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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中国舞剧创作，一个显著的

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区域身份”。这些

作品就题材选择而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

是着眼于“历史文化 IP”的挖掘与创作，更

多的则紧密围绕“时代精神坐标”传递核心

价值。

2024年着眼于“时代精神坐标”的舞剧创作，首先要提

到的是无锡市歌舞剧院的《10909》（汤成龙编导）。该剧以舞

蹈的形式呈现了主人公踏上探索地球“第四极”的奋斗之

路。在南极、北极之外，珠穆朗玛峰作为地球之巅被称为“第

三极”，而“第四极”这里指的是深不可测的地球之渊——位

于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作为舞剧命名的数字

“10909”，不仅关乎这个海沟的深度，更关乎这个深度与我

们的关联。该剧表现了名为“奋斗者”号的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的研制和沉潜，而它的主要研制单位便是坐落在无锡太

湖之畔的中船重工集团某研究所。无锡歌舞剧院以《10909》

的创排，既体现了自己的“区域身份”，也彰显了其对“时代

精神坐标”这个重要价值取向的坚持。

其次是广东歌舞剧院的《人在花间住》。该剧编导费波

认为，对花的喜爱，是刻印在岭南人骨子里的美好情愫，“在

‘花城’广州，花，是四季色彩，是绽放姿态，更是一种生活和

审美方式”。舞剧《人在花间住》便以“花”为背景和叙述线

条，聚焦骑楼下一间花店里的平凡母子，表现他们在“花”的

指引下，共同面对生活的磨砺，重新认识彼此的故事。岭南

老街的世俗人情、寻常百姓的生活画卷、一对母子间的细腻

情感，因为“花”的连接而展现出别样的风景。作为广东歌舞

剧院为“花城”广州打造的“舞剧IP”，也实现了该院在创编

《沙湾往事》后对“时代精神坐标”的再次聚焦。

此外，由孔德辛、郭海峰编导的《昆仑问道》，作为青海

省歌舞剧院近年来创演的第三部舞剧，也生动展现了“人生

奉献的精义在于‘甘当路石’”的主题，《昆仑问道》为献礼青

藏公路通车70周年而创编，既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同时

也都着眼于时代精神的表达，这正是近年来中国舞剧创作

的一个主导方面。

日渐涌现的艺术院校的舞剧创编，有许多也开始凸显

着“区域身份”。北京舞蹈学院的《巍巍正阳》（帅晓军编导）。

剧名中的“正阳”，指的是位于首都天安门正南方向的正阳

门，因其有古京城“九门之首”的美誉而被百姓亲切地唤作

“前门”。为一座“门”创编一部舞剧，其实是通过其门之“眼”

去洞悉一段历史。六百多年来，正阳门经历了八国联军的连

天炮火，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胜利凯歌，迎接了北

京奥运“礼花脚印”的豪迈跨越，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的大气磅礴，已成为北京的一个“历史文化IP”，《巍巍正

阳》通过与之关联的五代人的贯通表现，又凸显了正阳门作

为一个时代精神坐标的文化内涵。

山东省舞协、山东艺术学院创编的《大河之洲》（刘忠

编导）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佟睿睿3年前为青海省歌舞剧

院创编的舞剧《大河之源》。这两部舞剧直指的“大河”都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虽说“源”在青藏高原而

“洲”在齐鲁大地，但两部舞剧都体现出“生态舞剧”创作的

文化自觉和时代担当。

浙江音乐学院的《一扇百年》（李佳雯编导），以开设于

1875年的“王星记扇庄”为背景，通过对有“贡扇”之誉的“王

星记扇”制扇技艺的舞蹈化呈现，在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热情颂扬的同时，更进一步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笔者看来，这是

