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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征程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改革开放以来
新时期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新
时代的文艺创作，必然反映百年征程的波澜壮
阔，必然表现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我们在此关
注的，是这一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

一、具有“史诗性”品质的文艺晚会，可以追
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演出的大歌舞《人
民胜利万岁》——这是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伟大征
程最初的“舞蹈书写”！

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于1949年9月底在
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毛泽东等中共中
央领导邀请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出席观看。这
部“大歌舞”由10个段落组成，其中“鼓舞”占了
很大比重。除依据《战鼓舞》编创的《开场锣鼓》
外，还有《花鼓舞》《腰鼓舞》等，的确起到了鼓舞
人心、振奋群情的作用。这部大歌舞由舞蹈家戴
爱莲和徐胡沙出任总导演，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
党伟大征程第一笔浓墨重彩的“舞蹈书写”。

以“大歌舞”的形式再次书写“伟大征程”，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的
《东方红》，这种演艺形式此时正式定名为“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
关怀下的艺术创作。据担任舞蹈编导组副组长
的李仲林回忆，周恩来是当年7月在上海观看了
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做出的
决定，提出“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
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
来……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
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还有《飞
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现成舞蹈……
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除了序曲《葵花向太阳》外，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的八个场次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
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
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祖国在前进》和《世界
在前进》。在构成每一场的舞蹈、歌舞和表演唱
形式中，不乏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当代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流传、沉淀下来的好作品。将现当代优
秀的音乐舞蹈作品结构到这种“音乐舞蹈史诗”
中，是使之具有“史诗性”品质的重要因素。

在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
际，我们又推出了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时任国家文化
部副部长的周巍峙担任这次创作演出领导小组
组长。这部作品除序曲《祖国晨曲》和尾声《向着
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进》外，其余五场基本上是以
历史时期来划分，分别是《五四运动到建立中国
共产党》《北伐到井冈山》《长征到解放战争》《建
立新中国到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到十二大》。《中国革命之歌》和此前的《东方
红》都用了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
为压轴表演，这其间体现出我们创作理念一以贯
之的追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2009年，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公演。张继钢出任总导演。除序幕《我的
家园》外，构成“史诗”的五章分别是《山河祭》《热
血赋》《创业图》《大潮曲》和《中华颂》。这部“史
诗”表现的时间跨度是从“1840-2009”的169
年。创作者们首先是寻找到重大历史节点的“经
典表情”；其次是为这些“经典表情”寻找到独特
的艺术表现手法；第三是建构起“经典表情”的有
机整体性——包括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形象要素
的层叠性和结构关联的逻辑性等等。

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中华儿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闪亮登场。“史诗”的四个篇章，分
别就是《浴血奋斗》《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和《奋
斗吧！中华儿女》，而由此表现出的主题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
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
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
壮丽史诗……可以说，从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
到《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和《奋斗
吧！中华儿女》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对中
国共产党伟大征程最宏阔、最厚重、最深邃的“舞
蹈书写”！

二、对于中国共产党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
更多地体现为大型舞剧的创作，这首先体现为原
部队院团及其所属军旅舞蹈编导的精品力
作——《五朵红云》《红梅赞》和《铁道游击队》等
是其典型代表。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
际，游惠海发表了第一篇盘点“中国舞剧创作”
的文章，其中提出：“认真地说，我们民族的舞剧
创作是从1949年出现的《进军舞》和大型舞剧
《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开始的。”虽然《进军舞》未
必是严格意义上的舞剧（有点像现在比较多见
的“舞蹈诗剧”），但从其精神指向和舞蹈模态上
来说，确实可以认为是中国当代舞剧的萌芽。
《进军舞》的总编导是中国“新舞蹈”的拓荒者吴
晓邦，这是他为配合宣传东北的解放军“大进
军”的形势而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到，《进军舞》
作为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书写的是我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征程中
极其关键的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舞剧创
作，主要是由部队文工团表现的“抗美援朝”战争
的中型舞剧。代表作主要有《母亲在召唤》《金仲
铭之家》和《罗盛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周年前夕（1959年6月-7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举办了“全军第二届文艺会
演”。胡果刚撰文总结说：“这次参加会演的舞蹈
节目（包括舞剧和歌舞）共114个。以反映部队
生活的一类舞蹈创作来说，内容就非常广泛：有
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八勇士》《忆当年》《飞夺泸定
桥》；有反映抗日战争的《雁翎队》；有反映解放战

