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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巍巍正阳》

舞出正阳门下五代人的青春
□何 美

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

作”，通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这一

建筑群由正阳门等15处遗产构成要素串起众多地标性

人文景观，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北京舞蹈学院建

校70周年舞剧新作《巍巍正阳》，即以正阳门下五代人的

家国故事为主题，展现了跨越百年的时代变迁和京城中

轴线的历史记忆。

家族五代舞绘历史

根据中国传统的青、黄、赤、白、黑五色体系，全剧分

为五幕，舞绘正阳门下的五代人，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新时

代，展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第一幕《乌墨》，黑云压城城欲摧。炮火声响，

戏曲声弱，“太爷爷”经历了清朝晚期外敌入侵的

衰颓，他的独舞和红色旗装宫女、侍卫们的群舞，

表现山河凋零、大厦将倾之悲壮。

第二幕《即白》，暗夜追随大先生的“小

北”，展现“五四”青年的力量，但遗憾倒在东方

欲晓的雨夜。从新婚、孕育的甜蜜到夫妻阴阳

两隔、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雨滴淅沥，催人落

泪。腰姿下坠、黄包车舞，前两幕让观众联想到

《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精彩舞剧。

第三幕《砌红》，红日高悬，热火朝天，第三代“大志”亲

历北平和平解放，并在修缮正阳门的过程中收获甜蜜的爱

情。在青灰色的正阳门下，舞者在钢筋木板间、脚手架上翻

飞，动作大开大合、如履平地，在重心失控时跳出律动而有

技术难度的群舞、双人舞。二人托举、双飞燕、盘旋的爱情

双人舞，鲤鱼打挺、一跃起身的父子对舞，如冥冥中的心电

感应。文物修缮完毕时，锣鼓喧天迎来一段喜庆的民间舞，

女子舞着腰间的大红绸，手中的牡丹图案团扇和男子手中

的滚刷互换，体现男女同工同乐的时代气象。

第四幕《砺金》，岁月如金。高跟鞋敲击驿动的心。

祖母、父母与儿子在八仙桌旁的双人舞、三人舞、四人

舞，难分难舍、依依惜别。第四代“远行”毅然南下追寻

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城市，跳起丝滑的太空步、动感的迪斯科舞。男生椅

子群舞以人体波浪架起电话线。《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乐音响起，西服套裙、高腰牛仔裤、大头皮鞋的“时髦

舞”跳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古魅力。在迎接2008

年北京奥运的欢呼声中，璀璨烟花绽放，游子归家团

圆，军礼和少先队礼郑重其事，观众热泪盈眶。

第五幕《绘青》，青云之志，绘制蓝图。第五代“宏远”

