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1月5日至7日，上海原创
舞剧《朱鹮》将在纽约林肯中
心演出三场， 随后将赴波士
顿博赫中心舒伯特剧场连演
两场。 《朱鹮》是明年起飞的
“头鸟”，频频振翅 “飞向 ”海
外的上海优秀剧目并非个案。

明年新春伊始将有一批
“上海出品”优秀文艺演出迈
向国际舞台： 上海民乐团的
《海上生民乐》音乐会版将于
2月6日开始欧洲巡演；上海
歌剧院已收到明年7月爱沙
尼亚萨雷玛歌剧节的演出邀
请， 团队近220人将演出现
代寓言歌剧 《赌命 》、中国原
创舞蹈集萃晚会《海之梦》以
及比才经典歌剧《卡门》；上海
京剧院计划于明年下半年赴
丹麦演出《王子复仇记》。上海
杂技团、 上海芭蕾舞团等沪
上文艺院团， 也收到了明年
参赛和巡演的邀请。 上海文
艺院团的优秀作品将闪耀在
多个国家主流舞台的聚光灯
下，中国文化 “走出去 ”的脚
步更自信、更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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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场后再展翅，《朱鹮》飞向世界舞台
1月将赴北美，拉开上海优秀文艺作品2018年海外演出序幕

创作四年、 演出三年、 赴日本巡

演三次、 票房收入 2800 万元、 观众

近 30 万人次， 这都是上海歌舞团原

创舞剧 《朱鹮》 所创下的纪录。 将在

下周迎来 200 场演出的 《朱鹮》， 并

未在优异的成绩单上停歇。 明年， 这

群羽翼华美灵动的 “鸟儿” 将率先起

飞， 开启北美巡演。

工匠精神，每一场都当
作首演来跳

艺术作品的创演， 离不开滋养它

的土壤和环境。 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

华告诉记者， 上海歌舞团贯彻落实上

海“一团一策”改革方案，坚持原创、培
养人才、拓展演出、发展市场，以创作

锻炼队伍， 初步构建了上海歌舞团自

身独特的美学体系和艺术风格。而《朱

鹮》 能够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一团一

策” 改革方案营造的创作环境是不可或

缺的外因。
“很多人说，舞蹈是艺术，是感性的。

但在我看来，艺术创造，一样要有工匠精

神。 ”谈及《朱鹮》成功的内因，陈飞华这

样说。 《朱鹮》的创作过程，可谓是“四年

磨一剑”。 四年创作期间，以佟睿睿导演

为代表的主创团队数次赴陕西洋县和日

本佐渡朱鹮自然保护区创作采风， 访谈

朱鹮保护专家，收集影音资料，深入了解

朱鹮的生活习性，丰富创作积淀。专题创

作研讨二十余次， 理念碰撞产生艺术火

花。在排练厅里，主演被要求每天都设计

一个专属于朱鹮的动作。 主创们从几千

个动作里不断筛选、推翻，最终提炼出最

能代表朱鹮形象的 “涉”“栖”“翔” 等动

作。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讲究’。”陈

飞华说，《朱鹮》的研发、创作、演出的过

程，时时刻刻都透着“讲究”二字。对主创

如此，对演员更是如此。 “无论《朱鹮》演
了多少场，对观众而言，都是第一场。 因

此，歌舞团对演员的要求是，永远都当第

一场来演。 ”
精益求精的态度磨炼了演员， 也锻

炼了舞台美术队伍。每到一地演出，剧场

的条件不一， 幕后团队要把所有的剧场

都做到《朱鹮》所需要的舞台环境。灯光、
布景、甚至侧幕条的横平竖直，《朱鹮》剧
组对细节的把控让同行赞叹不已。

从首场演出到现在，《朱鹮》 已经历

了三次大的修改。除此之外，每一场的每

一个瞬间都值得细细回味， 慢慢打磨。
“演出之后我们经常会开创作会，讨论有

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就连谢幕时主

演的动作，也是几经修改。“一开始，两个主

演的谢幕动作就是相拥， 然后手拉手等待

关幕。但总觉得这样谢幕略为平淡，有人提

议让女主角‘鹮仙’以‘鸟’，而不是以‘人’
的身份来谢幕，也许效果更好。 ”于是那天

起，鹮仙在谢幕时，都会做一个朱鹮抖动羽

毛的动作，看似小小的改动，却每每把观众

情绪“点燃”，迎来全场喝彩。
类似这样的改动，在《朱鹮》剧组发生

过许多次。 讲究又讲究、细腻又细腻，这种

工匠精神，贯穿延伸在《朱鹮》的每一场表

演之中。

选题精准、 立足现实，
艺术精品走进观众心里

《朱鹮 》的很多演出 ，都是 “回 头

客”的邀约。 三次赴日之外，国内的演

出市场更是供不应求。 广东省的演出

商更是连续三年邀约， 每次都能在不

同城市剧院卖到满座。
追根溯源， 真善美的主题和精湛

的艺术品质，为《朱鹮》插上了振翅翱

翔的双翼。
从 农 耕 时 代 与 人 类 和 谐 共 处 之

美， 到工业化社会受到生存威胁濒临

灭绝，成为博物馆中标本的切肤之痛，
再到因人类悉心呵护而重生的喜悦，
舞剧 《朱鹮 》正视人类在发展 过 程 中

遭遇的问题，呼唤绿色可持续发展理

念， 将人类对于环境的忧思与关切，
细密编织于演员们优美的舞姿之中，
触及中外观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对于