争的《五朵红云》《英雄丘安》；有反映抗美援朝的
《不朽的战士》《把红旗插上‘四二四’高地》《黄继
光献身》；有反映福建前线的《王邦德》《前沿怒
火》；有反映西藏平叛的《雪地追歼》等，这其中尤
为突出的是舞剧创作，出现了《五朵红云》《蝶恋
花》和《英雄丘安》等比较优秀的舞剧作品。”

舞剧《五朵红云》由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创
演，查列任领衔编导。编导们在“创作体会”中谈
到如何“结构舞剧”时指出：“一、要从采访资料中
找出主要矛盾和事件，这关系着作品的主题，有
什么比把黎族百姓不当人看、当作野兽去展览更
残酷的呢？这就是我们找出的主要矛盾和事
件。二、要考虑如何在剧中安排舞蹈。因为是舞
剧，就要使它既富有戏剧性结构，同时又能以舞
蹈表现；也就是说，必须使剧中人物通过剧中事
件能舞。”此外，还谈到了“舞剧编舞”问题：“一、
故事发生在海南五指山，毫无疑问应以黎族民间
舞为基础；二、虽然黎族民间舞在剧中有了发展，
但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还甚感不足，必须借
鉴其他的舞蹈元素给予充实……”除《五朵红云》
外，此次“会演”及稍后出现的舞剧《蝶恋花》（沈
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演）、《雁翎队》（北京军区战
友歌舞团创演）和《湘江北去》（总政歌舞团创演）

也都是体现伟大征程“舞蹈书写”的优秀作品。
军旅舞剧再一次引人注目，是空军政治部歌

舞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2001年）
创作的《红梅赞》，该剧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首个年度（2002-2003）“十大精品剧目”中
惟一的舞剧作品。编导杨威以《经过是最丰厚的
礼物》为题谈了创作体会，她说：“在去息烽监狱
和渣滓洞的采风中，我感受了很多——那是怎样
的一群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勇气使他们战胜了面
对死亡的恐惧？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宁愿站着
死，绝不跪着生’？我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
的自信和他们充满表现力的神情，无不体现着舞
蹈的精神；我知道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精神
与肉体禁锢的舞蹈，使灵魂在自由空间中的舞
蹈……我想，我找到了舞剧的主题！”

在这之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和总政歌舞团先后推出了
大型舞剧《三家巷》（阎兵、徐成华编导）和《铁道
游击队》（杨笑阳编导）。两部舞剧分别依据欧阳
山、刘知侠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又分别获得了

“中国舞蹈荷花奖”和文化部“文华大奖”。在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2013年）荣获第十四届“文华
大奖”的《铁道游击队》，是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
作品——它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将“空间营造”
成功地运用在舞蹈叙事中，启示我们：当我们舞
剧故事的讲述场景发生具有“时空性”的变迁时，
不要只从“动作动机”的变化上去“找辙”，而要从
变迁的场景中去探索全新的空间营造，从而建立
起一种全新的形式感。

三、关于舞蹈所书写的这个“伟大征程”，还
突出体现在中国芭蕾舞剧创作中。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问世的《红色娘子军》和
《白毛女》已是家喻户晓；而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
创演的《八女投江》、广州芭蕾舞团创演的《浩然
铁军》、中央芭蕾舞团创演的《沂蒙》和上海芭蕾
舞团创演的《闪闪的红星》等，更是以“红色芭蕾”
构成了新时代一道靓丽的风景。

196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
国芭蕾的舞剧创作也正在此时开始发力——聚
焦革命历史题材成为“现象级”景观。先后问世
的作品有中央歌剧院芭蕾舞团创作的《红色娘子
军》（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编导）、上海舞蹈学
校创作的《白毛女》（胡蓉蓉、傅艾棣、程代辉等编
导）和北京舞蹈学校创作的《红嫂》（尹佩芳、王绍
本等编导）。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沂蒙
颂》（李承祥、郭冰玲、徐杰编导）就是在《红嫂》基
础上的再创作——近期由中央芭蕾舞团推出的
《沂蒙》（原名《沂蒙三章》徐刚编导），也保留了前
两部作品中“乳汁救伤员”的核心事象。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此中无疑起着“龙
头”的作用，并且因为已有六代舞者饰演女首席
琼花而成为薪火相传的“红色经典”。李承祥当
年代表剧组发表了《在芭蕾舞剧革命化的道路
上》的创作谈，其中写道：“我们在创作中遵循这
样的原则：首先从作品的内容和人物出发，适当
地运用芭蕾舞原有的特点和舞蹈技巧，并使它与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相结合；同时要从生活出发，
大胆创造新的舞蹈语汇……在技术本身的要求
上，仍保持着收紧、外开性等特点。我们也根据
新的人物和思想感情，努力突破原有芭蕾舞的传
统手势、造型以及那些扭捏作态的贵族式的风
度；而代之以今天现实生活中无限丰富的新的手
势和造型，以及劳动人民的健康、开朗、意气风发
的情感，使新的动作与芭蕾舞相结合。