一部开幕见“扇”而且满目皆“扇”的舞剧。它高度重视“制

扇”背后广阔的民间技艺体系，致敬中华民族孜孜以求、久

久为功的“工匠精神”。

还有部分作品深挖历史文化IP，展现传统文化魅力。如

湖南省民族歌舞团（位于吉首市）的《二十四时舞》（李世博

编导），该剧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叙事轴线，串联起湘西苗族

丰富的民俗事象，从冬至、立春、惊蛰、芒种、夏至、大暑到立

秋，节气伴随着对生活的喜悦、对劳作的热爱、对爱情的真

诚和对死亡的坦然，生命在节气的轮转中生生不息……

广州歌舞剧院的《英歌》（钱鑫、王思思编导）是继《醒·

狮》《龙·舟》后的又一力作。《英歌》之所以没有像前两部那

样在剧名中用间隔号分开，是因为舞剧与潮汕百姓喜于斯、

怒于斯、哀于斯并乐于斯的“英歌舞”是情事相通、水乳交融

的。被誉为“中华战舞”的英歌舞，是百姓心中激扬正气、驱

逐邪祟、迎迓吉祥、护佑平安的象征。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和

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乐和长歌》（王舸编导）是一部兼具视

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舞剧。编导王舸和编剧许锐，两人曾合

作过舞剧《骑楼晚风》《徽班》《红高粱》《诺玛阿美》《五星出

东方》《乐和长歌》，可以说每一部都将在中国当代舞剧史上

“踏石留印”。当湖北有关部门希望就“编钟”（主要是名扬于

世的“曾侯乙编钟”）这一湖北的文化IP留印于舞剧艺术之

时，这一对搭档就希望用舞剧人物的“活法”去定义编钟文

化的“算法”，由编钟之形深入编钟之魂，由编钟之器上升到

编钟之道。

看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诗剧《蜀道》（佟睿睿编导），

会让人不由想到盛唐诗仙李白的《蜀道难》。虽然诗中的“噫

吁嚱”是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天感叹，但也包含

着对“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由衷赞赏。作为当今重

攀“蜀道”的“远道之人”，在佟睿睿看来，蜀道是要用双脚亲

自丈量的古道。当她把各个时期、不同身份的行走者尽可能

汇集起来时，他们总引导着她走向蜀道的源头——五丁，她

说，“当走完润川化蜀的民物阜康、剑阁峥嵘的孤忠誓守、翠

云穹廊的世事苍烟以及十二月市的市井烟火，我突然发现，

五丁在我心里也修了一条道，通往‘巴适’的小里巷、热闹的

春熙路，通往让人更加心潮澎湃的未来……”实际上，即便

是上述着眼于历史文化IP的舞剧，也在更深层面上连通于

时代精神坐标。

2024年，既有以“全域视野”展开创作的

院团、院校，还有一类以“独立舞者”身份进入

舞剧领域的创作者，他们独立的文化个性促

使其更多关注舞蹈表意的“前沿性”。

回顾2024年北京地区的舞剧创作，首先要谈到的是北

京歌剧舞剧院的《破冰》（黄云松、王圳冰编导）。该剧展现的

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扫毒禁毒故事，它还关涉扫黑除

恶，讲述了一个为扫毒禁毒事业奉献热血和生命的故事。对

于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舞剧艺术而言，要表现这样一个在

我们当下现实生活中“非常态”的现实，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困难之一在于，缉毒警和制毒贩毒集团的矛盾双方是整体

性对峙，这对于舞剧叙述是一个新课题。困难之二是除李飞

之外的其他主要人物表现的两重性。比如，赵嘉良作为“卧

底”和作为缉毒警的双重身份，马云波作为剧中公安局副局

长和吸毒者（其妻于慧）丈夫的两重性等。人物两重性表现

的困难，不仅在于角色性格的准确拿捏，且在于叙述过程的

合理转换。困难之三为舞剧叙述的视角抉择和空间切换，而

最关键之处是，如何把主人公李飞之“行”的外在事象与其

“思”的内在心象清晰且富有逻辑性地表现到位，这也是创

作中面临的新问题。

2024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联盟共创”方面取得显

著成果。在《只此青绿》因电影的“再媒介化”而大展宏图之

际，与浙江海宁市文旅创意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央视国际网

络有限公司、南湖红船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了《何以相

逢》（毛伟伟、吴硕编导），与福建厦门福南堂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凤凰都市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出品了《海的

