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星”闪耀22年
红色舞剧大IP魅力为何经久不衰

著名舞剧编导赵明回忆当年“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一面党旗”，
实践证明红色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过时———

“潘冬子”回家了！上海出品的现代舞剧《闪

闪的红星》首演22年后，这颗“红星”照耀祖国各

地，为一代又一代观众所喜爱。日前，舞剧《闪闪

的红星》以“舞蹈展演+艺术赏析 ”的新形式重

现上海星舞台，这是该剧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的全

新亮相。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熟悉的旋律响起，舞蹈家黄豆豆与第五代“潘冬

子”吴雨承同台起舞，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红色 IP 的魅力经久不衰，革命薪火永续人

民心中。 如今，刚满“两岁半”的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正探索“驻场+巡演 ”双线并进的新模

式，22 岁的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仍不断创新

呈现方式，让红色 IP 竞相闪耀申城舞台。 “我们

要在舞台上，用作品向观众弘扬革命精神、革命

情怀。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传扬红色经典，用真

情实感演绎英雄们的故事。 ”黄豆豆说。

红色IP永不褪色，“22年
前，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
一面党旗”

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创排于 1999 年，作

品表现了少年潘冬子在苏区历经千辛万苦，追

寻红军汇入革命洪流， 并在战斗中成长的革命

故事。 舞剧音乐以同名电影中《红星歌》等歌曲

为主体展开创作。 在保持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

上，该剧在肢体语汇、舞美艺术上大胆创新，对

潘冬子等主要人物进行再创造， 为传统革命题

材舞剧注入了新的内涵。“《闪闪的红星》选题新

颖准确、音乐脍炙人口、舞蹈富有感染力，成为

了一代人的记忆。 当年，上海以开阔胸怀，大胆

启用年轻编导赵明，他从此走上舞剧编导之路，

成为我国高产高质量的舞剧大咖。 这部剧也推

动了黄豆豆等青年演员的成长， 让艺术人才有

了代表作。 ”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说。

2000 年，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在强手如

林的“荷花杯”舞剧大赛上脱颖而出，夺得了金

奖；该剧还荣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多项荣誉。 “我们舞蹈艺术工作者，用实践证明

了红色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过时。 ” 著名舞剧编

导、《闪闪的红星》总导演赵明说，“22 年前，《闪

闪的红星》大胆地在舞剧创作上展开一面党旗，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使观众被信仰的

强大力量所感动。 ”

伴随这颗“红星”，青年舞蹈人才不断成长。

“跳过 《闪闪的红星》， 我更加理解了党员的使

命，更加明白了我党为人民谋幸福所作的牺牲，

懂得了革命烈士的伟大。对我而言，这部舞剧在

艺术上、人生上，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在创排

过程中，第一代“潘冬子”饰演者、上海歌舞团艺

术总监黄豆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 多年来，黄豆豆在全国各地演出《闪闪

的红星》的经典舞段，尤其是《红星歌》群舞得到

了孩子们的喜爱。“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既要上

得了一流的舞台 ， 也要扎根得了最基层的舞

台。”他认为，对舞蹈艺术来说，只有深入到广大

群众中去，才能拥有不竭的生命力，才能发挥出

更多的价值。汶川地震时，黄豆豆曾随文艺慰问

队进入灾区演出， 辗转于受灾人员的临时安置

点。有一所学校因受灾而断电，他找了当地文工

团的小乐队，用一支笛子、一架小军鼓来伴奏。

那天，黄豆豆在学校操场跳起了《闪闪的红星》，

表演尾声处，他舞起红旗绕场奔跑。“跑着跑着，

我发现身后跟着许多看演出的孩子， 他们都自

发地追着舞动的红旗跑。”黄豆豆说：“我的内心

被舞蹈的凝聚力震撼到了！ 红色舞剧有一种直

击人心的力量，积极健康、富有正能量和感染力

的艺术作品不仅要留在舞台， 也应引入社区和

校园，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 ”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堂党
课，创新呈现让红色 IP 再度浸
润观众的心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北京展演刚结束，

上海歌舞团就马不停蹄赶回上海， 演员提着行

李扎进排练厅，投入 《闪闪的红星 》复排工作 。

“每一部好剧都是一堂好课，上海歌舞团一直以

此为宗旨， 创排出以 《闪闪的红星》《天边的红

云》《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红色作品，给观众

在剧场里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党课。 ”《闪闪的

红星》第一代舞者、上海歌舞团舞蹈演员部副主任

张鑫说。

优秀作品讲好红色故事，激发红色基因。上海

歌舞团深入挖掘红色 IP 的精神富矿， 现代舞剧

《闪闪的红星》以全版舞剧、舞蹈快闪、美育课堂、

公益讲座等各种形式亮相剧场、 社区和校园。 日

前，这场“舞剧《闪闪的红星》经典舞段复排展演赏

析”活动用“现场表演+艺术讲堂”的呈现方式传

递信仰、信念和信心，带给观众心灵的陶冶、奋进

的力量。

当晚，青年舞者们跳起了《家中离别》《冬子和

红五星》《映山红》等舞段，其中既有抒情唯美的独

舞、亦有激情昂扬的群舞，塑造成长为红军战士的

冬子形象，传递革命者不畏牺牲的精神。 “当潘冬

子拿起父亲留下的红五星，看到唯美的‘红五星之

舞’，他坚定地相信，亲人总有一天会回来，中国总

有一天会解放。 ”赵明解读说。

22 年前，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利用竹竿、

桌椅等道具设计了新颖的舞蹈语言，运用映山红、

竹林等具有现代感的舞台美术， 带给观众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 如今，这台红色舞剧历久弥新，以肢