身着戎装，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建党百年的礼炮声中坚定前行。

《巍巍正阳》人物扎实、故事性强。守城将军“太爷

爷”宁死不屈，“小北”紧随大先生探寻光明，“大志”继

承家族忠魂、建设新中国，“远行”远去改革开放前沿，

绿军装的“宏远”守护和平。一家五代人守望亲情、爱情

和家国情，体现世世代代为国奉献的血脉传承。第三幕

的“修缮舞”、第四幕的“时代舞”和“创业舞”，展现各具

特色的时代风貌。北京雨燕纸鸢的意象，与几代人的姓

名“北”“志”“宏”“远”呼应：心系北京，志存高远。小人

物故事彰显大时代精神。“大历史”的宏观建构离不开

“小历史”的细节填充，“小历史”的毕现纤毫脱不去“大

历史”的背景营造，家国天下，宏微相济，谱写了中华民

族复兴与崛起的时代凯歌。

城门建筑守望家园

“巍巍正阳，雄峙京师，夺五城之佳气，耸九门之高

标。”在京师诸门中，正阳门规制最为隆崇，始建于明成祖

永乐十七年（1419年），根植于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脉之

中，昂然于古京城的“九门之首”，素有“国门”之称。李健

吾先生上世纪30年代写老北京的文章说：“繁华平广的

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

脏。”正阳门是北京城内唯一一座城楼与箭楼都完好无损

的古老城门，是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布局、军事防御、礼仪

制度和建筑艺术的形象体现，参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

出特性，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扇门，一座城，赓续中华文脉，讲述百年历史。继

《四世同堂》的小说、戏剧、电视剧后，2001年热播的国产

年代剧《大宅门》展现了时代洪流中家族命运的变迁。此

后还有《闯关东》《正阳门下小女人》等剧，承传家国叙事

的现实主义传统。《巍巍正阳》中，古老的正阳门历经八国

联军的连天炮火，欢唱解放军入城的胜利凯歌，迎接北京

奥运的“大脚印”飞越城楼，奏响建党百年的礼炮。正阳

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百折不屈，见证着华夏儿女的英勇

果敢，铭刻着历史岁月的沧桑巨变，眺瞩着东方大国的崛

起辉煌。

在该剧中，正阳门是叙事的场景符号、空间舞台，决

定了场面调度的特性，是兴衰盛亡荣枯或日用之道的隐

喻。舞剧在建筑空间、雕塑空间等具象空间里寄寓了政治

空间、文化空间以及心理空间、情感空间等抽象空间。古

老建筑空间与历史文化主体互相形塑。家国同构的民族

文化认同，以古典空间产生营造法般的纽带，通过建筑、

庆典、音乐、服饰等绘制同心圆，生成历史文明共同体的

连续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建构认同

和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青春绽放时代风采

该剧阵容强大，集结了彭义博、曾明、朱王博、郭歌和苏

海陆、王思龙等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教育学院、中国古

典舞系的演员。作品“含舞量”高，大量舞段融合了中国古典

舞、中国民族民间舞和现代舞等多样舞蹈元素。舞者跳出了

不同时代的节奏和风格，激发了观众的热情与热泪。

该剧在此前三场校内预演的基础上，不断吸纳专家、

学者及观众的建议，认真打磨剧本、舞美、音乐等。学院音

乐剧专业毕业生阿云嘎献唱的主题曲《守望》动听感人，

剧中建筑、风俗、礼仪、服饰考证过硬，纸鸢、鸽哨、鸟巢等

独具北京特色的舞台布景、道具，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历

史韵味与现代气息交织的北京城。大红宫廷服装、民国装

束、大波浪和复古迪斯科的春潮，学士服和军装，民族特

色鲜明；同时音乐创作有效唤起观众记忆，引起共鸣，将

观众迅速拉回“那时”“那刻”。每个时代可以独立成剧，又

构成连贯的历史叙事，观众还可以从承启各幕的系列背

景介绍中感悟历史。

该剧体现了北舞编导、表演、舞美、服装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创作和实践的成果。2023级新生以打工创业群

舞等彰显其扎实功力和蓬勃青春。这一学院重点舞剧项

目的创排，是学演结合、以演促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成果，受到国家艺术基金、北京市文联文学艺术创作扶持

专项资金等多方扶持。

赓续红色血脉，共筑美好未来。目前，该剧还在进一

步打磨提升中。在笔者看来，从“太爷爷”到“儿子”，五代

单传之家的叙事脉络或可丰富。如《正阳门下小女人》中，

蒋雯丽饰演的酒馆老板徐慧真从女性视角讲述创业故

事，展现新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就十分精彩好看。还有该

剧各幕间的承启，全靠文字描述不免会有些机械单调之

感，等等，这些都有待编导演进一步的探索与尝试。

（作者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处长）

书林漫步

本报讯 11月16日至19日，由中宣部文艺局、中

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和中国剧协共同主办的“艺苑撷

英——2024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戏曲净行、乐

队主奏）展演”，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举办。

本次活动共4场演出，包括两场综合场和一场净

行专场、一场乐队主奏专场，重点推介戏曲净行和乐队

主奏青年演员、演奏员共27人，涵盖了京剧、昆曲、评

剧、陇剧、秦腔、湖南花鼓戏、蒲剧、晋剧、吕剧、粤剧、越

剧、赣剧等12个戏曲剧种，以及京胡、司鼓(打击乐)、竹

笛、板胡、坠琴、高胡、二弦、赣胡、主胡等9种乐队主奏

乐器。参演团队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戏剧院团、中

直院团及戏剧艺术高校，参演演员、演奏员平均年龄

34岁。

此次展演通过层层遴选、集中展示，为青年戏曲

艺术人才脱颖而出搭建了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平

台，支持青年戏曲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营造戏曲界

“大练兵、大比武”的氛围，促进各行当、各专业的均

衡发展。 （路斐斐）

展现优秀青年戏曲净行和乐队主奏风采
“艺苑撷英——2024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在京举办

