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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兔年春晚节目
看传统文化的传承

□邱振刚

2023年癸卯兔年春节刚过，回顾

和品评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

联欢晚会，可以看到彰显中华美学精

神、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的精彩作品层出

不穷，这是天南海北的观众对本届央视

春晚的共同印象。比如创意歌舞《满庭

芳·国色》、舞蹈《锦绣》《碇步桥》、戏曲

集锦《华彩梨园》、杂技《龙跃神州》、歌

曲《百鸟归巢》《家园》、武术《演武》、民

俗表演《我和爷爷踩高跷》等作品，都是

如此。我们有理由为这一批取材于传统

文化的春晚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所

赢得的良好口碑而欣喜，还应当为传统

文化正日益明确地成为文艺工作者的

创作自觉而欣慰。

对于整台晚会所体现的传统风韵

而言，舞蹈节目的作用显然是不应忽视

的。通过《满庭芳·国色》《锦绣》《碇步

桥》以及《百鸟归巢》的舞蹈部分等，我

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中来自历史和传

统的印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

的体现，也是创演者有意向传统靠拢、

向经典致敬的产物。同时我们又必须看

到，这一系列作品不是历史与传统在当

下舞台上的简单“镜像”，而是文艺工作

者对传统文化在继承精髓的基础上，对

之进行再创造、深加工的智慧结晶，如

此才使得这些作品摆脱了符号化的痕

迹，并在古色古香的意境中，展现出原

本存留在文献典籍、文物实物、民俗传

说中的民族特征鲜明的历史文化信息，

准确契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从这个意义来说，《满庭芳·国色》

堪称缩影。舞蹈艺术本身一向强调直观

的外在美，一个舞蹈创作中屡见不鲜的

误区就是只用肢体动作本身的美感，来

代替对主题的挖掘。《满庭芳·国色》旨

在以数种古典韵味浓郁的色彩来探寻

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一主题的抽象意味

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更容易陷入这一误

区。实际上，《满庭芳·国色》通过舞者和

某种特定色彩的“对舞”，形成了“双主

角”的舞台格局。舞者既是这一富有东

方古国美学意味的色彩的人格化，自身

又有着鲜活灵动的生命质感。色彩在水

中的沉淀漂浮和舞蹈动作之间呈现出

强烈的互文效果。于是，舞蹈技巧的难

度和美感与作品主题的历史感、深刻性

融合起来，带给观众极富哲理性的审美

体验。这部作品在舞蹈艺术的思想性、

抽象观念的拟人化等方面所达到的艺

术高度，是突破性的。作为舞剧《五星出

东方》选段的《锦绣》，取材于汉代织锦

文物图案，这一文物发现于新疆和田的

尼雅遗址，该作品就旨在彰显这一考古

发现的历史价值。创作者对这一主题进

行了故事化处理，给厚重深邃的主题赋

予了流畅的叙事性肌理。《碇步桥》则从

古代迈入现实，将江南水乡女子的日常

搬上舞台，极富生活情趣。南音是我国

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鸟归巢》

又是南音中最重要、最知名的谱目之

一。本届春晚上歌曲《百鸟归巢》的舞蹈

部分，以当代舞蹈的技法为手段，使得

原本有着浓郁地域特点的音乐表演变

得生动鲜活，观众得以借助舞蹈场景所

形成的画面感，更真切地领略到有着悠

久历史的南音艺术的独特魅力。

综而观之，上述舞蹈并非传统文化

题材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在各种舞台

手法的调度之下彼此呼应，相互之间又

具有了整体性、协调性，分别营造出古

朴空旷、邈远浑厚、灵动纯真、中正典雅