一半》（林辰编导），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大

足区委、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出品了《天下大足》（刘翠、张雅琦编导）。这4部舞剧从与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共同出品方来看，都具有鲜明的“区域身

份”，这种“联盟共创”或许也是从“区域”上升到“全域”的一

种策略。

此外，还有上海歌舞团的《李清照》（张帝莎、刘小荷编

导）和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的《永和九年》（王亚彬编导）。这两

部舞剧都无关乎上海的“区域身份”，出品方以更广阔的“全

域视角”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舞剧《永和九年》的结

构之“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幕次的命名均从

《兰亭集序》中提取，将王羲之的人生妥帖地结构在“集序”

的文意中；二是通过青年赓对“永和九年”和王羲之对自身

“笔墨春秋”的双重穿越，完成了舞剧具有当代“在场”意义

的历史叙述；三是通过空间构成的多模态组合，交融起行动

者与行动环境（如“群贤”与“曲水”），映衬出行动者及其行

动内涵（如王羲之的“习书”与黑衣舞者的“拟象”），使舞剧

构成的视觉感知焕然一新。

关于“独立舞者”的舞剧创作，这一年影响较大的有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剧《雷雨》、深圳当代舞团的《敦煌归

来》（胡沈员编导）、江苏大剧院舞剧团的《春之祭》（李超

编导）等。《雷雨》编导赵小刚表示，舞剧《雷雨》的创作放

弃了围绕单一主角搭建全剧结构的常规呈现方式，“以舞

代戏”是其在创作中不断强调的理念。赵小刚想要观众看

到由“舞蹈”本身穿透文字所带来的心灵映现，继而通过细

腻的舞蹈笔触来编织身体语言，引导观者体察每一个角

色的情感堆叠，最终通向《雷雨》中人物命运碰撞乃至失

衡的临界点，即戏剧矛盾聚集爆发的思想冲击点。在这

个过程中，赵小刚特别采用了穿插、复调、对位与多声部

样式，注重身体语言蕴含的情感咏叹调性，为剧中命运齿

轮的推进作出了有力的颂歌，建构起富有东方哲学意味的

舞剧品相。

《敦煌归来》展现了人生信念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

当我们追随着剧中胡沈员饰演的高进达，来到第九舞段《祈

愿》，我们仿佛听到，远方的家园传来了沙州百姓的声声呼

唤，让信使团生死无悔、一往无前。对于舞剧的主题呈现而

言，“归来”是信使团成员的信念，也是属地百姓真诚的嘱托

和期盼。在这段交织着嘱托与期盼的群舞中，流畅的动态设

计和织体化的舞群布局将舞剧推向了高潮。也就是说，舞剧

的高潮，就人物行动的进程而言，是信使团更确切说是仅存

的信使高进达抵达长安；而就主题立意而言，则是民众嘱托

的“在场”和期盼的实现，这也体现出该剧另一个叙述策略

的抵达——这便是“以舞立意”的着眼点。

自称为“舞蹈剧场”的作品《春之祭》首演于2025年1月

10日，从农历来说，该剧也可算入笔者“回望”之列。李超与

前述胡沈员一样，都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舞剧新秀”。在

李超看来，《春之祭》的创作是她“别无选择的选择”，她说：

“我只能为一些让我感动和敬畏的生命，开始我的创作。可

能他们不那么‘伟岸’，也不一定身披世俗多少光环。但我始

终因为一份向往而关注他们，我无限向往他们生命的质感

与温度。”在李超心中，《春之祭》无意探讨东西方艺术的足

迹，而是试图找到这场现代艺术运动背后生长而出的现代

美学和生命的本质，“这是今天的我们竭力用作品探索的特

质与方向”。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北京市文联特约评

论家）

本报讯 2024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当年12

月7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田沁鑫任编剧、导演，演员张艺兴主演的音乐话剧《受到召