本报讯 11月13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新时代首

都剧本孵化项目”剧本推介会在京举办。6位业内专

家从作品的选题立意、艺术水准、孵化空间等角度，

对 57部入选储备孵化库的优秀剧本进行了分类推

介。全国百余家文艺院团、出品机构和剧场代表，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及作者代表等

参会。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马文介绍，该项

目旨在紧密联结广大剧本创作人才，共同为首都文艺

舞台贡献高质量剧本，为建设“演艺之都”添砖加瓦。

项目自2022年开展以来，已对话剧《望星河》、戏曲《包

拯还乡》、儿童剧《深海来信》、舞剧《前世今生·牡丹亭》

等24部重点剧本进行了全方位孵化展示，目前已有

14部作品签约文艺院团、演艺机构。

据了解，今年全国共有来自26个省份81个城市

的300位作者参与投稿，征集有效作品393部，其中剧

本大纲101部，完整剧本292部。50余位业内资深专

家参与了选题立意、采风交流、作品研讨、剧本评审等

环节。入选作品包含多个艺术门类和多种题材类型。

如音乐剧《北望的占芭花》、舞蹈剧场《白云朵朵》、儿童

剧《爸爸的画像》、昆曲《李清照与赵明诚》、京剧《寻凶

记》、话剧《集珍》《卿卿误我》《万舟骈集》《通利福尼亚

大饭店》、北京曲剧《六必居》等原创作品，京剧《穷差改

命》、北京曲剧《月牙儿》、昆曲《化虎》等文学改编作品，

展现出艺术创作的蓬勃之势。

本届项目将孵化不少于10部作品，根据每部作

品特点量身打造针对性孵化方式，组织文艺院团、出

品机构与作者商洽对接，更好地促进优秀剧本的落

地转化。 （路斐斐）

57部优秀剧本入选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

图像，信息的载体。历史图像，就是历史信

息的载体。图像，在文字时代之前，是比文字更

精准呈现历史的手段，如陕西半坡彩陶盆上的

人面鱼纹，它比文字更古老直接地传递着先民

的审美和生活状态，在那样的历史现场，图像就

是历史本身，图像述说历史，具有着超越文字的

力量。图像，因自身具有的独立表达，构成了和

文字文本并列的“图像文本”。

十卷本的《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志》，日前由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新闻出版署

