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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3月28日在山东省济南

市成功落下帷幕。本次展演共有8部杂技剧、50个杂

技节目入围参演，全面展示了我国新时代杂技创作的

新面貌。

纵览本次参演的杂技作品可以看出，参演节目类

型繁多、技艺精湛，蹬技、顶技、柔术、车技、球技、绳

技，空竹、钻圈、抖杠、踢碗、晃管、中幡、高椅、魔术等

节目精彩纷呈；参演剧目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更为

重要的是，杂技创作者自觉地以讲述中国故事、展示

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为使命，自觉以中华传统美

学精神丰富作品内涵，以提升作品美学品质作为创

新的更高要求。

杂技节目形神兼备、技艺互融

一、杂技创作者紧跟时代脉搏，始终心存“家国情

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一种生命自

觉的大任担当，用杂技的艺术形式表达个体与民族和

国家休戚与共的精神归属，弘扬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在表现形式上，创作者追求技巧之外的精神内

涵或哲学寓意，通过主题表达或故事讲述来呈现创作

者的思想意涵。比如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的

《丰碑》通过“丰碑”的雕塑造型塑造了前赴后继的革命

英雄的艺术形象，用杂技艺术语言表达了对英雄的缅

怀和敬仰。济南市杂技团的《山之魂·高椅》以高椅喻

山，通过椅子不断摞高寓意泉城儿女攀登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神。南京市杂技团的《奋斗者——绳技蹬人》创

新融合了蹬人、绳技两种技艺，塑造当代青年砥砺奋进

的青春群像，展现了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大

连杂技团、济南大学音乐学院的《曙光》以南湖红船为

背景，以红伞象征共产党人的信念，通过红伞的接力叠

加，寓意信念之花在曙光中绽放，诗意地讴歌了信仰的

力量。长春演艺集团杂技团的魔术《红》讲述了一对准

备结婚的新人接力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感人故事。福

建省杂技团的《无形——倒立技巧》通过倒立技巧的组

合，表达了“技有形而意无影”“意动形随，方为大成”的

哲思。

二、生活永远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杂技艺术通过还

原生活图景、展现生活场景，表现社会历史、生活中的

情与事，以高于生活的样态给予节目更丰富的含义，使

节目具有了“典型性”和“形神兼备”的美学意义。广州

市杂技艺术剧院的《环——滚动的天空》通过滚环的技

巧表演再现航天员训练生活的场景，表达了对我国航

天事业的崇敬和对航天精神的赞颂。重庆杂技艺术团

的《摇摆青春》用“晃管”技艺与机车摩托互动，展现了

当代青年乐观积极、挑战自我、追求超越的人生态度。

南充市杂技团的《坛韵》以坛喻酒，还原川北酒坊“酒文

化”的民俗生活特色，表现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

活力。

三、我国杂技始终具有鲜明浓烈的中华民族风格

与特质，呈现出特有的东方神韵。杂技特有的韵味使创

作者注重写意性的美学原则，以形传意、以形显韵，在

“技”与“艺”的互融中创造出独具杂技审美特色的意境

之美、蕴蓄之美。在本次全国杂技展演中，追求“技”