唤·敦煌》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亮相，并于北京、上海

两地完成首轮演出。作为国话首次在国家级体育场馆内演

出的作品，该剧将AI、影视化、动画真人融合等最新科技与

戏剧进行深度融合，通过2035年敦煌数字研究中心的实习

生与1935年在法国战火中奔赴敦煌的常书鸿先生的跨时

空对话，诠释几代敦煌守护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近日举行的该剧专家研讨会

上，王一彪、蒙曼、陈涌泉、康震、张宜、李少红、王一川、王

宏、宋宝珍等专家学者以及该剧主创代表，共同就如何提升

艺术创作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

达等话题展开了交流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用独特的视角和艺术展现形式，找到

了敦煌故事的新讲法。全剧以“召唤”为题，形成了剧中青年张

燃与常书鸿、常书鸿与敦煌文化，以及作品与当代观众之间的

三重召唤，展现了古典美与现代美、家国情与儿女情的交织，充

满了现代感。作品汲取敦煌音乐元素，用原创曲目融汇古典舞

和现代舞，成就音乐与戏剧的“联姻”；以多维舞台时空的开拓

和应用，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融合，形成“美学创意+技术”

的组合，创造出时尚现代又满载中国文化符号的敦煌空间，为

文旅融合的演出新空间新语汇新造型做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尝

试。在加强敦煌艺术的视觉震撼、提升台词和歌词的精致化、强

化故事整体线索的整一性等方面，该剧仍有可以进一步打磨提

升的空间。 （路斐斐）

专家研讨国话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

艺术融合科技，焕发敦煌文化新光彩

赏 析

那只手，自浩渺、虚白、顿悟之

上悬垂下来。

手的面孔，从观看的面孔、坐

忘的面孔、默想的面孔，离析出来，

绽放开来，升上空阔，化约为某种

万古一瞬、通古变今的东西。那只

手，它与水墨、与笔纸、与刻刀，彼

此接触，相互融汇，各自盈满。手，

它的肉身比“我思”更轻盈，比“我

在”更委曲、更隐忍，比“我写”“我

刻”有更古老的屋漏痕。在书法、

画法、刀法的“屋漏痕”与水墨的接

触面上，汉字像是适度磨损的镜

像，创新像是做旧的产物。笔法和

刀法，擦去笔墨与纸、刻刀与石头

构成的精神对角线，擦去属于物理

和物象的笔触，此一过程所留余的

种种意义或无意义，已知或未知，

皆轻若烟云。如是，那只手，它把

因书写和擦拭而产生的遮蔽物、剩

余物，交给近乎无限透明的、词与

物的能见度。

艺术在峰顶所独享的这份形

而上的能见度，被本雅明命名为

“灵氛”。

我在刘一闻先生的书法作品、绘画作品、篆刻作品中，感受

到了这份能见度、透光度，以及这份处处弥漫的灵氛。我想起哲

人维特根斯坦所言：但精神将蒙绕着尘土。“那只手”像鸟一样飞

走了，飞翔本身却留了下来，绽开出天启的、深不可问的声音。

听见这个声音的隐秘之人用水签名，却清晰如同墨迹，刀迹。那

个写者、画者、篆刻者是谁呢？那只手，又在谁的身上？那会是

一个古人吗：一个幽灵般活在刘一闻先生身上的今人？

今古一相接，其时间的层叠和重量恍若蝶翅。被那只手写

下的、刻下的字词，其神经末稍像钨丝一样带电。写与刻：它漆

黑的、深海般的静谧。还有它的底片：在底片上出现了孤独的写

者，也同时出现了所有不是他的众人。或许，比所有的人加在一

起还多出一个人来。是的，是那个人：刘一闻。

刘一闻先生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带有人类直觉的急迫

性，但又充满了从容适度、秋水文章的松弛感，从中隐隐传来尘

世嗅不到的气息：那只手垂怜我们。宇宙浩渺，天使逡巡。书写

与被写的位置，被“那只手”颠倒过来——书写者的主体，从精神

镜像的内部朝外面的真实世界、朝宇宙洪荒投射自我。如是我

闻：石头和水墨里面，最初的、起源性质的“那只手”像雪一样消

失了。

手的思想，手的滴漏，手的呼吸。

那只非花非雾的手、非词非物的手，将造词等同于造物。在

经历了笔与刀、肉身与活魂、半人与半神、全体与部分，其间多声

部的对话与对质、多次第的变容与变形、多层叠的折起与打开之

后，那只手，借助高蹈者刘一闻先生，究竟触碰到了什么呢？