在《红色娘子军》问世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
年，辽宁芭蕾舞团创演的又一部革命历史题材、
且是军旅题材的芭蕾舞剧《八女投江》（陈惠芬、
王勇编导）隆重推出，该剧除获得首届（2014年
度）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和“滚动资助”外，更于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2016年）荣获第十五届

“文华大奖”。该剧的成功在于很好地处理了三
个关系：一是很好地处理了军事动作和芭蕾风范
的关系，使之既体现出“芭蕾风范”又张扬了“抗
联精神”。二是很好地处理了“八女”共性与人物
个性的关系，既鲜明地体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
又有效地实现了人物之间的共同理想和革命情
怀。三是很好地处理了叙述主线与“插部”呈现
的关系，在抗联部队转战白山黑水的叙述主线
中，使“八女”每一个体的个人关系及情感关联都
得到合理展开，使得舞剧内涵丰富且人物性格丰
满。

四、我国各地的舞剧创作，大多有浓郁的“地
域情节”，且既往较多地落墨于地方的文化名
人。自上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50周年（1999年）以来，表现革命志士的
大型舞剧创作络绎不绝。广东的《星海·黄河》和
《风雪红棉》、山西的《傲雪花红》和《吕梁英雄
传》、四川的《努力餐》、吉林的《杨靖宇》、安徽的
《立夏》、山东的《乳娘》、湖南的《热血当歌》、浙江
的《秀水泱泱》等无不如是。这其中特别值得提
及的是上海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内蒙古的《骑
兵》。

上海歌舞团创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韩
真、周莉亚编导）是近年来“两个效益”最佳的大
型舞剧作品。该剧自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荣获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以来，一直在全国巡演，且
所到之处都需要一再加演才能满足观众的需
求。中国舞协主席冯双白以《赋崇高革命激情以
艺术光芒》为题评述道：“剧场里，年轻观众的热
烈反应告诉我们，这是一部充满现代审美感染力
量的舞剧。它高举暗夜里的熊熊火炬又不乏动
人情感，它尊重原作架构又不局限于简单叙述，
让艺术笔触深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先烈们的
伟大情怀，又将此情怀揭示得细致入微、合情合
理，让崇高发散出耀眼的光芒……”

与表现我党地下工作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不同，内蒙古艺术剧院创演的《骑兵》（何燕敏编
导）表现的是我党领导下的骑兵部队血战沙场。
该剧2020年9月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舞剧决赛中位列榜首。该剧实现了思想性和艺
术性的高度统一，实现了戏剧性和舞蹈性的高度
统一，实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高度统一。舞剧
《骑兵》的成功，给予我们“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
以重要启迪：第一，舞剧创作的第一要义是表现
人，是表现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特别是要表现人
的性格成长，或者说表现成长中人格境界不断提
升的人。剧中男首席朝鲁就是这样的艺术典
型。第二，舞剧创作的情节构成应是典型人物的
性格成长历程，情节的节点应是性格成长历程的
要点和亮点——这对朝鲁而言正是《男儿归》《从
军别》《英雄泪》和《骑兵魂》四幕中的呈现。第
三，情节构成的完整性既是由人物性格的成长历
程所决定，也是舞剧叙事形式感建构的必然要
求。这就不仅需要“要点”选择得当，更需要有

“亮点”推向高潮——该剧《英雄泪》中朝鲁与战
马尕腊的人马共励、决死沙场就是这样一个推向
高潮的“亮点”。

通过以上匆匆的巡礼，我们可以看到：缅怀
革命志士、坚持革命理想、认同崇高精神，目的主
要在于我们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在于我们中华
民族的培根铸魂、凝神聚力。“舞蹈”这种形象直
观、情感真挚、性格鲜明、冲突尖锐的表情型艺术
样式，更容易感染人、打动人；我们应借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机遇，推动“伟大
征程舞蹈书写”的艺术创作具有更高境界、更强
力量和更美品质。

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伟大征程的舞蹈书写
□□于于 平平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由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创作的荆州花鼓戏
《红荷》5月30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花鼓戏名家胡新中，演员付潜芬、答沙
等联合献演。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江汉平原儿女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为故事背景，讲述了红
军团长妻子夏荷花在地下党和当地丁小武一家的帮
助下，与还乡团团总丁耀武英勇周旋，最终保护了红
军后代的故事。作品题材独特、人物生动，富有浓郁

