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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舞剧创作、演出的红

火景象是不言而喻的。即便观剧、评剧

如笔者之热衷、专注者，也很难给出读

者一个关于2023年舞剧创作的较为宏

阔而又清晰的“回望”……

现实题材的跨越与传统
文化的开掘

2023年舞剧的红火景象不仅是色

彩斑斓,更有着铿锵风骨与真挚情怀。

在笔者看来，这一年的舞剧创作有两大

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现实题材舞剧有了

大幅度的跨越，如《深AI你》《风起大

陈》《万家灯火》《龙·舟》《东方大港》《归

来红菱艳》《咏春》等就是如此；另一方

面是传统文化资源为舞剧创新赋能，如

《白蛇传》《曹雪芹》《诗忆东坡》和两部

《红楼梦》（“芭蕾版”与“民族版”）。同

时，作为现实题材舞剧的《龙·舟》和《咏

春》，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精

神解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荣光重焕。

就总体而言，现实题材舞剧之所以

有了大幅度跨越，在于编导对“生活动

作舞蹈化”的编创理念及方法都有了

大幅度提升。如《风起大陈》中对1950

年代进军浙东大陈岛垦荒劳动的动态

提取及其形象编织，又如《万家灯火》

对电力工人攀高作业的视角切入及其

动机表现，还有《东方大港》中对现代化

港口场域模态和时空流转的设计，等

等，都通过不同的语言提取方法和形象

塑造理念，极大提升了现实题材舞剧的

品质。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的是《深Al你》

和《龙·舟》，前者驾驭“街舞”的形式风

格去表现“人工智能”时代的动态形象，

在对时代前沿的关注中体现了舞剧的

时代风范；后者则撷取“龙舟”的传统文

化资源去揭示当代青年劈波斩浪的精

神底蕴，隐喻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

族旧邦新命的坚定信念。

2023年联手创编了《龙·舟》《东方

大港》两部舞剧的钱鑫和王思思，是这

一年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跻身当代舞

剧创编“第一方阵”的新生力量。如前所

述，由其二人创作的《龙·舟》，撷取与

“龙舟”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源，揭示了时

代的精神底蕴。而数年前，由他们创编

的《醒·狮》，亦是撷取了“醒狮”这一传

统文化资源去凸显民族的坚韧意志，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赋能

于《醒·狮》的舞剧创新。

同样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咏

春拳”为基础创编的《咏春》，作为年度

最为火爆的舞剧之一，以《咏春》为名，

却并非为介绍“咏春拳”而创作。该剧场

刊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便是：《咏春》是

一部致敬平凡人的英雄故事。怎样“致

敬”呢？场刊里写道：“以同根同脉的民

族亲情和自立自强的中华儿女本色为

立意，塑造了以广东武学宗师为代表的

‘中国英雄’形象，以‘扶弱小以武辅仁’

的尚武崇德精神弘扬民族自信。”为了

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好、讲出效果，主创

人员确定了“双线叙事结构”，即“戏外”

深圳《咏春》摄制剧组与“戏内”拍摄对

象叶问赴香港打拼的两条故事线索。二

条线索在剧中并行展现、无缝切换。用

主创人员的话来讲，这是“两个时代的

故事与人，在剧中彼此呼应和共振；因

‘英雄’而来，由‘追光者’而展开，最终

落在‘理想’。这也与深圳的城市精神一

脉相承”。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咏春拳又

是在何种理念指导下赋能《咏春》的舞

剧创新呢？该剧编导周莉亚说：“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不是一句口号。对创作者

而言，眼中有平凡人、老百姓，看得到真

正意义上的‘人民’，作品里才能够描摹

出他们的形象，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

中心。舞剧《咏春》的场刊里写道：‘每个

人心中都有一片武林，少数人成为英

雄，大多数人成为了照亮英雄的光。当

无数个微弱的光点亮的时候，我们会发

现这些光是由无数个平凡人塑造的。舞

剧《咏春》讲的是武术精神，但更多展现

的其实是平凡英雄……虽然时空在变

迁，但追寻梦想、追寻光的精神依然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沈伟编导的《诗忆东坡》也是2023

