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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舞蹈从线下来到线上
艺术景象更加多维了

今年的世界戏剧日当天， 国际上极

富盛名的舞蹈艺术表演机构英国沙德

勒之井剧院， 宣布于当晚 19 点 30 分

在其社交网站上直播英国芭蕾男孩

舞蹈团新作《Deluxe》的首映，以此庆

祝世界戏剧日。 英国芭蕾男孩舞蹈

团是目前享誉全球的全男班芭蕾

舞团，也是英国最受观众喜爱的现

代芭蕾舞团之一， 早在 2005 年，

舞团就与沙德勒之井剧院签订了

长期合作的联盟关系。一直以来，

舞团以剧院为平台， 委约创作了

许多优质经典的作品。 首映式上

放映的新作品 《Deluxe》，是剧院

积极推广加盟艺术家与外界艺术

家合作创新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

是，《Deluxe》所包含的两部作品 ，

均出自女编导之手。 由此碰撞出

的火花，也为现代舞蹈的多元发展

带来启发。

首映视频全长将近两小时 ，内

容主要包含了两个作品的完整呈现，

中间还穿插了对两位作品编导、 六位

舞蹈演员的采访及现场排练的片段。

第一个作品《Bradley4:18》由英国女

编导马克辛·道尔编排， 她通过挖掘舞者

身上所具备的不同性格特质来展现人性

的复杂与矛盾。 前言舞段中，舞者身着白

色工装服，在急促、富有律动的爵士乐伴

奏下，时而抖肩，时而摆臀，表现出开朗幽

默、优雅风趣的英伦风范。 中间舞段，六位

舞者陆续出场，他们虽然身着西服衣冠楚

楚，但每个人的脸上却都带着伤，在幽暗

的灯光下显得凄凉狼狈。 舞者独舞部分通

过不同质感、不同节奏类型和发力方式的

舞蹈语言充分彰显出个性： 有人自我陶

醉，有人身体僵硬，还有人如斗士般捶胸

倒地。 其中一段独舞， 借用了英国歌手

Kate Tempest 说唱诗歌的形式，将快速说

唱和动作完全配合起来，一连串押韵的词

语与机械般肌肉震动完全同步，语言上强

能量的爆发和身体上力度节奏的控制结

合为一体，让你震撼于演员表现力和掌控

力的同时，也感受到编导独到的艺术洞察

力。 最后部分，舞者们相互拉扯又相互依

靠，生活化的自然动作讲述着人与人之间

不断发生的故事， 越来越快速的奔跑、跳

跃潜藏着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挣扎，音乐

在急促中戛然而止，未断的情绪却随之在

黑暗中弥散开来。

第二个作品是由中国舞蹈家谢欣编

排的《涟漪》。 作品开演前，插入了一段对

谢欣的采访，对话真实而有趣。 当她被问

到与全男班舞者合作有何感受时,谢欣表

示与以往舞团男女比例三七分所持有的

能量不同，此次更需要通过一个流动、柔

和的力量把全男生的能量引导至五五分

的平衡状态。此部作品以“涟漪”为名，正

是编导出于对身体连接与互动中所产生

的能量走向的一种思考， 借助一粒石头

被投入水中产生圆形波纹而后扩大散开

的形态，表现人细微的心理活动过程，十

分切题。作为一位中国舞者，谢欣很善于

将刚柔相济、 此消彼长的思维认识融入

到舞蹈动作语汇中， 使作品呈现出一种

流动的特质与平衡的东方美感。 这种细

腻、敏感、流动的身体连接是谢欣最为鲜

明的动作风格， 与全男舞团的英伦气质

似乎相离较远。 如何从中找到平衡，对谢

欣而言显然是充满挑战的。

作品从双人连接开始， 站在前面的

舞者可被视作主角， 身后的舞者双手轻

抚着他的头部， 引导着他在左右两极之

间微微摆动。 随着涟漪的扩大，双人动作

由头至肩再到手臂引导与跟随， 两人之

间的关系显得亲密无间。 随着另外四人

走上舞台，五个人平行相靠，双手在左右

摆动中激起阵阵涟漪， 无论是聚集还是

散开， 始终保持着以主角为中心的圆圈

队形。 当海浪声席卷而来，舞者的身体如

水般清澈灵动。 在低沉的大提琴和鼓点

声中，舞者动作从呼吸带动、手臂画圆、

延伸留长到抱身蹲转、反身立转、八字螺

旋转， 这些动作无一不是圆弧动势思维

的具体表现。 回旋、均衡、连贯的动作规

律辅以连绵不断的节奏处理， 体现出了

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 中间部分通过接

触、联结、互动的顺序有层次地进行，从

双人、三人慢慢发展至全体演员，再回归

至主角的独舞， 由语句至段落再到整体

结构层层铺垫，有序推进，动作发展有其

清晰的逻辑过程。

当主角独舞结束， 开头的双人舞再

次反复时，观众不由心领神会，舞者刚才