体语言与主创讲述汇成情感洪流， 再度让经典艺

术 IP 浸润了观众的心。 “红星伴随着冬子，冬子跟

随着父亲，走向更辉煌的革命征途，就像我们跟随

祖国，跟随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走出剧场，观众王双梓依然心潮澎湃。

谭盾：感谢上海，让我更大胆更勇敢更执着地追求灵感“每年夏天，都有许多崭新的声音从上海出

发，前往全中国甚至世界。上海是我心中最伟大

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灵感和机会，

见证了我不少作品的诞生。 ”作曲家、指挥家谭

盾眼中，上海犹如他的第二故乡。 “上海既有非

常深厚的音乐文脉也有极为国际化的音乐视

野，它让我更大胆、更勇敢、更执着地去追求自

己的创作灵感。 ”

7 月 14 日晚，作为上海夏季音乐节参演节

目， 谭盾将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自己创作的

《大地之声 》（为 101 件陶石乐器和交响乐而

作），以及勋伯格改编的马勒《大地之歌》室内乐

版本，展开跨越时空的中西音乐对话。在捷豹上

海交响音乐厅，谭盾向记者展示满地板的“瓶瓶

罐罐”———它们是用采集自陕西、香港和台湾的

泥土制成的埙、号、鼓等陶土乐器。 在谭盾执棒

下，这些乐器发出既新奇又好听的乐声，即将激

发听众的无穷想象。

用中国的陶土写一部《大
地之声》，与马勒的《大地之歌》
展开中西对话

《大地之歌》 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代表

作，作品采用诗人汉斯·贝特格的意译诗集《中

国笛》中的七首唐诗作为歌词。 勋伯格于 1921

年将其改编为室内乐， 其中保留了声乐部分的

旋律和唐诗歌词，精简了原来的乐队，演唱结构

参照中国唐式古建筑的风格———以男女对唱形

式为中轴点，视觉上极具对称美，也使整首曲子

更有平衡之美。

“马勒以中国的唐诗为题材，写出了《大地

之歌》，那我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陶土，也写一

部《大地之声》呢？ ”2011 年，谭盾受到维也纳格

拉芬内格音乐节委约， 为纪念马勒逝世 100 周

年而创作《大地之声》，并由指挥家克里斯蒂安·

雅尔维指挥维也纳爱乐首演。这部作品又名《垚

乐》，是继《水乐》《纸乐》之后，谭盾“有机音乐·

大自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今年正逢马勒逝世

110 周年， 在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舞台，《大地之

声》将再次奏响，并与马勒的《大地之歌》展开关

于生命起源和生命归宿的探讨。

为了探索“大地”的声音，谭盾设计用陕西

黑土、香港红土、台湾白土及南阳的石头，制成

他的陶土乐器和陶石乐器。 “泥土的密度、松软

程度不同， 由它们制成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也会

不一样。 ”谭盾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把这些充满

创意的乐器和交响乐队融合在一起， 共同演奏

《垚乐》。乐手们通过吹陶、拉陶、弹陶、敲陶等演

绎方式，发出一阵阵“大地之声”。

《大地之声》共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致

青春》以极简主义的重复节奏型为特征，通过吹

陶和敲陶，配以管弦乐的“土色”，穿插乐队的嘻

哈、摇滚节奏，好似大地在生机勃勃、充满生命

活力地震动，与马勒《大地之歌》第三首《青春》

对话。 第二乐章以吹陶埙与陶笛为主奏加之双

音石磬，以中国古曲《阳关三叠》为旋律素材，与

马勒《大地之歌》第一首《愁世的饮酒歌》对话，

孤独而凄凉。 中段是“陶体气鼓”的激动华彩与对

答，并将乐曲引为极戏剧性的展开部。第三乐章由

石头方钟、圆钟及双音磬主奏，悠远而幽静，这些

石头乐器皆由谭盾与湖北编钟博物馆一同创制。

这一乐章中更引用了马勒 《大地之歌》 中第五首

《春天的醉者》的片段，与音乐中的京剧色彩对话，

像是李白的酒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的梦幻世界，展现出借酒消愁者如醉似醒

的神态。这里是李白与马勒的对话，更是谭盾在感

叹人类的生命与青春， 也感叹大地的悲愁与春日

的醉境。

艺术家要比胆量也要比孤
独，希望为中国音乐特点归纳出
世界通行的理论体系

在不同国度的音乐中遨游， 从中国古老的文

明中寻找灵感， 谭盾很多作品的音乐语言都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征。曾经有国际学生问他：“老师，你