等特点不一的舞台效果，并且从意蕴、

韵味、形态等多个层面继承、弘扬传统

文化，不仅体现在上述节目中，还构成

了整台晚会根本性的美学特征。音乐

类、曲艺类、杂技类、民俗类节目亦是如

此。当然，在有的节目中，传统内核和舞

台表达之间的融合度还应当继续提升。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

是整台晚会的制作团队，还是具体节目

的创作者、表演者，已经将传统文化视

为源泉和根本。这种创作自觉正日益从

符号、元素的运用，扩展到韵味的传达

和意蕴的继承。实际上，这也是文艺工

作者对传统文化题材的认识不断深化

的必然历程。对于观众而言，从此类作

品中获得的审美愉悦也在逐渐固定下

来，内化为更广泛、深刻的精神文化需

求，从而对文艺创作在潜移默化间形成

引导。这一循环，是良性而宝贵的。

我们不妨将本届央视春晚上的此

类节目视为又一个新的起点，期待今后

会有更多传承传统意蕴、发扬古典韵

味，又有着现代美学呈现的作品不断涌

现。通过本届春晚，传承、表达传统文

化，一定会成为更多舞台艺术创作的母

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兔年春晚并非

单纯强调传统，一些在形式、技法上更

具舶来意味的节目同样受到好评，如微

电影《我和我的春天》、脱口秀《给我一

分钟》、杂技《勇往直前》等。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理论副刊部

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评 点

1月15日至2月6日，“翰墨缘——纪念荣宝斋350

周年范曾书画特展”作为荣宝斋350周年纪念活动的“收

官之作”在京举办。此次展览遴选范曾近40年来创作的

部分作品99件，同时展出范曾与荣宝斋的交往纪事、历

年木版水印作品代表作及其历年书画展出版物等。中国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

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等出席了展览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上，范曾从艺术、文学、哲学的角度表达了对

民族、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钻研，并表示，“多年来，我感

激荣宝斋对我个人的深刻影响”，此次展览见证了他和荣

宝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翰墨情缘，也是他与首都人民近

20年的新春之约。据了解，早在上世纪70年代，范曾就

开启了与荣宝斋的翰墨情缘。1979年，日本西武百货通

过荣宝斋两次举办范曾作品展，引起了中日文化界的广泛

关注。1980年，荣宝斋为范曾在香港举办展览。2004年

至今，荣宝斋每年春节都会举办“范曾新作展”，展示艺术

家的最新创作成果。此次展览期间，为求更立体、综合、鲜

活地呈现范曾的艺术成就及其与荣宝斋几十年间的同行

共进，荣宝斋还围绕范曾的诗、书、画艺术举办了专题座谈

研讨会。此外，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翰墨缘——纪念

荣宝斋350周年范曾书画特展作品集》亦同期发行。

（晓 璐）

由北京诗词之友文化发展中心、当代诗词馆、中国楹

联学会诗词文化院、中华诗词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的第七届中国诗词春节联欢晚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华诗

词学会会长周文彰，诗人丁芒、刘征、郑伯农、李栋恒、旭宇

等发来贺词。诗人书法家沈鹏题写会标。

本届“诗词春晚”融诗联书画印于一体，艺术家殷之

光、李元华、张行、常江、周彬、尤国通、邬鹏程、李军，书画

家马子恺、宁天元、豆万龙、郑铁兵、张华、赵安民、邵建国

等参与演出并赠送书画作品。晚会通过朗诵、歌舞、戏曲，

以及跨界诗词魔术、书春送福、情景表演“邮票上的春联”