“艺”唯美和审美“意境化”的作品不在少数。中国杂技

团的《雨中狂想——球技》营造出雨滴噼啪的声响与踢

踏节拍协奏出的“诗意”，而从“定点”走向“移动”的表

演以及旋转、倾斜的桌面，则使“诗意”焕发出青春张扬

的恣意。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的《高空钢丝——当青春

遇见达瓦孜》由维吾尔族的传统杂技表演“达瓦孜”衍

生出的高空钢丝表演，表达了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奋勇

向前的拼搏精神，尽显阳刚、勇敢之美。沧州杂技团、河

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龙跃神州——中幡》里京剧、

武术等元素的加入，使得本就阳刚霸气的舞中幡更有

了大气磅礴的挥洒之气。而南通市少年杂技团的魔术

《梅花三弄》在悠扬的乐曲中，朵朵伞花不断绽放，江南

烟雨的润湿柔美气息扑面而来。浙江曲艺杂技总团的

《花样年华·伞技》演绎一对在老上海街头约会的情侣，

二人执伞互传、人伞互映，舞台上弥漫着老上海的浪漫

情调。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肩上芭蕾——霸王别

姬》中一绺红绸从空中垂下，舞台简约而空灵，霸王和

虞姬的别离在芭蕾舞技的演绎下，既有戏剧的张力，更

有芭蕾的妩媚，使得“别姬”的壮怀具有了别样的味道。

山东省杂技团的《弈·蹬鼓》以中国象棋元素作为节目

的基础，鼓形的棋子在舞台上挪动、蹬转、对传，象征象

棋的博弈，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旨趣。

杂技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此次参加展演的8台杂技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杂技剧创作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抓取题材，深刻表现了我国社会历

史、现实改革中，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重要贡献。比如

南京市杂技团的《大桥》写照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工

人们为尽早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公路、铁路两

用特大型桥梁，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山东省杂

技团的《铁道英雄》表现了抗日战争的硝烟岁月中，抗

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杀敌的不朽篇章。杭

州杂技总团的《明家大小姐》以魔术的方式讲述地下党

员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的《战

魂——第三战队》则反映了当代军人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的战斗意志和顽强作风。最为可喜的是，展演作品中