依我之见，被触碰到的，或许是某个“深处”。很深的真理和

真如，皆不可触碰。但只要你触之碰之，“那只手”就会伴随大神

秘悄然出现。不仅因为它是本雅明所说的“灵氛”，还因为它是

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预先准备好的形而上设定：一种大自在，一个

最高真实的总的交代。

如是，对于一闻先生，可作如是观：他身上的“那只手”，将代

替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差异之手、众手之手，去书写、去作画、去刻

印。在那只手之上，你以为另有一只手从宇宙语言递过来一些

新词、一些新声音和新方法，超乎我们各自的手所能触及的真实

界和想象界之外，超出了最高的高处、最深的深处。但未必如

此。另一只手递过来的，其实只是一块可以雕刻的石头，一张可

以书写的纸，一滴雨水或泪水，一片落叶，一些可以吹去的灰尘。

幸运的话，所有这一切将魔法般汇集到刘一闻先生的“那只

手”上，构成诗人米沃什所断言的“第二自然”：神在老鹰中睡去，

人在燕子中醒来。佛的莲花开在不知何物的一半之中，而我们

每个人是将要开放、但尚未开放的另一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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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湖北艺术节闭幕
本报讯 2024年12月22日至2025年1月13日，由湖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五届湖北艺术节在武汉举办。艺术节

历时23天，内容包括优秀剧目展演、小戏小品展演、优秀美术作

品展览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等。期间，全省28台剧目、15

个小戏小品、102件美术作品和70个群文作品在武汉集中亮

相，200多家文艺单位、5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与，对湖北文艺

近3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充分彰显了荆楚文

艺的独特魅力。

本届艺术节展演剧目佳作纷呈。如舞剧《乐和长歌》、歌剧

《汉水丹心》、黄梅戏《女国医》等重点扶持剧目，以及京剧《优

孟》、话剧《长江边的婚礼》等入选全国性重要艺术节展的优秀作

品参演，凸显了艺术节整体水平的提升。据统计，本次展演作品

中约50%聚焦现实题材，关注农村建设、生态建设等主题，展现

了荆楚儿女攻坚克难、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同时，一批优秀历

史题材、革命题材、荆楚文化题材作品也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富有艺术感染力。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暨国家艺术基金十周

年湖北美术作品选展，遴选湖北省近年来入选国家艺术基金美

术创作资助项目、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和湖北省美术创

作重点项目扶持工程的优秀作品。 （路斐斐）

人美举办新春特展
本报讯 1月14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发

展促进会主办“东方微笑——人美新春特展·2025”在人美美术

馆开幕。本次展览以“东方微笑”为主题，以“弘扬时代精神，传

递和美幸福”为主旨，汇聚了李宝林、张立辰、郭怡孮、姜宝林、吴

悦石、刘健、田黎明、杨晓阳等16位老中青艺术名家145幅代表

性近作。参展作品不仅呈现出艺术家们文化思想、创作理念和

艺术精神等方面的追求，也展现着他们对自然、对传统文化的深

厚情感。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16日，在新春佳节之际为观众

带去艺术的享受。 （任晶晶）

舞剧舞剧《《雷雨雷雨》》剧照剧照 （（摄影摄影：：舞蹈中国舞蹈中国 刘海栋刘海栋））

舞剧舞剧《《二十四时舞二十四时舞》》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