等特色节目，立体呈现了诗词的艺术魅力，表达了艺术家

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来自文化、艺术、教育界的部

分嘉宾和首都市民一起观看了演出。

（梦 龙）

纪念荣宝斋350周年范曾书画特展在京举办

第七届中国诗词春节联欢晚会在京举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系是国内最早获得教

育部授予舞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培养资格的单

位，也是为国内舞蹈学术型研究生奠定培养方案

和模式的国家级机构。2022年，舞蹈学系迎来了

其40周年华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与本

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八场线上论坛以示庆祝。

参会专家学者在人文科学的大视野中畅谈新时代

舞蹈学术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共同勾画了舞蹈学

术研究的蓝图。

一、聚焦舞蹈研究的学科现状和发展空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依托各个科研所的

学术力量建立了所系一体的机制。舞蹈学系于

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舞蹈研究所

正式成立不过两年。因此，舞蹈研究生培养方案与

舞蹈研究所的学科规划保持着一致的关系。

通常来说，一个学科之所以形成，意味着该学

科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业已形成共识的研

究方法。在本次系列论坛第一场的发言中，无论是

于平概括的“前海学派”与吴晓邦舞蹈学科思想中

的“史、论、术”三位一体，还是冯双白表述的“史、

论、评”三位一体，在各有侧重的同时，都充分表明

了舞蹈学科在建立初期已基本确立了舞蹈学术研

究的主要内容，即舞蹈史研究和舞蹈的基本理论。

当然，其中也一定包括对舞蹈现象和作品的评论。

而在研究方法上，舞蹈学科主要借助了来自文学

史、戏曲史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对古代文献的爬梳

取证，并在国家主导的文艺观念下进行舞蹈历史

写作。舞蹈研究所对这个学科奠基性的贡献就包

括中国古代舞蹈史的几本著作，以及吴晓邦的《新

舞蹈艺术概论》和隆荫培、徐尔充合著的《舞蹈艺

术概论》等。这些奠基性的著作不断再版，成为舞

蹈学学生们的必读书。随着冯双白、欧建平、于平、

茅慧、王宁宁、袁禾、朴永光、刘青弋、江东等人的

毕业，又一批中外舞蹈史和舞蹈理论著作相继出

版，舞蹈研究的基本轮廓逐渐清晰，国内舞蹈学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也基本确定。

新世纪以来，新一代学者也成长了起来，其学

科视野更加开阔，不少人选择了在艺术学理论、人

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内部完成自己的博士训练，这

带来了舞蹈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倾向和更多学术议

题的出现。同时，舞蹈也吸引了其他学科的注意，

更多学者也开始借助自己的学科视角进行舞蹈研

究，造就了舞蹈研究的新气象。

仅从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来看，学科内部的专家

们不断在材料、观点甚至方法上进行探索。王宁宁以

“诗、乐、舞”一体的视角撰写舞蹈史，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以往史家偏于舞蹈本位的思路。袁禾从美

学角度切入舞蹈史研究，茅慧在符号学上进行的

探索，亦体现了新一代学人在方法上的觉悟。而在

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眼里，舞蹈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

入。如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教授刘成纪就认为，

舞蹈史研究要进入历史现场，要恢复舞蹈在历史中被赋予

的角色与职能。他认为，只有在诗乐舞一体的关系中，才能

寻找到中国舞蹈的人文基础和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吴琼则提出文化史作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他说：“将

文化史作为方法不是简单地将舞蹈视为既定文化成品来阐

释它的意义，而是要将它放在多元互动的情景中来‘重建’

其意义生产的机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姜宇辉表示，应该追随最普遍的哲学问题去寻觅或揭示

舞蹈史与思想史的交织互动，从而找出中国舞蹈发展的独

特性以及它朝向未来的可能性。这些来自更基础学科专家

们的意见，无疑为舞蹈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路径。

二、关注理论建设与舞蹈学术范式的改变。
在几位海外专家以及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专家发言

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舞蹈研究的当下活力和某种前沿性。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鲁迪·拉尔曼斯给我们

