网关注。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舞蹈家
协会副主席黄豆豆认为，舞剧 《五星出
东方》 的舞蹈编排凸显新意。从西域舞
到汉唐古典舞，从民风民俗舞到宫廷乐
舞，以及华彩式舞蹈，作品在舞蹈编排
设计上将不同舞种进行了非常自然的融
合与对话。

“舞剧《五星出东方》最突出的艺术
创新点，在于运用舞蹈想象力去激活深
埋于边疆考古遗物中的那些鲜活故事，
实现考古学与舞蹈艺术之间的想象力遇
合。对织锦护臂的丰厚象征意义展开联
想，构想出汉代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之
间的交融舞姿。西域风、中原风、中原
西域融合风三个系列的舞蹈语言构思，
又把观众带回到一个想象的汉代跨民族
间交往的中国图景中。”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
中心教授王一川说。

继灵感来源于文物 《千里江山图》
的舞剧 《只此青绿》 走红后，舞剧 《五
星出东方》 的出圈，再度让人们看到文
物题材艺术创作的广阔空间。王一川认
为，这部作品给艺术创作以宝贵启迪。
中国还有许多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样的文物在等待着各个门类的艺术家
们，期待他们施展非凡想象力，让过去
的那些精灵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活起来，
丰富观众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和向往。

少年时代是人一生中最纯洁、最
富于幻想的时代，而每个人的少年时
代又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喜好。我们俩
从小就喜爱舞蹈和戏剧。弦和小时候
在新加坡侨居时就经常给大家跳舞，
至今还有几张当时的照片保留下来。
而筠英，在小学时就多次和同学们一
起代表学校参加会演，表演欢快的新
疆舞，就是平时走在路上，也常常琢
磨自己表演的舞蹈动作。1956年，我
们俩分别考入了北京市少年宫的舞蹈
组和戏剧组，成为少年宫成立以后的
第一批组员，开始了我们最早的艺术
生活。

我们刚到少年宫时，只是 11 岁
的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对艺
术的向往和憧憬。每当观看艺术家在
舞台上的表演，心中便不由得发出感
叹：“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他们那样
……”当我们第一次被辅导员领进练
功房、排练室时，仿佛走进了艺术的迷
宫，那种新奇、欢喜、奇妙的感觉至今
记忆犹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刚开
始学习时，我们总以为文艺嘛，就是
快快乐乐，蹦蹦跳跳，没什么烦恼，没
什么困难。但是随着基本功训练的开
始，各种排练的到来，我们渐渐尝到
了另一种滋味。正规的基本功训练要
求非常严格，把杆上留下了我们的汗
迹；大镜子里映照出我们的眼泪……
一切并不如我们想得那样轻松。

筠英还记得，刚到舞蹈组的时
候，在课堂上随音乐做着擦地、踢腿
的动作，时间稍长一些，腰腿就感觉
很酸，不知不觉地腿就抬不高了，胯
就 松 下 来 了 ， 脑 子 也 跑 神 儿 了 。

“啪”的一声，顿时屁股上一阵热辣
辣的疼痛，原来是老师打了一下，筠
英哭了。后来，这位老师带着同学们
到舞蹈学校的练功房参观，只见那里
的老师正拿着棍子，在拍打一个同学
的屁股，而那位同学立刻提起精神，
把胯收紧，把腿抬高……原来这是一
种叫你收紧肌肉的手段呀！还有一次
跑圆场，辅导员要求大家两腿紧，步
子要小，但要快。大家走了两圈觉得
累，就大步流星地跑起来。辅导员立
刻叫停，严肃地说：“像你们这样
跑，三分钟就到故宫了。可对你们起
什么作用呢！”大家改变了跑法，又
认真地练起来。

同样，戏剧组的活动也是既有趣
又艰苦。弦和也还记得：排练话剧

《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时有一
段打架的戏。当时同学们心想这还不
好办，动动手，踢踢脚，打几拳踢几
脚不就行了。于是，排练时我打了他
一拳，他踢了我一脚，看着有人在地
上四脚朝天，大家都忍不住地哈哈大
笑起来……顿时打架变成了开玩笑。
老师马上严肃地批评我们，如果把演
戏当成儿戏，就不上课了。大家可吓
坏了，真的你一拳我一脚地打起来，
结果两人滚到地上，他抓着我的领
子，我扯着他的袖口，谁也不放手
……戏又无法进行下去了。老师又停
止了排练，既表扬了大家严肃认真的
态度，又告诉大家，戏既要有生活的
真实，又要有方法，要假戏真做。老
师一招一式地给大家排起来，第一拳
要向对方的胸前方向打，快要打到他
时，他把胸缩回来，再往后退。摔跟
头也有学问，要先屈腿，然后用小腿
外侧，背侧着地，最后头再着地……
老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讲解，大家反
复地练，直到学会为止。