的江汉民间生活气息。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花鼓戏的重要代表，历史悠

久、剧目丰富、唱腔优美。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湖北花鼓戏在江汉平原有着广泛
的群众基础。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吸收了荆州花
鼓的音乐元素创作的。《红荷》充分发挥剧种特点，凸
显了荆州花鼓戏的民间性、丰富性和独特性。5月31
日，在由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中共潜江市委宣传部举

办的《红荷》暨胡新中表演艺术研讨会上，专家表示，
乡土剧种在我国348个戏曲剧种里占绝大多数，加
强对这类剧种及代表性艺术家的认知和研究，将有
力地填补地方戏戏曲理论研究领域的相关空白。艺
术家胡新中在《红荷》的演出中，运用以往塑造一系
列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的经验，在表演及声腔运用
上层次丰富、刻画细腻，其表现既在生活的逻辑里又
在程式的节奏里，具有创造性，体现出戏曲活态传承
的艺术要求。

（路斐斐）

湖北花鼓戏《红荷》晋京演出

《《东方红东方红》》 《《奋斗吧奋斗吧！！中华儿女中华儿女》》 《《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

为进一步探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的创作规律，提升党史题材影视
作品在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大众理想
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6月9日，由
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
办的电影《1921》观摩研讨会在京举
行。电影《1921》监制兼导演黄建
新、制片人任宁等主创和出品方代
表，评论家等就影片创作进行了深入
研讨。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
粤春主持会议。

研讨会以“党史题材影视作品着
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为主题，从叙事方式、创作手法、
美学特征、影像表达等不同方面探讨
了电影《1921》的创作成果与艺术创
新，从历史纵深、国际视野、信仰理路、
美学逻辑、青春气息、生活质感等多方
面给予影片肯定。专家认为，电影
《1921》通过重塑建党初期的革命先
驱形象，重现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起点”，
重温党的历史上的重要瞬间，着力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为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可视化学习

教材，为讲好、讲活党史故事提供了生
动范本。

黄建新表示，《1921》的核心是
人，电影怎样通过触摸这些对历史产
生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情感、思绪、理
想、思想，以及行为逻辑和个性，以电
影的特殊艺术载体来表现其丰富性，
是此次创作的原始驱动力。专家谈
到，《1921》用电影独特的方式展现电
影，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
一次新探索。影片坚持宏大性和人民
性，崇高性与平凡性、多样性，写实性
和表意性、理想性，忠于史实与艺术创
新相融合，表现出较大的艺术创造
性。作品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
着力挖掘党史“富矿”，在多条线索中
清晰呈现了历史横断面，具有鲜活的
时代气息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具有国
际化视野和家国天下的高远境界，是
一首为党的百年华诞唱响的礼赞之
歌。研讨会上，就如何进一步研究探

索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规律和发展
方向，专家学者亦进行了充分交流并提供
了有益参考。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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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女投江八女投江》》

《《骑兵骑兵》》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消逝的电波》》

2021年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65周年，是
宋庆龄先生为中国儿童剧场题字60周年，也是宋庆
龄先生逝世40周年。为缅怀先辈，弘扬以宋庆龄先
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关爱少年儿童和祖国未来
的情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日前在京举办了“纪念宋
庆龄先生为中国儿童剧场题字60周年座谈会”。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党委书记杨帆等有关领
导，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苏
洪涛，中国儿艺老艺术家代表及剧院青年骨干等参
加了此次座谈。

宋庆龄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
产主义战士，是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她
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
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更为妇女
儿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座谈会上，儿艺
老艺术家覃琨、李若君和吴隆章回忆了与宋庆龄先
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宋庆龄先生及老一辈革命家对
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儿童事业事无巨细的关心，
对儿童戏剧人的关注和关爱令大家备受感动。冯俐
表示，宋庆龄先生精神历久弥新，跨越时空，指导现

在。中国儿艺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站在缔造国家未来的高度上，对儿童
事业倾注的深厚情感和不懈努力之精神一代代传承
下去。

作为宋庆龄“缔造未来”的精神和“用戏剧点燃
孩子们的想象力”教育理念的延续，座谈会上，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还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中心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表示，未来将本着资源共
享、务实高效、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儿童文化产业、创
作、演出、艺术培训、对外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携手
为少年儿童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未来贡献力量。

（路斐斐）

纪念宋庆龄为中国儿童剧场题字60周年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