勾勒了一幅国外舞蹈研究的图景。需要提及的是，他在这

里所说的“舞蹈研究”已经不是早期依附在戏剧研究内部

的舞蹈史研究，而是指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性别研

究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出现的将现当代舞蹈

也纳入研究视野的舞蹈研究。具体而言，对性别差异的关

注导致了对芭蕾和现代舞史的重新书写，对动作和舞蹈形

象的文化建构的讨论以及舞蹈本质的“在场”与“消失”的

哲学讨论都成为当下舞蹈研究的潮流。而更新的

趋势则是当代舞蹈的创作激发了舞蹈作为知识生

产的活力。很多舞蹈实践出身的人获得了博士学

位，并借助自己特有的具身经验展开理论问题的

探讨，并力图使这类知识合法化，使得舞蹈发生了

一种知识转向。美国《舞蹈研究杂志》主编瑞贝卡·

科瓦尔以自己的研究为案例，介绍了1985年以来

美国舞蹈研究的情况。她的例子恰恰为鲁迪的发

言提供了最恰当的佐证。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

中国学者陈琳则介绍了表演性美学的基本观点和

产生条件。

这三位学者的发言充分表明了当今舞蹈研究

的理论转向。这个转向不是指前述舞蹈研究史论

两维中对舞蹈的基本原理、规律即所谓舞蹈艺术

的内部属性的研究，这里的理论指的是批评理论、

文化理论、哲学等具有批判性的各种跨学科理论

学说。这种理论的引入代表着以往的研究范式已

被突破，因为这是对以往研究的基本规定、方法的

反思，是对研究前提的提问。舞蹈研究不再只是舞

蹈史对风格历史的梳理，而转向了文化阐释和理

论思辨，这使得舞蹈学科的学术生态、学科属性以

及知识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探讨学术与实践的关系，以及新版学科目
录舞蹈专业硕博士教育给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带来
的挑战。

教育部新近颁发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舞蹈专

业领域将设置博士学位，这对很多舞蹈人而言是

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也有人担心舞蹈学术研

究会因此更加边缘化。此次论坛以海外高校研究

生教育情况的介绍和对北京舞蹈学院的“舞动无

界”项目进行探讨的方式碰触了舞蹈专业型和学

术型研究生之间的张力，以更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这个新的挑战。

在海外高校研究生教育专场当中，中国艺术

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欧建平的学生团队分

享了他们在硕博士读书期间被派往韩国、美国、俄

罗斯、英国等地的学习经历，以及对这些高校舞蹈

学术和专业型课程设计的考察。这些分享无论对

学术型还是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都有很大的参考

价值，学术和专业的互动在这两大方向的培养当

中也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冲突。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刘文卓提到的“实践作为

研究”（简称PaR）对专业型博士的培养有着直接的

借鉴意义。这是在英国高校系统产生的一类博士，

据苗芳菲博士介绍，目前美国专业实践的最高学

位依然只是硕士。刘文卓谈到，“PaR在引入到高

等教育学术体系后，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

是，如何区分艺术创作本身和作为研究的艺术实

践，也就是必须要对实践进行界定以及明确其在

整个研究中的位置。因此基于实践的艺术研究必须经受来

自学术上的原创拷问。”这其实给实践类博士培养提供了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不是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可以视为研

究，而是某一个实践项目揭示了文字无法传达的某种隐性

知识，使得该项目具有了研究价值。当然，关于PaR本身也

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认识，但这个话题的引入无论对于专业

博士还是舞蹈学术本身，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展开的话题。

本次论坛的最后一场特别针对北京舞蹈学院的“舞动

无界”项目展开。这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许锐教授与英

国米德塞克斯大学舞蹈创作中心教授克里斯·班纳曼于

2009年联合发起，在郭磊院长的支持下持续举办至今的一

个国际项目。这一项目的创作也恰恰应答了文艺评论家王

一川教授提出的需要有反映当下现实的舞蹈创作的期望。

将参与项目的编导、舞者和学者聚集起来，探讨项目带给

当代舞蹈创作、学院教育以及学术研究的启示，也是期待

探讨更富有当代意义的舞蹈学术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此次系列论坛表明，经过40年摸索和发展的中国舞

蹈学，已经从以往相对单一的舞蹈风格和历史研究向着文

化阐释和理论思辨的方向转化，这标志着舞蹈的学术更加

多元和包容。如何在这样一个富有活力的局面中推动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

有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学者，是舞蹈学术界需要下大力气努

力实现的目标和使命。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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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抓哏”是京剧艺术的特色之