是开启了一段回忆的旅程。 在他的记忆

被启封后， 阵阵涟漪让一些人和事涌入

脑海，慢慢发展扩大到全部，直到身体逐

渐恢复神智，记忆慢慢褪去，留在心头的

正是那无尽的伤感，此时所有演员上台，

以相对整齐的动作对情绪进行呼应和升

华。 他们双腿松弛移动、手臂连绵滚动、

手腕前后交叠摆动、身体上下跳跃拨动，

动作简单纯粹却充满温度。 整部作品在

安静、松弛的氛围中展开，演员们细腻 、

柔软的身体质感和流动、 内省的东方审

美在作品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进一步说

明通过作品东西方舞者间建立了一个很

好的内在连接， 编导与演员们的身心达

到了共生与融合。

两部作品风格迥异， 连场演出对比

强烈。 第一部以一种个性化、戏剧化的表

达方式展示了强大的身体能量， 凸显出

人内在的矛盾属性； 第二部以流水般质

感的动作连接， 探寻着人与人之间关于

彼此的记忆。 在排练过程中，两位女编导

都给予了舞团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 ，无

论是马克辛·道尔用抽象的关键词来激

发舞者， 让他们各自在独舞中寻找不同

特质的表现， 还是谢欣有意识地调整以

她为主导的编舞方式， 以便给予演员更

大的表现自由。

在视频开头， 沙德勒之井剧院艺术

总监斯伯汀讲述了开启线上放映活动的

初衷。 他说道：“舞蹈具有跨越国界 、语

言、文化的力量，能够打动你我的内心 ，

开放人们的心扉，加深我们彼此的了解，

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 ，演

出必须继续。 ”的确，疫情之下艺术家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地需要思考艺术

与社会间彼此生发的深刻关系， 更需要

找到人与人相互连接、帮助、倾听、协作

和治疗的方法。 全球艺术观众不受到地

理和时空的限制， 在网络空间中以在线

观演的方式与艺术家们建立着连接 、激

励着彼此、传递着“爱”。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生）

全球各大剧院都通过线上平台频

繁更新演出资源，为特殊时期的人们提

供艺术滋养 。 比如莫斯科大剧院在其

Youtube 官方号上投放了多部芭蕾舞作

品，其中包括 《天鹅湖 》《睡美人 》《强盗

的女儿 》《胡桃夹子 》等 ；马林斯基剧院

也在其官方直播平台 Mariinsk.tv 上投放

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灰姑娘》；巴黎歌

剧院则在 www.france.tv 上推出了《天鹅

湖》和《吉赛尔》。

除这些传统保留剧目外，部分剧院

还推出了许多难以得见的新作品、新剧

目的全版影像。 如，英国知名线上戏剧

与表演艺术频道 Marquee TV 在 4 月初

上传了一批当代舞蹈作品，其中包括瑞

典舞蹈家亚历山大·埃克曼的三部芭蕾

舞剧 《逃避者》《天鹅湖》《地下 40 米》；

希腊先锋派导演帕帕约安努的 《内部》

（6 小时全版 )和 《伟大驯服者 》；英国现

代舞大师阿库·汉姆的 《吉赛尔》《陌生

人》以及他为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编排的

最新作品的排练直播视频等等。 如此众

多线上资源，让全球的舞蹈爱好者们目

不暇接。

在众多精彩作品之中，瑞典舞蹈家

亚历山大·埃克曼版《天鹅湖》给笔者留

下了叹为观止的印象。 一方面源于编舞

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诙谐

幽默的角色设定、 超现实的空间布景、

华美怪诞的服装设计，到歌剧、戏剧、百

老汇等元素的加入，无一不让人印象深

刻。 另一方面是源于编导独特创作思维

及表达方式。 全球许多知名舞蹈家都试

图将改编经典作为艺术创新的起点，但

殊不知，改编经典从来都是利益的双刃

剑。 前有经历时代淬炼，被作为浪漫芭

蕾代表的原版 《天鹅湖》， 后有被称为

“21 世纪现象级作品”的马修·伯恩男版

《天鹅湖》，此版是如何对这部诞生于一

百多年前的芭蕾舞剧进行解构和重构

的呢？

埃克曼摆脱了原版的线性叙事结

构，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原作，而是将“天

鹅湖”作品转化为一个“超链接”的文本

符号， 将其代入到新作的整体框架中。

编导立足于立体思维空间，用一条时间