年最受关注的“现象级”舞剧之一。作为

美籍华裔舞蹈家，该剧是沈伟应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之邀加盟创编的。在该剧

中，我们看到了用“现代舞诗剧”来定义

大型舞蹈作品的构成模态，也看到了该

剧主创沈伟对自我身份的定义——他

统揽了该剧总导演、编舞、视觉总监、舞

美设计、服装设计等工作。“诗剧”模态

是指诗化的、或者说意象连缀的构成方

式，剧名“诗忆”则意味着，通过东坡诗

词去追忆、破译“东坡精神”。有趣的是,

当《诗忆东坡》于2023年7月在上海文

化广场首演之际，正是动画电影《长安

三万里》热映之时。有记者在采访沈伟

后说，《诗忆东坡》大概就是舞剧版的

“宋代美学三万里”。笔者认为，若要把

沈伟阐释的“东坡精神”归结为“舞剧版

的宋代美学”，可能会让该剧在接受“国

际解读”之前先遭遇“国潮误判”。其实

对沈伟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

来说，“表现什么”固然重要，但他思考

更多的当是“怎样表现”。

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沈伟曾提到，他

之所以思虑再三后接受该剧的委约，是

基于自己过往的创编经历：他曾经把西

方荒诞派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诗歌

改编成舞剧，继而在作品《声希》(Fold-

ing)中,将八大山人的画作叠合在莫奈

的“印象派”画作之上。前者意味着，他

认为自己具备将诗歌意象转化为舞蹈

动态形象的能力；而后者则意味着，他

发现了视象叠合所产生的“视觉式样”

的奥秘。至少在当时，他认为自己有可

能赋予“东坡精神”一种新颖且有效的

视觉呈现方式，这便是鲁道夫·阿恩海

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强调的“视

觉格式塔”的理念。该剧的编舞设计，仍

是沈伟一以贯之的“自然身体发展法”

理念的延续：不仅探索能量在个体身体

中的波动与变化，并且追踪这种波动与

变化是如何扩散至群体之中的。在笔者

看来，《诗忆东坡》以“现代舞诗剧”作为

模态命名，最重要的其实是沈伟将其“自

然身体发展法”推向了“视觉格式塔”的

创编境界。

“中国学派”的创编策略
与前行步履

由中央芭蕾舞团创演的《红楼梦》、

广州芭蕾舞团创演的《白蛇传》以及重

庆芭蕾舞团创演的《归来红菱艳》，体现

出了芭蕾艺术“中国学派”的创编策略

和前行步履。三部舞剧中，《归来红菱

艳》属革命历史题材，继承了中国现代

史中革命文化的传统，剧中对“中国学

派”芭蕾语言风格的体现，除特定革命

历史场景中的事象和性格外，还有“秀

山花灯”等民俗舞蹈的“性格化”表现。

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红楼梦》

和《白蛇传》，由两位“非芭蕾编导”分别

担纲主创，这两位各有10余部舞剧立

身的编导，在初涉芭蕾舞剧的创编中尝

试着自己的理解与探索。

在佟睿睿看来，《红楼梦》是她一直

放在心里，却始终不敢轻易触碰的选

题，“等到中央芭蕾舞团确定开排，脑海

里曾经闪烁的种种想法，竟终归于白茫

茫一片，覆盖着有与无、真与假、虚与

实、色与空的无尽交织……于是，这白

茫茫一片很自然地成为芭蕾舞剧《红楼

梦》的入口，成为宝玉归隐途中无尽的

回望”（见该剧场刊）。虽然笔者认为，该

剧的打开方式“很民族”，但从言说方式

来看，它也“很现代”。

与之相比，王舸编导的《白蛇传》更

是“现代得很”。用该剧主创们在推文中

的话来讲，即“传统的故事框架，对应的

是现代的意识和表现手法……突破原

有爱情戏的‘感恩’色彩，对经典情节

‘反转’处理，融于现代人‘敢于担当’的

风貌……”特别是剧终之际，一支如梦

如幻的歌仿佛从天际飘来：“人生匆匆

始终忘不了，那年西湖的春雨湿了断

桥；人生漫漫始终忘不了，雨过天晴彩

虹现，回眸笑。一生一世只为了寻找，两

颗心长久离散没着没落；半梦半醒花落

知多少，此情千古似海深，谁知道……”