有一部塑造人物的杂技剧《聂耳》（云南省杂技团），该

剧创新杂技语汇，突破技巧语言的难度，较为成功地塑

造了聂耳的形象，为杂技剧创作在题材上的开拓提供

了成功范例。

二、杂技剧现在不仅能够比较成熟地展开故事的

讲述，还在艺术形式、审美风格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

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的《江湖》用朴素的杂技

语言描写了历史上吴桥杂技艺人闯江湖、行侠仗义的

人生百态，表现了杂技从吴桥走向国际，从谋生手段提

升为艺术表演的蜕变。济南市杂技团的《泉城记忆》以

“山水”“人文”“未来”三个篇章，用抒情化的多元艺术

语言抒写了济南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图景。广州市杂

技艺术剧院的《化·蝶》则用唯美的语汇，融合杂技、舞

蹈、戏曲的审美，散文诗化地表现了“梁祝”旷世蝶恋的

传奇故事。

三、在杂技语言上探索创新。一直以来，杂技语言

长于表演、拙于叙事，要想用杂技艺术讲好故事，创作

者就要探索新的杂技语汇，使之能够服务于剧情叙事。

《大桥》的创作者根据剧情，一方面解构原有杂技节目

技巧，重新编排，一方面创作新的技巧形式，更重要的是

创作者还根据剧情创新道具，使之在外形上符合现代化

建设工地的要求，在功能上还能够让技巧合理地表演

使用。《聂耳》中人物的肢体技巧表演既不突兀又符合

身份，还产生了以技巧塑造人物、描写性格的效果。

四、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提高了杂技剧的艺术表

现力。《大桥》的创作者运用影视创作的手法，用不同时

空的并置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或想象，用“比、兴”的艺

术手法表达男女主人公对未来的憧憬和女主人公必将

战胜病魔重新投入火热生活的希望。《铁道英雄》采用人

物定格和象征手法等，以铁道英雄的抗战体现中华民族

的全面抗战。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

力和艺术效果，提升了杂技剧的审美水平和审美价值。

中国当代杂技剧的创作始于2004年，历经20年

的探索，今天我们看到的几部杂技剧作品，已较为成功

地实现了从“节目”向“剧”的蜕变，成为了以杂技本体

语言创作的舞台叙事性作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本次全国杂技展演的新成果

可以充分看到，当代杂技工作者正满怀对杂技艺术的

自信，不忘初心，踔厉奋发，投身新时代杂技艺术创作，

用杂技诠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魅力，以“新、难、

奇、美”的杂技语言书写杂技舞台的新篇章，不断弘扬

杂技艺术的文化价值，为具有3000多年历史且愈发蓬

勃的杂技艺术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系《杂技与魔术》杂志社原主编、编审）

新时代杂技创作的精彩呈现
——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观察

□高 伟

电影《小马鞭》讲述边疆少年的逐梦故事

关 注评 点

根据鲁迅《祝福》《狂人日记》等小说改编的大型现代曲剧《鲁镇》近日在

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陈涌泉编剧，张曼君执导。作品礼敬过往，更面向当

下；致敬传统，更致敬未来。

我观剧后的总体感受是，曲剧《鲁镇》有着充沛的精神能量、丰富的文化

内涵、饱满的艺术价值。作品让笔者看到了主创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

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宝贵而高妙的艺术创作状态。该剧以宏大叙事的具体

化呈现、社会生态的群体化塑造、复杂人性的个体化表达，防止了创作的概

念化、口号化、口水化，一条“吃人”与“被吃”的主题红线，将历史、现实与未

来无缝衔接起来。鲁镇还是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看似已消失在舞台的光影

之中，但“吃瓜群众”满街走的精神鲁镇依稀还在。《鲁镇》艺术化地告诉我

们，愚昧与残忍、善良与文明的种子在适合的社会土壤依然会生长，这也许

是该剧的社会批判价值之所在，也是其获得广泛认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所

在。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三点：

一、故事结构精巧。作品以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为主要叙事

线索，以《狂人日记》中陈二少爷的疯癫讲述为主题线索，多条线索交错并

行、相辅相成，把鲁迅先生在《祝福》《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

《长明灯》等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经典语言编织为戏曲文本，演绎了一

出鲁镇“吃人”与“被吃”的人间悲剧，道出发生悲剧的制度与人性思想根源。

整部剧从精神气象来说，既致敬了鲁迅先生原著，又发展了原著的文化批判

启蒙价值，实现了对优秀文学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舞台呈现精妙。中国戏剧界一直钟情于将极具文学性的鲁迅经典作