能不能用五线谱的记谱法或者钢琴， 把中国音乐

的特点剖析清楚？ ”这是谭盾过去 40 年里一直面

对的挑战，也是他未来会继续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西方音乐更多的是从和弦、和声的物

理结构衍生出旋律、节奏，那么东方的音乐则是有

机的，在声音媒介方面，把所有的声音变成一种有

机体、完整体。”谭盾打了个通俗的比方，如果人类

听到的声音是一块蛋糕的话，“西方切成了 do、re、

mi、fa、sol、la、si，不同组合、结构形成协和、不协和

的发展；中国的声音就是一整个蛋糕，比如我们的

京剧、昆曲，就打破了音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音

乐语言结构的组合方式。 ”

以这次上演的《大地之声》为例，音乐呈现的

不仅是自然的陶土乐器的声音， 还把交响乐的节

奏、旋律、结构和中国有机音乐结合在一起。“中国

音乐很有意思， 是从大自然总结出音与音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结构的伦理。”谭盾认为，在世界音乐

史中，“西方音乐史学一直没有留给东方音乐很多

空间，比如我们东方音乐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从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角度， 谭盾希望把古老的

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传统，特别是“有机音乐”这

个概念，演化成“未来全世界音乐学院、艺术学院，

从琴童到音乐史学家都可以研究、学习、总结的理

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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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婷） 暑假已经正式开

启， 如何为孩子安排

丰富多彩的假期生

活？记者获悉，今年夏

天， 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为青少年策划了包

括非遗手工制作在内

的一系列好玩又有意

义的文化体验活动和

课程， 带孩子们走进

艺术之门， 也让传统

文化的种子在青少年

的心里生根发芽 、茁

壮成长。

日前，150名沪上

“小记者”和30位非遗

传承人齐聚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 与一般常

见的孩子们跟着非遗

传承人“学手艺”的活

动场面不同， 这些孩

子和年逾花甲的传承

人像老朋友一样寒暄

交流。 在当天举行的

“2020上海学子非遗

展馆行之非遗守‘沪’

人” 活动成果总结大

会上， 这些中小学生

用一本酝酿近一年 、

刚刚出炉的图书 《跟

着孩子看非遗》 向非

遗传承人致敬。 而这

些非遗传承人则亲手

为 “小记者 ”颁发 “非

遗守 ‘沪 ’人 ”称号证

书， 并在孩子们双手

递上来的图书上郑重

签名留念。

“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青少年人群

中的普遍认知， 就是

为了在他们心中播下

种子， 希望他们通过

了解非遗，增加一种根基性的文化积淀，自主地

进行文化探索，从而形成更深的文化自信。 ”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鹏宏说，

这也为青少年的非遗社会化教育探索了新的模

式与途径，有利于实现非遗保护主体的社会化。

对于上海各个领域的非遗传承人而言，这

亦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海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

袁耀告诉记者，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小记者”

以及他们鲜活的所思所想，这种感受很新鲜。周

虎臣毛笔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

说，非遗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老物件”，不是华

丽空洞的“招牌”，而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智慧

结晶，是有生命力的“活化石”，吸引更多青少年

关注可以让它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跟着孩子看非遗》一书创造性地在全书中

“内嵌” 了30位非遗传承人、30项非遗的 “一分

钟”电影纪录片。小读者们只要跟着图书扉页的

指引，就可以通过AR技术用手机、平板电脑一

边看非遗纪录片， 一边从同龄人的文字中 “咀

嚼”非遗世界的别样滋味。

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门口 ，《走进艺术之

门》手册吸引了不少孩子的注意。 翻开手册，绘

画、相声、吉他、音乐剧、街舞、乐队、越剧、衍纸、

非遗手工制作、 原创儿童剧……15种文化体验

活动和课程已陆续推出，贯穿整个暑假。项目负

责人孙骏介绍， 这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于2014

年开始打造的品牌活动，定位青少年艺术普及，

涵盖夏令营、周期性课程、市民艺术大课堂、周

末文旅讲座等形式。结合了话剧表演、古诗词朗

诵与中国传统京剧唱、念、做、打等元素的原创

独幕儿童剧 《戏剧小神童 》，让孩子们过足 “戏

瘾”。乐队体验班通过建立小乐队让学员互相鼓

励，更为主动地去学习，体会到合作的乐趣。

不少活动还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融入其中。 暑期非遗学苑则精选了罗泾十字

挑花风铃等一系列非遗手工艺课程， 让孩子们

徜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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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剧《闪闪的红星》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姜方

谭盾（中）将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自己创作的《大地之声》（为101件陶石乐器和交响乐而作）。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