主线梳理出三幕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出

一个立体多元的戏剧结构。

第一幕：1877 年（more or less）。 巧

妙交代了“天鹅湖”的前世由来；通过编

舞家 、剧场管理者 、音乐家 、演员等不

同身份人物角色的设定 ， 以及上下两

层马蹄形环绕的 21 道门将舞台空间

前后分层运用 ，巧妙勾勒出 19 世纪俄

罗斯芭蕾舞生存的文化背景 。 花腔女

高音 、 戏剧念白加上富有节奏的人声

演唱充满装饰性 ，表演诙谐幽默 ，十分

有趣。

第二幕：137 年后。 大幕升起，一个

波光粼粼的湖泊出现在舞台上，身着蔚

蓝紧身衣和头套的舞者如雕塑般栖息

在水面上。 这群“天鹅”抬起翅膀从轻微

抖动到快速划动 ， 再到手臂大幅度甩

动， 在空中制造出发射状的水花形状，

由小渐大晶莹闪亮。 “天鹅们”起身由舞

台两侧开始交叉滑行、 俯冲、 滚地、奔

跑 ，动作层次丰富多变 ，舞者出其不意

的动作与水花交相辉映，仿若群鹅们徜

徉在一片湖泊之中，

带给观众无与伦比

的视觉震撼。

正当你睁大双

眼， 无比期待下一

步会有何出其不意

时，舞者以一种黑色

幽默的方式直接过渡

到第三幕：427 年后。 一

名舞者穿上橄榄球护具站

在舞台正中间，而舞台上空却

坠落下 1000 只橡胶鸭子 ，散落一

地。 两只黑白天鹅出现，打破了人们对

黑白天鹅的一贯印象，充满戏剧性地在

舞台上对打起来。 当所有的“天鹅”手持

彩球 、锣 、低音号 、小提琴 、小号 、游泳

圈、 潜水服甚至是一盆树走上舞台后，

一幅水上狂欢节的景象被呈现出来。 所

有看似毫无关联的道具在同一个空间

中交流 、碰撞 ，荒诞的表象下隐藏着编

导对时空的表达，对世界的再现和对生

命的感悟。 在该语境中，水被描绘成人

类嬉戏的天堂，却也象征着天鹅生存的

艰难处境，是人类与自然此消彼长关系

的举证。

作为当今世界舞坛最炙手可热的编

舞家，埃克曼继续发挥其诙谐幽默、独出

心裁的创意风格。 在作品中，他以独有

的艺术思维方式重构了时间，再造出空

间，赋予了“天鹅湖”全新的符号意义，使

作品具有历史的追溯性和再造性。 当观

众进行观看时，想象思维也变得开放立

体起来，浑然不觉中激发出无限的情感

可能。

茛由中国舞蹈家谢欣编排的《涟漪》将刚柔相济、此消彼长的思维认识融入到舞蹈动作语汇中，

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特质与平衡的东方美感

全球剧场停摆， 但观众与艺术仍有通道相连———这就是 “云剧场”。 在线观演模式超
越了时空和物理条件的限制， 为各大艺术机构和院团提供了更深入广泛地与全球观众交
流的机会。

和很多艺术爱好者一样， 笔者这段时间也在网上观看了不少演出的直播和录像， 聊
补无法走进剧场的遗憾， 其中有几部舞蹈作品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舞蹈是剧
场艺术中最直观展现生命力的门类， 此刻此景下， 一屏之隔地观看舞蹈艺术家们透过肢
体语言全然打开人类生命的自然活力与天然通道， 更能感受到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紧密关
联， 而这正是疫情之下舞蹈艺术反哺于人类最朴质的能量之源。

当舞蹈从线下来到线上， 不仅塑造了更加多维的艺术景象， 也为自身带来了探索多
元化发展的机遇。 在经过多年的转型和整合后， 走进剧场感受舞台上艺术家的魅力与通
过镜头观看被放大了的舞蹈家们的表演， 将构成整个艺术演出的全景， 进一步促进圈内
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荨埃克曼版 《天鹅湖 》 中体现天马行

空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场景： 一名舞者

穿上橄榄球护具站在舞台正中间， 舞

台上空坠落下 1000 只橡胶鸭子 ，

散落一地， 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

式过渡到下一幕 ； 舞者出其不

意的动作与水花交相辉映， 仿

若群鹅们徜徉在一片湖泊之

中 ， 带给观众无与伦比的视

觉震撼。

（本版图片均来源于演出官网）

亚历山大·埃克曼版 《天鹅湖》：

经典被转化为超链接的文本符号

英国芭蕾男孩舞蹈团：

与女编导碰撞出现代舞蹈的多样可能

茛马林斯基剧院 《堂吉诃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