品搬上舞台。就《祝福》而言，越剧、淮剧、评剧、秦腔等各剧种都曾把祥林嫂

悲苦的一生吟唱呈现于舞台上，且各有千秋。但我认为，曲剧《鲁镇》的舞台

更加大气精妙。舞台上，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

巧妙铺排。开场的高门大户刻着“仁义道德”“礼教吃人”的字样，厚重的围墙

配以灰沉的色调、昏暗的灯光，把20世纪30年代江南鲁镇的压抑沉闷、腐

朽保守、孤寂冷漠的社会氛围瞬间拉满，祥林嫂、狂人、阿Q、孔乙己、九斤老

太、华老栓等鲁迅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共时性的舞台时空里次第现

身，营造了一个舞台戏剧感十足的“鲁镇世界”。咸亨酒店的市井百态、各色

人等的匆匆背影，舞美、灯光、音乐等直击观众内心，舞台光影分明、压迫感

强、色彩对比强烈，鲁四老爷家的红色摆饰、陈家二少爷的狂人白衣、阿Q

与众人的深灰长短打扮，还有一黑到底的舞台背景，配上情绪色彩鲜明的戏

剧音乐与唱腔道白，阴郁沉闷的悲剧氛围和舞台风格，把“吃人”的悲剧气氛

营造得结结实实。

三、人物塑造得体。要把鲁迅不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地“立”在

同一个舞台上，除了精巧的故事结构外，贯穿其中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

对每一个人物性格色彩的描摹也十分重要。编剧陈涌泉在这方面把握得十

分得体，作品既没有背离原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走向，也没有完全拘泥于原

作中对人们的细部刻画。活在舞台上的《鲁镇》中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找到了

与其社会地位和人物性格相符合的艺术描画。除了主角祥林嫂丰满的艺术

形象外，狂人作为黑暗里的觉醒者、呐喊者，舞台上唯一的一抹纯白，屡被黑

色披风掩盖，虽称“人间清醒”的癫狂之士，一样不能保护祥林嫂这样的弱

者，照样被乡邻打翻在地，痛苦地见证着悲剧的不断发生，喃喃自语，最终也

被吸收进鲁镇的黑暗世界里。《鲁镇》对鲁迅原作中的群像塑造也是十分成

功的，阿Q、孔乙己、柳妈、贺老六、鲁四老爷、太太们，在病态社会环境里，他

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既是自己人生故事中的悲剧人物，又是他人悲剧

人生的看客，更是祥林嫂悲剧的帮凶。他们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和无处

不在的麻木面孔，最终也成为祥林嫂倒在祝福之夜的“催命符”，成为了悲剧

重复上演的厚实土壤，也成为社会悲剧最沉重的底色。

当然，戏曲作为真人现场表演的舞台艺术，演员们虚实相生的精彩表演

对作品的完美呈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曲剧声腔的精准把握，对舞蹈

动作的恰当运用，对音乐节奏、旋律的自如把握，特别是祥林嫂多个长唱段

的表演，感情充沛、酣畅淋漓、撼人心魄。

看完《鲁镇》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鲁镇》这样一出悲剧，

为什么大家看后会发自肺腑地叫好？当然这个好主要是叫给作品所有主创

们的。我认为，悲剧能给予我们力量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击中了我们心

中某一个痛点或者“堵点”。鲁迅先生的文化与精神遗产，不是白描式的审

丑、审怪，而是泣血的呐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

了现在。”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我们的初衷，是想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创作一

个充满温情写意的具有浪漫童话色彩的影片。”4

月24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

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生产的，讲述哈萨克族小

男孩昂萨尔、小女孩小美丽以及名叫飞来克的骏马

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的电影《小马鞭》，于第十三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在北京新疆大厦举办了创作

研讨会。会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中国

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以及张卫、皇甫宜川、赵丽芳、张同道、孙承

健、索亚斌、李红、阿郎、李镇、张晋锋等专家学者和

该片主创代表等与会研讨。围绕这部聚焦新疆阿勒

泰地区“马术进校园”“滑雪进校园”活动而展开的

关于梦想、勇敢与爱的影片，与会专家从该片的题

材、主题、内涵、台词以及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感

表达等方面对影片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由左衡

主持。

“这是一部关于追梦逐梦圆梦的影片。”该片导

演夏普卡提·木拉提表示，“在文化润疆的大时代背

景下，我们想艺术化地呈现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美好

图景。”在他看来，“小马鞭”是影片中一个独特的道

具，它在不同人的手里流转，意味着爱的传递和传

承。与会专家认为，该片立意积极向上，主题鲜明、人

物塑造成功，展现了新疆少年勇敢追梦的青春年华。

电影艺术水准较高，充分体现了新疆题材的地域性、

民族性、时代性，影片蕴含梦想、勇敢、温暖、团结、友

爱等多种主题元素，充满童真趣味，较好地展现了新

疆人民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该片由高黄刚担任总制片人，董新文、高黄刚

编剧，巴合波力·胡阿提别克、菈芯·哈米提等主演。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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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至16日，由林蔚然编剧，李

伯男、刘昊执导，浙江话剧团出品的《郁达

夫·天真之笔》参加第八届中国原创话剧邀

请展在京上演。该剧以著名小说家、散文

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命途多舛的一生

为创作题材，探寻作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

界及其通过作品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

以独特视角审视其动荡起伏的人生历程。

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生

留下了大量富有才华和个性的文学作品。

他具有传奇性的文学成就、革命经历、爱情

生活等，表现出其独特、率真、复杂的人格，

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起伏跌宕。“尽管他饱

受生活的磨难，却毅然手执笔杆去开拓中

国未来的国民文学之疆土，他手里的笔一

直真诚坦率执着。”李伯男说。该剧抓住了

郁达夫人生中鲜明的三条线索，以叙述体

风格对其一生进行了全景式再现。剧中，

郁达夫的政治选择、文学追求以及情感经历等线索相互

交织，塑造出舞台上充满戏剧张力的一代文学家、革命烈

士的形象。

“浙江话剧团挖掘浙江文化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资

源，包括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和文艺资源，沟通与今人的

关系并将之搬上舞台，这无疑是一次认真的严肃的有成

效的创作实践活动。”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说。国家艺

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欧阳逸冰表示，该剧文学性很强，

剧作抓住了郁达夫的“真”，以真情实感表现了他从一个

爱国青年到进步作家，最后成长为伟大革命战士的心路

历程，体现了历史的深邃与时代的精神。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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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跃神州——中幡》 房世强 摄《大桥》

《弈·蹬鼓》 李晓元 摄

《化·蝶》 房世强 摄

《聂耳》

《环——滚动的天空》
房世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