在少年宫，我们不仅学习了许多
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在思想上
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记得有一次

为解放军演出，临上场之前，筠英找
不到演出的靴子了，急得团团转，最
后不得不向辅导员报告。辅导员对大
家说：救场如救火。他带领大家打了
一场“包围战”，终于在另一个舞蹈
节目的服装中找到了。这一次深刻的
教训使筠英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每次
演出上场之前，她都要把自己用的服
装道具好好检査一遍。

1961年我们高中毕业，考入了中
央戏剧学院。我们不但以严肃认真的
态度投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又以成
年演员的身份回到少年宫戏剧组参加
话剧《英雄小八路》的排演。一次演
出，筠英在边幕候场，忽然发现场上
少了一个重要道具——花盆，怎么
办？筠英想起了“救场如救火”这句
话，以最快的速度从后台找来这盆
花，在上场时带了上去，并临时加了
一句台词，把这一失误掩盖了过去。
事后，筠英把自己以前的教训告诉落
下花盆的小演员，还给他讲了要严肃
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
的道理。我们用自己当年学习时的切
身体会，搞好传、帮、带，剧组的小
演员们的思想觉悟及表演技巧都有了
一定提高，他们的钻研精神更强了，
排演的秩序好转了。

现在，我们虽已年逾古稀，但少
年宫里的学习和生活在我们的心中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它使我们受到艺术
的启蒙，永远要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
度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

（作者为表演艺术家、朗诵艺
术家）

谷爱凌、米哈伊尔·谢尔加切夫、
凯·维尔拜、艾丽斯·梅里韦瑟、多诺万·
卡里略、凯蒂·奥默罗德、赵嘉文……随
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运动赛
场上的健儿们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他们的备战故事牵动人心，赛场下的

故事也引人入胜。近日，由中国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荷兰洞察电视公司联
合制作的 6 集纪录片 《飞越冰雪线》，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
出。该片通过一年跟拍，独家记录冬
奥赛场上7位顶尖冰雪运动员备战北京
冬奥会的真实故事，以全球视野传递
奥林匹克精神。

《飞越冰雪线》以不同人物诠释不
同主题，有拿奖时的荣耀时刻，也有
压力之下的彷徨；有不屈不挠的非凡
毅力，也有为热爱而拼搏的激情；有
纵身一跃的风险，也有为国而战的牺
牲……影片没有将视角局限于运动员
和比赛本身，而是将镜头扩展到他们
的心理情绪、团队家庭、人生经历等
赛场外的“B面”，追溯、展现选手们
的职业生涯与人生选择，塑造更为饱
满、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片中，
关于荣耀、压力、激情、牺牲等命题
的解读颇为深刻，既指代冬奥赛场也
指代人生战场，具有丰富的现实价值。

对于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两金一银优
异成绩的谷爱凌来说，荣耀意味着什

么呢？年少成名的她回答得颇为简
单：每一天都朝着胜利去努力，这就
是荣耀。对于理想的坚定与坚持，既
是她多年来的选择，也是她对于“荣
耀”这一命题的答案。作为美国欣厄
姆镇上第一位参加过奥运会的女运动
员，拥有过人天赋的艾丽斯·梅里韦瑟
在参加高强度训练时，会反复问自己
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多年来她与自己
的身体疾病作战，正是这种战胜痛
苦、超越极限的毅力，让她无畏地走
向冬奥与人生的赛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运动员们
的比赛、训练、生活不断调整和变
化。《飞越冰雪线》摄制组调集全球各
地的拍摄团队，前往运动员训练场地
拍摄，片中的许多画面都是独家呈
现。纪录片采用全球先进的冰雪运动
拍摄技术进行制作，通过引人入胜的
冰雪极限画面，呈现关于勇气、成长
和收获的故事。高制作水准的影片将
在世界多个国家同步播出，生动展示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运动精神，将中国的冬奥故事传
播得更远、更深。