一，它大多出现于丑行的表演当中，其

他行当也有，不过很少。京剧《龙凤呈

祥》中刘备东吴招亲，乐不思蜀，赵云

劝他返回荆州，他误以为赵云久居此

地心情烦闷，拟让宫娥彩女们“唱上一段与你解闷”，赵云接

唱西皮散板，刘备念：“我叫她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这是

少见的老生行的“抓哏”。

“抓哏”属于插科打诨，虽然大多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

好的抓哏滑稽幽默，既能博得观众一笑，还能活跃舞台和剧

场气氛，且并不干扰剧情的进展。但有两种现象笔者认为是

不可取的。

一是模仿过多。某一演员在某出戏里有个“哏”不错，许

多同行演员唱这出戏时往往也都模仿。本是“抓哏”，结果几

乎成了此戏的固定戏词了，观众都知道什么地方有个“哏”，

听后自然就毫无反响了。例如《苏三起解》的“非但没有儿子，

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崇公道），《龙凤呈祥》里的“他不是荆

州来的，他是非洲来的，他不大方”（乔福），以及刘备的“你怎

么唱起来了”等。

一是忽略剧情和人物感情。《三娘教子》中的娃娃生倚哥

无情顶撞三娘之后，三娘以大段二黄唱腔向薛保倾诉衷情，

可谓痛彻心扉，乃至到了“割断了机头两开销”的程度。薛保

跪地解劝三娘的“二黄”也唱得十分感人。可是当薛保指责倚

哥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时，倚哥竟然说：“你们俩唱了半

天，怎么是我的不是了？”这个“哏”抓得非常不是地方，与舞

台上呈现出的氛围以及人物的感情十分不协调，观众恐怕也

笑不出来。

笔者听戏80余载，并有经常浏览与京剧相关的著述报

刊的习惯，凡高水平的“抓哏”，可以说是终生不忘。下面列出

三个我认为堪称“空前绝后”的抓哏。

前辈武生名家俞菊生脾气暴躁，与人言语不和，动辄拳

脚相加，故人送绰号“俞毛包”。一次

他（饰黄天霸）与前辈武丑名家王长

林（饰朱光祖）合演《连环套》。朱光祖

盗取黄天霸的单刀腰牌，夜入连环套，

插刀盗钩，以为次日比武作一番准备，

不意竟被同样脾气暴躁的黄天霸所误解，认为朱光祖图谋不

轨。经计全解释说明，黄天霸才向朱光祖赔礼。这里朱劝黄的

原词是“往后你这官儿老爷的脾气，可得改改吧！”王长林临

时改为“往后您这毛包脾气，可得改改吧！”这个“哏”真是妙

语双关，既符合剧情，又规劝了生活中的“俞毛包”。

前辈武丑名家慈瑞泉（饰教师爷）陪年轻的谭富英（饰萧

恩）演《打渔杀家》，萧恩拦住教师爷，要打他三拳头才放他过

去，这时慈瑞泉抓哏道：“我挨过你们三辈的打了，上手吧爷

们儿！”因为他陪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祖孙三代都唱过这

出戏。教师爷只会些花拳绣腿，武艺与萧恩有天壤之别，这折

戏的开打实为玩笑式的开打，再加上这个哏逗得观众大笑，

整个气氛和谐一致，与前述《三娘教子》的情况完全不同。也

有资料说陪谭氏祖孙三代演此戏的是王长林，不是慈瑞泉。

抑或慈、王二人都演过？望知情者正之。

最后谈谈笔者个人的一个亲身经历。上世纪40年代大

约我八九岁时，曾看过于连泉（艺名筱翠花）、尚小云两位大

师演出的《梅玉配》。剧中贾松龄先生扮演的店主黄婆为成全

苏玉莲小姐与徐廷梅见面，假扮送花人进入苏府。她打开花

盒向小姐介绍各种头花，谁也想不到她最后来了一句“小姐

您瞧，这儿还有朵小翠花”，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在我听过

的抓哏中，可谓无出其右者，故时隔80年仍记忆犹新。我阅

读过的各种资料中，未见过有此记载，特贡献之。我敢大胆推

测，当前80岁以下的专业京剧演员可能少有人看过他们老

三位的这出戏，最近在网上看了马玉琪、温如华、寇春华的

《梅玉配》，剧中改为黄婆为给苏老爷子办八十冥寿帮忙而入

苏府，送花的情节没有了。

漫话“抓哏”
□史震己

求疵篇

嫦娥应无悔 江南可采莲 范 曾 作

舞蹈《碇步桥》 贾宁旨 摄

歌舞《满庭芳·国色》

杂技《龙跃神州》 贾宁旨 摄
舞蹈《锦绣》 贾宁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