显然，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白蛇传》，编

导在撷取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厚底蕴时，

更赋予了其充满青春感的现代力量。

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逻
辑进行叙事

尽管《咏春》和“黎星版”《红楼梦》

都是2023年最为“火爆”的舞剧，但笔

者对后者的评价相对更高,认为这是一

部将中国民族舞剧推向了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新高度的作品。该剧其实首演于

2021年，但在舞剧“百花竞妍”的2023

年却风头最盛。在笔者看来，该剧其实

就是高度吸纳并整合了“舞蹈剧场”理

念的“民族舞剧”。

黎星在《〈大饭店〉创作手记》（载于

《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2年第2期）中

曾主要强调了三点：其一是人物设置与

“悬疑感”的营造。比如该剧便是以7个

人物、7种色彩构织出当代人的肉身之

旅和精神漂泊的生活困境；同时又通过

7个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的身体语言，

营造一种“悬疑感”，给予观看者一种沉

浸式的叙事参与感。其二是削弱具体的

叙事而代之以不同的视角。比如该剧既

视“大饭店”为公共空间，又视其为私密

空间，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自我”是矛

盾的，以至弄不清哪个才是“真我”；故

而该剧削弱了具体的叙事，取而代之的

是8个不同的视角（除却7个人物的内

视角，还有观众的外视角），作品嫁接不

同视角的方式在于“情绪”的同质性，而

不同的“情绪”又以不同的物象符号来

体现。其三是如何创编出令人印象深刻

的“好看舞段”。

正如黎星所说：“作为舞蹈编导，我

希望通过作品去探索‘舞蹈剧场’的边

界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是舞美、装

置、光影、肢体、声音、文本，最终应该服

务于‘舞蹈’而非‘戏剧’……人们对《大

饭店》的关注或许源于‘舞蹈剧场’这种

形式；但当人们观看后，一定会继续对

《大饭店》这种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身

体逻辑来进行叙事的作品产生兴趣。”

每当读到这篇“创作手记”，我总会想，

这其实也是黎星对舞剧《红楼梦》的创

作思考。我们只需把文中的“大饭店”看

成《红楼梦》事象发生的“大观园”，再想

想“大观园”中“金陵十二钗”的个性、视

角及身体语言，应能感悟“黎星版”《红

楼梦》的真谛。

回望2023年中国舞剧创作，笔者

认为亦不必“颗粒归仓”，对之加以“面

面俱到”的扁平化陈述。“回望”看似

“信马由缰”，其实更多关注的是广大

观众“下马观花”的票决，以及笔者从

中体悟到的这一年舞剧演出市场“红

火景象”的本质，那便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对舞剧创新的赋能。

（作者系中国评协顾问、北京市文

联特约评论家）

电视剧改编现实题材舞剧《破冰》将演

关 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赋能舞剧创新
□于 平

舞剧
盘点:

评 点

酒曲里唱响的陕北乡情
□梦 野

在陕北民歌的谱系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神木

酒曲是一个闪亮的存在。2023年，由神木市文化和旅游文物广

电局出品的音乐剧《酒曲人生》在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上演，该

剧通过神木土地上杨家四代人的悲欢离合，让观众感受神木的

时代变迁。音乐剧把人生里的酒曲和酒曲里的人生有情有调地

凝聚起来，越过岁月的风尘，一直回响在笔者的耳畔。

《酒曲人生》的立意是高远的，陕北历史的流转呈现出很强

的递进感。走西口、上战场、治黄沙，每一幕、每一场、每一段，在

悠悠酒曲中起伏，陕北人不屈的奋斗史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滚烫

地凸显出来。活着、活美、活好，是一种有声的向往，更是一种无

形的寻找，蕴含着历史的映照、时代的塑造和社会的认同。剧

中，动静相宜、活灵活现地展现着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活”。

有着雕塑般面容的曲大爷，像是一个“酒文化符号”。他在

山峁上，声音沾着铜锈：“一对对那个鸳鸯水上漂，人家那个都

说是咱们两个好。你要是有那个心思咱就慢慢交，你没有那个

心思就呀嘛就拉倒……”红碱淖明镜般地，是那样诱人，它被陕

蒙两省合抱，不仅是自然保护区，更是一个瞩目的文化地标。当

年，神木酒曲传承人朱广亮在湖畔唱响的民歌，沾满着泥土，慢

慢悠悠地，又从历史深处钻出，辉映着剧中众多人物的个性塑

造、情感航向和精神成长。

互赠了定亲物的杨五斤和桂芬面对的是不忍的分离。“老

酒曲唱了一天又一天，大黄风刮了一年又一年。山峁峁荒了一

遍又一遍，老榆树瘦了一圈又一圈。”面对如此境况，他们和村

里人不得不跟随挺着脊梁的族长，被迫走上逃荒路。“要想活命

你走西口，牙根咬断也不回头。白天拉着骆驼走，到夜里梦见妹

妹泪花花流。”地裂了，草枯了，雪飘洒，朝思暮想多少年终于见

到心上人、走入婚礼，简朴的窑洞外却炮声隆隆。杨五斤有颗炽

热的爱国心，他舍小家、顾大家，带头参军、东渡抗日。“山峁峁

上瞭不见你灰不塌塌，河湾湾里都是想你的泪花花。”桂芬怀孕

了，他却并不知晓，胜利的果实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就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