《朱鹮 》 独特的主题选材尤其 赞 赏 。
他说： “《朱鹮》 关注环保， 探寻人

与自然、 人与动物的关系， 有着征服

观众的力量， 超越了国界， 这是艺术

的伟大之处。”
所以，《朱鹮》行处皆生根开花，国

门内外收获众多 “知音”。 长沙有观

众写下 《千山万径唤朱颜》， 而厦门

观众则感慨 “人类， 经不起这样的失

去” ……一篇篇剧评、一句句留言，纷
至沓来。在日本巡演期间，演出开场前

两个小时，剧场外已排起长队……
对歌舞团而言，200 场很重要，这

是一个重要节点，是承前启后，是继往

开来。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200 场又没

有那么重要，因为这只是一个数字，而
这个数字还将不断延伸。目前，来自俄

罗斯、马来西亚、韩国、加拿大等地的

演出商已向上海歌舞团抛来橄榄枝，
纽约之后《朱鹮》还将继续振翅飞翔。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文化 广告

设计需注重艺术性
回归人与人的情感

本报讯 （记者范昕）近日于刘海粟

美术馆举办的上海视觉艺术设计展，重

提“开放性作品”的观念，期待“创作者，
阅读者和作品”三者孕育新的生命力，给
予业内新的思考方向。展览包括“胜井三

雄视觉艺术生涯致敬展”“全球视觉艺术

设计 25 人展”“界面的延展－动态海报艺

术设计展 ”“D&AD2017 获奖作品展 ”以

及 “‘设计对话’SIVA 设计教育成果展”
五部分，从向过往致敬到对未来发声。

“开放的作品” 一词本由意大利哲

学家、 符号学家安伯托·艾可提出， 强

调阅读者在创意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在

专家学者看来， 今天在视觉设计领域重

提 “开放性作品” 的观念相当必要。 近

年来， 设计领域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快

速扩张， 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注重单向传

播、 利益至上等倾向， “设计是工具”
的现代主义主张忽略了阅读者对 “开放

性作品” 的审美需求， 使得很多视觉设

计作品缺乏应有的艺术性。 而当下， 由

互联网， 社交平台等交织而成的视觉世

界里， 阅读者对视觉艺术呈现出积极的

影响， 人们收藏、 标签、 点赞进而传播

自己喜欢的作品， 从而驱动着这些作品

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创新， 越来越注重艺

术性， 也提醒着 “设计师” 以 “人” 的

身份对抗 “机器” 的身份， 在创作过程

中回归人与人的感情。
在此次展览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视

觉艺术设计25人展” 中， 观众可切身感

受 “开放性作品” 的观念。 参展的25位

创作者来自全球范围不同国家地区， 有

着设计师 、 艺术 指 导 、 策 展 人 、 教 育

者、 作家等多样的身份 ， 他们以CG绘

画、 摄影、 影像、 计算机生成等新的技

术工具展示出信息时 代 下 “人 的 创 作

者 ” 的身份特 点 ， 敏 感 地 关 注 阅 读 者

的体验 ， 交织出 了 视 觉 艺 术 设 计 在 这

个时代下的 新 价 值 。 展 览 现 场 通过二

维码扫描， 人们还可以听到设计师亲自

讲解自己的设计理念， 形成创作者与阅

读者的另一种互动。

那些不动声色的日常之下，有静水流深
《猎场》本周六收官，面对各种议论，编剧、导演姜伟说他在意的是———

《猎场》 第 50 集， 郑秋冬向委

托人严枫求证有关现任情报官的一些

信息， 不料对方反客为主， 对郑秋冬

的情感状况刨根问底。弹幕上“能不能

不谈情”的议论声四起。 54 集，被迫直

面真相的严枫开始 “反击”，“武器”恰
是情感。此刻，爱情对于这部职场剧真

正显现出了举足轻重的意义。 但这一

刻距离大结局不到五集。
姜伟的作品还从没经历过这样的

“口诛笔伐”。 当年因 《潜伏》 而被无

数观众投以 “免 检 ” 票 的 编 剧 兼 导

演， 却在新作里品尝到了不少质疑，
从演员演技、 后期制作到他的剧本，
都有。 满场喧哗时， 姜伟接受本报专

访， 聊作品如今的舆论境遇。
当话题进行到 “为何观众无法像

接受余则成的三段爱情那样， 接受郑

秋冬的十年三 段 情 ” 时 ， 姜 伟 沉 吟

了 。 片 刻 后 ， 他 说 ： “某 些 时 候 ，
《猎场 》 与 《潜伏 》 是异曲同 工 的 ，
而 我 所 秉 持 的 创 作 原 则 也 从 未 变