公布的“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

目，是一部以图像为主体的中国戏曲图像志、图

像史，全书近7600幅图片资料，涵盖戏曲史、音

乐声腔、剧种、剧目、演员、舞台表演、舞台美术、

演出场所、演出习俗等内容，对木偶、皮影艺术，

以及少数民族戏曲戏剧等均有覆盖。此书是刘

文峰研究员所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由导言、概述、戏

曲的渊源与形成、北曲杂剧、南戏传奇、近现代

地方戏、戏曲舞台艺术、戏曲演出场所、戏曲与

民俗、戏曲与传统美术、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

播、中国传统戏剧大事年表等篇章组成。在整体

建构上运用我国传统的方志学理论研究中国传

统戏剧，用图像反映中国传统戏剧的历史风貌，

辅以文献资料揭示中国传统戏剧形成、发展的

客观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以图像学、方志学、文

献学为主，吸取考古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既

重视整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通过田野考察，发

现新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以填补学术空白，推动

戏剧学的发展。

全套书的图像资料生动而全面、系统而丰

富地展现了中国戏曲形成与发展的恢宏历史，

文献的价值性、叙述的学术性、文字的准确性、

编撰的科学性兼具，是一部以“图像文本”开拓

了戏剧研究新范式的严谨学术之著。

此书的出版，在学术意义上有两重意义。其

一，打破了以文字为中心的戏曲史的书写模式，

既是学术领域之内的一次拓展，同时又是方法

论上的更新，因这两点开拓了传统戏剧研究的

新范式。

包括传统戏剧史研究在内的传统史学研究

与书写中，文字不仅是历史书写与学术研究的

核心，更是记述、叙事的主体。图像于其中的功

能和作用，不但高度依赖于文字的书写与话语

的解读、规制，更是作为文字的证据而存在。传

统史学讲求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

理于书，都是在讲图像如何能以旁证、佐证的方

式存在于文字之畔。图像志的出现，标志着戏曲史、戏剧史的书写与研究

中，以图像为中心形成了全新的叙事模式，图像之于文字不再是简单的补

充，而是可以成为能自己开口说话的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图像志，标志着

“图像证史”进入到“图像入史”和“以图为史”的阶段，标志着包括戏曲史

书写与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三足

鼎立的新格局、新框架。

其二，图像志的编撰出版为图像史的撰写与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学

术空间。图像史是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框架之下，尤其是在跨学科与交叉

学科兴起后形成的学术多元格局中，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是从“读”到

“看”的更新，是学术生产链条上亟待充实的一环。以图像为中心，通过图

像重构历史脉络，开创的不仅是图像学、历史图像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能开拓一种视野，更有利于从文化、宗教、习俗等各个领域出发，对戏曲历

史进行系统化的阐释。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历史研究从文字史料延展、转

型到对实物、图像和非文字的一切进行立体、多元的研究层面上来。图像

本身成为学术表达，而非简单的证据。图像研究，呈现出不再孤立和割裂

的状态。

翻开十卷本的《中国传统戏剧图像志》，当我们凝视历史里的图像之

时，它们也在历史深处望向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图像自身，就是文字以外

的文本，十卷本呈现出的恢宏气势，体现了传统戏剧历史的丰富、完整，更

体现出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坚持与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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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舞剧《《巍巍正阳巍巍正阳》》剧照剧照

本报讯 11月 22日，根据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同

名话剧《北上》在国家话剧院剧

场完成北京站首场演出。该剧

由李伯男执导，解涛、解子昂编

剧，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文化

广播电视集团指导，杭州演艺集

团、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滨江区

委宣传部、拱墅区委宣传部、临

平区委宣传部出品。

作为中国文联2024年重点

创作目录支持类项目、浙江省文

化广电和旅游厅舞台艺术揭榜

挂帅资助项目，话剧《北上》通过

演绎由杭州至通州、绵延运河两

端的人间世情，讲述了一段跨越

百年的运河史诗，力图通过文化

意义上的努力“唤醒”大运河，让

当下的人们与历史建立起深远

的联系，传唱中华民族奔腾浩荡

的壮歌。

京杭大运河是跨越时间、

地理与文化的超大体量文化遗

产，积淀了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更好地以艺术

的形式呈现运河百态，该剧通过榫卯结构拼接出了

充满思辨性和多义性的“船”，通过舞台上“古”

“今”双演区的错落并置与逐渐增强的乐曲动机共

同拓宽历史的纵深感，阐发运河主题的多义性，在

舞台上构建出一个开阔、厚重的戏剧世界。

原著作者徐则臣观看演出后表示，在今天，运

河承载的中华文明和悠久文脉仍不容被遗忘，运河

是一条河流，也凝结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运河之于

当下的意义正在于此。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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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1日，由俄罗斯剧作家列奥尼德·佐林创作，北京人艺院

长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张彤导演，张可盈、杜子俊出演的北京人艺小剧场新

作《华沙旋律》，在人艺实验剧场首度亮相。该剧以一对青年人经历了战争和

时代的动荡，相遇相爱又分离的故事，表现了人们对爱情与和平的追求，探讨

了关于时间和人生意义的主题，在剧场奏响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动人旋律。

“北京人艺的小剧场需要新的作品，也需要培养新生力量。”冯远征表示，

希望通过这部戏，让观众看到人艺优秀的青年队伍，以及剧院在创作领域的不

断探索与前行。据悉，本轮演出将持续至12月15日。 （路斐斐）

北京人艺推出
小剧场新作《华沙旋律》

话剧《华沙旋律》剧照 北京人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