如果说“走西口”是摆脱贫困的无奈之举，更多为的是为着

这峁、那梁、那洼的个体的“活”，那么上战场、治黄沙就是一种

精神的感召，强调的是为了民族的“活”。杨五斤的儿子杨新民，

一个治沙技术员，在父辈的感召下与大家一道拼命治沙，为的是

人民的“活”。一个“活”字，体现着人生的追索、民族的气魄和精

神担当。“咱们种树固沙开出致富泉，留下一片希望迎来艳阳

天。”在英雄的陕北大地上，在我们父老乡亲的身旁，就涌现出不

少治沙英雄，他们的“伟业”着实让人感佩。“陕北一场风，从春刮

到冬。”在火热的季节里，我们看到的是，沙退人进的伟大壮举。

治沙路上不辞劳苦的杨新民，爱情的美景同样激励着他。

“树高千尺根儿往下长，儿行千里不能忘故乡。”他的女儿杨爱

叶大学毕业后扎根老家创业。“牵手山梁梁，拥抱日月光。初心

不改忠勇不能忘，乡村振兴再把酒曲唱。”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我们也看到了逐梦人的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身影。《酒曲人

生》选材精当、故事有味、表达紧凑、情感充盈，以神木酒曲为旋

律走向，在陕北民乐的有机和合中，把音乐剧推向了高潮，实现

了神木以文塑旅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系神木市文联主席）

扶持青年创作 助力原创戏剧发展
第七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优秀作品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由北京剧协、《新剧本》杂志主办，第七届老舍

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闭幕仪式暨优秀作品分享会日

前在京举行。

本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从2023年1月

18日开始作品征集，历时近5个月，共征集到剧本223部，

其中戏曲75部、话剧118部、儿童剧17部、音乐剧12部、偶

剧1部。剧本作者来自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中国

台湾地区，年龄最小者9岁，年龄最大者45岁，30岁至40

岁的创作者占半数以上。最终，经两轮共计19位专家评审，

评出优秀剧本2部、优秀剧本提名4部、入围剧本6部，其中

话剧剧本6部、戏曲剧本4部、儿童剧剧本2部。获“优秀剧

本”和“优秀剧本提名”的作者进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大

戏看北京”文艺创作孵化平台中。话剧《桃源里》、评剧《台下

十年功》经过孵化已相继演出，话剧《响遏行云》也已举办了

剧本朗读会。“青年创作者应进一步关注社会、扎根生活，以

人民视角书写出新时代的气象。”北京市文联二级巡视员苏

社钦说。分享会上，《桃源里》编剧王人凡表示，创作者要尽

最大可能做到诚实，通过剧本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展现出

来，将观众拉进生活的场域中。《台下十年功》编剧崔迪谈

到，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励扶持计划体现了对青年创作者

的包容和信任，未来会努力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的作品。 （路斐斐）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北京演艺集团了解到，由京演集

团旗下北京歌剧舞剧院出品、创排、演出的国内首部禁毒题

材大型舞剧《破冰》将于1月24日正式开票，并于3月1日

至3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正式推出。该剧根据中

央电视台、爱奇艺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破冰行动》改编，取材

自“雷霆扫毒”系列真实案例，讲述了两代禁毒民警不惧艰

险、不畏牺牲，拼死撕破地下毒网，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人民

生命安全和守护正义的英雄故事。

作为北京歌剧舞剧院继舞剧《五星出东方》之后又一部

倾力打造的原创舞剧作品，该剧以剧院青年舞蹈编导黄云

松、王圳冰，作曲杨翼等青年主创为班底，同时力邀知名舞

美设计师刘科栋、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曲士飞、知

名青年舞蹈家朱晗等加盟主创，以进一步发挥国有文艺院

团创排大型舞台艺术作品的专业优势与品牌影响力。剧作

结构方面，舞剧《破冰》将围绕李飞父子的缉毒行动进行双

线索叙事，通过调整结构、提炼情节等方式发挥舞蹈艺术的

本体特征，同时融合富有现代审美的视听设计，突出悬疑、

热血、奉献、情感四个着力点，力图让整个舞台更贴切、生动

地呈现出禁毒民警的感人故事。对于电视剧中的部分经典

场面，该剧将对之进行舞台艺术的视觉还原，在充分发挥舞

剧优势及特点的同时，力求保持原著的精神内核不变，通过

文艺作品宣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和激励广大观众

特别是青年观众树立正确价值观，创作出一部书写时代、讴

歌英雄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路斐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