本报电（记者郑娜）近日，由山
东省吕剧院创排的小剧场吕剧《归·
源》在济南百花剧院精彩亮相。

《归·源》旨在通过讲述一个关于
人生与命运的故事，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道德价值观
念，引导观众思考、追求向善向美的
生命态度——唯有归本源初，恪守正
义良善，方可抵达安稳和幸福。作品
以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的剧情，既传
统又现代、贴合时代审美的舞台呈
现，朴素深情的唱腔，雅致简洁的舞
美以及飘逸精美的服装，于方寸之间
演绎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带给观众
近距离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归·源》在创作上坚持从受众出
发、从戏剧本体出发，回归戏曲精
细化表演，让观众获得纯粹、完美的
体验，领略独特的气质风格，独到的
精神表达。以此为理念，剧目生发出
一系列创新：比如设置剧场中的剧
场，让观众走上舞台看戏，实现在大
剧场内的小剧场观演关系的改变；以

“少”人物展现“大”人生，以更多
“内心”探求深刻“外化”表演；追
求深层次的真实，找寻和把握演员与
演员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戏剧与

生活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统一点；
采用吕剧传统乐队编制，还原吕剧本
身纯正的韵味；让乐队、伴唱与演员
同台，编组三组数控车台应用于场景
转换、地点流转等等。

这部戏一经亮相便收获许多肯
定与好评。很多观众没想到吕剧还
可以这样演，感觉耳目一新。大多
数观众都是第一次走上大剧场的舞
台看戏，获得了不一样的观赏体
验，大家纷纷表示如此近距离观看
演员的表演，十分震撼。

上元灯火点亮夜空，翩翩舞
者仰望祈愿……元宵节期间，以
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汉代织锦护臂为题材创作的
舞剧《五星出东方》，登陆河南卫
视、哔哩哔哩多台元宵晚会，“锦
绣舞”“灯舞”等舞段火爆出圈，
引发全网热议。

这部舞剧是如何锻造出来
的，具有哪些艺术特色？在文物
题材创作上，这部剧带来了哪些
值得借鉴的经验？近日，在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
评论中心、北京演艺集团共同主
办的作品研讨会上，舞剧《五星
出东方》主创与专家围绕相关话
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文物题材舞剧再出“爆款款””

《五星出东方》激活千年之千年之想
本报记者 郑 娜

用舞剧的形式讲
述国宝故事

舞剧 《五星出东方》 由中共
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市援疆和
田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共同
制作，北京歌剧舞剧院、新玉歌
舞团演出。

舞剧的构想源于从新疆和田
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
臂。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
学术考察队成员在和田地区民丰
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一块
汉代蜀地织锦，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上面织有八个篆体汉
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该文
物的出土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
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谈及为何选择以舞剧的形式
来讲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
件国宝故事时，北京演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赵佳琛说：“用文
物讲故事首先要让文物活起来，
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舞剧是
活化文物很好的形式，因为舞蹈
是最原始、最本真、最普泛的人
类艺术形式。”

舞剧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
是“剧”从何来。虽然“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是广为人知的一件
国宝级文物，但由于这块织锦护
臂能利用的线索很有限，舞剧

《五星出东方》在故事创作上经历
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赵佳琛介绍，为了挖掘到更
多素材，本着严谨的创作态度，
主创团队亲赴新疆和田采风，光
是剧本就修改了12稿。创作过程
中，来自历史、文学、文物、哲学、宗
教、舞蹈、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对剧
本内容进行细致讨论，反复研究
剧目的创作思路和方向。

最终，这部舞剧从尼雅考古
现场开篇，通过考古人员发现织
锦护臂后进入时空隧道，拉开故

事的大幕。舞剧以织锦护臂为构
想之源，生发出一个动人的故
事：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
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
之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
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
同，结下深厚情谊。舞剧生动诠
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结成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主题。

“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故事
虽然是虚构，但是这个故事的设
定符合生活逻辑，成功塑造了人
物形象，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巧妙
还原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
通过艺术真实的典型化实现历史
真实的活化，润物无声地使观众
接受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
任徐粤春表示。

舞蹈往往不善于讲故事，它
更重要的是抒情，但是舞剧创作必
须注重文本和舞蹈的融合。中国
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副
院长赵铁春认为，舞剧《五星出东
方》做到了文本和舞蹈的相互验
证，除了抒情之外，在讲故事方
面比较成熟，编导很好地驾驭了
文本，因而让舞蹈具有了文学性。

“一般的舞剧，经常是看开头
就知道结局，也能清楚人物脉
络，鲜能让人去思考文本或文学
价值。但这部舞剧，它能够带着
观众跟着人物的命运去行进。”
赵铁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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