过———在每一部剧里都注入精神上的

价值， 同时还能有点创新。”
多年前， 姜伟在电影学院给学生

上课时说过，“如果一个编剧， 他的喜

好正好符合大众， 那他是很幸运的”。
现在， 姜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证

明，自己与观众到底有没有错过。

迷恋“强情节”，难点是
如何“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一个从地下出土， 希望登

上珠穆朗玛峰的人， 也是一个落后于

起点的人。 重新出发后， 他一直在红线

内跳舞， 希望此生不再做无良之事。 背

负着救赎前行， 穿过内心挣扎， 最终成

为猎场精英， 走到了职业巅峰。 其间，
有力挽狂澜起死回生， 也有前功尽弃一

夜归零。” 姜伟对郑秋冬如此概括。 如

果换到谍战场， 依然说得通。
看看郑秋冬成为正式猎头后经手的

四个案例。 一猎曲闽京， 障碍是他曾冒

名顶替的生涯， 消除成见的则是他在诱

惑面前有底线的选择———身份的悬疑是

双方交底的关键手。 二猎陈修风， 角力

的两端不是猎与被猎者， 而是来自同行

竞争———袁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三猎

赵见蜓， 一条线索指向隐秘过往， 一条

通往奸人连环计———邪不胜正的结果导

致有惊无险 。 四猎情报官 ， 恩 人 与 爱

人、 道德与法理间的两难抉择， 是陈香

的心魔， 也可能是郑秋冬的———人性枷

锁谁都可能遭逢。 四个案例， 处处嗅得

到谍战味。
“猎头这个 行 业 本 身 具 有 神 秘 色

彩， 工作上需要发挥智慧、 使用计谋，
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而且， 猎头猎人的

过程与侦探、 间谍有相似之处。” 姜伟

把这些特质归为 “强情节”。 在他看来，
“‘强’ 不等于电光火石打打杀杀， 而是

一种心理、 智商层面的较量。 表现在人

物你来我往、 悬念丛生的对抗中， 表现

在角色一波三折的成长中， 以及在这过

程中展现出来的复杂人性与精神升华。”
通过猎头来照见众人内心， 于无声处听

惊雷， 这是姜伟的初衷。
然而， 难就难在 “于无声处”。 谍

战剧里 ， 相对久远的时空隔开 了 观 众

席 ， 不动声色的日常 、 静水流深 的 台

词 ， 于那条隐 秘 战 线 而 言 都 是 加 分

项。 但到了与观众无比切近的都市语

境里， 疏离于生活的文艺腔台词， 异

于生活经验的传奇性桥段， 都可能成

为观众挑剔的落脚点。

他相信“戏应该两条腿
走路”， 但难点是怎样详略
得当

“试想一下， 一个大学毕业生进

入社会， 此后十余年时间经历三段感

情。 这不正常吗？” 姜伟问道， “戏

应该两条腿走路， 有工作和生活两大

块。 生活中又有一头是日常， 一头是

情感。 为什么情感与职场就水火不容

了呢？”
感情戏太多， 是关于 《猎场》 最

集中的负面评 价 。 他 本 人 试 图 拆 解

过。 余则成因为对左蓝的爱而打开了

信仰之门， 与翠平之间是志同道合后

的升华， 晚秋是归于平静后的新生，
每一段都是正向的， 与谍战情节双线

咬合的。 而罗伊人、 熊青春、 贾衣玫

三位女性 ， 各 有 各 的 缺 陷 ， 她 们 现

实、 功利、 盲目或随波逐流， 这可能

是观众不喜欢的一个理由。 但他同时

认为： “一个人的成长既包含职场奋

进， 也有情感上的成熟， 二者是可以

相辅相成的。 这部戏中， 我就是想通

过不完美的郑秋冬最终抵达理想的精

神家园 ， 来表 达 我 心 目 中 的 价 值 诉

求， 包括职场上的进取法则、 人性中

的良知道德、 情感上的平等对话等。
如何得体地铺陈， 是难中之难。” 有

句话 ， 他反复 强 调 ， 自 己 不 迎 合 观

众， 但很在乎。

曾创下多项纪录的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 《朱鹮》 将在下周迎来 200 场演出。 （资料照片）

三 段 感 情

里 ， 观 众 普 遍

能 接 受 熊 青 春

这段，很重要的

原因，是万茜饰

演 的 女 性 让 整

部 剧 有 了 可 贵

的烟火气。图为

《猎场》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