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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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美无疆的中国
舞不尽，歌无穷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国内演出速览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一直以来， 敦煌石窟中婆娑曼妙

的飞天壁画， 引得无数舞蹈家模仿创

造。 来自西域的胡旋舞、 柘枝舞 ， 在

飞天的手掌上化为精巧的曲线， 变化

万千。 在中央芭蕾舞团即将上演的舞

剧 《敦煌》 中， 舞者们将用芭蕾的肢

体去追寻这充满生机与灵动的东方线

条 。 从壁画姿态衍化出的芭蕾舞姿 ，

显示出编舞者对两种艺术不同审美之

间的驾驭能力。 但编舞并没有在舞台

上简单地去 “临摹” 莫高窟的种种壁

画形态， 因为作品讲述的并不是 “神”

的传说， 而是人的故事———

上世纪 40 年代， 一群年轻的学者

不畏大漠艰辛，物资贫乏，怀揣着虔诚

的理想远道而来，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代

守护者，成为创作的雏形。

舞蹈长于抒情，而芭蕾更注重严谨

细腻的表达。 佛像微笑，飞天乐舞，在千

年造像的注视下，留法音乐家念予与扎

根在莫高窟的画家吴铭相爱了。 他们在

敦煌获得平静与力量。

全剧分为两幕七场，100 余位舞者

参与演出，主演曹舒慈、马晓东正处于

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导演费波更是步

入了作品创作的成熟期。 中央芭蕾舞团

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文化通过芭蕾这一

西方语汇推向国际舞台。 经过七年的筹

备，年度原创舞剧《敦煌》在 2017 年诞

生。 它以独特的视角，精美的舞步，引领

观众走向戈壁大漠中孕育的那份甘于

奉献的“大爱”，发现最真挚动人的“人

心”宝藏。

说起宝藏， 现在故宫博物院里珍藏

着 186万件的稀世珍宝。曾几何时，它们

也曾在战火中颠沛， 是故宫人将文物迁

移出京，开启了长达 16年守护文明之火

的长征路， 用生命守护着国宝和文化的

安危。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故宫

博物院展览部副主任王戈耗时三年，写

下了剧本《海棠依旧》。他提炼了 1933年

至 1948 年间文物在迁播中三个重要历

史节点，并以一个小家庭作为“切口”，讲

述普通职员顾紫宸为保护国宝， 不得不

“舍弃” 怀有身孕的妻子而离开北平，羁

旅漂泊几十年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海棠依旧》 的编

剧、作曲、演员等皆为故宫博物院的普

通职工，就是这样一群“择一事而终一

生”的当代故宫人，用他们的真心与前

辈们进行“对话”。 难得的历史真实性，

和情真意切的创作，让这部故宫的“院

史话剧”成为一封爱的家书，传唱了故

宫人融在血液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和

始终如一的守护文化根脉的精神。

历史的长河是一个个人汇聚而成

的。 山西省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的《太

行娘亲》生动再现了当年太行山区军民

团结抗敌打击日寇的烽火岁月。 编剧深

入太行山区采风，五易其稿，最终成功

塑造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形象。 主角

“根旺娘”赵氏经过战火的锻造，从一个

为求生存、只顾小家的普通母亲成为了

一个有着英雄人格的母亲，这份独特的

母爱在中国戏曲艺术的长廊中熠熠生

辉，情真意切又催人奋进。

而在遥远的西双版纳，还有这样一

个特别的故事。 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

动物， 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它

们能准确预感到自己的死期，独自走到

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但这头名叫

嘎羧的大象却没有。 它是抗日战争中幸

存的最后一头战象。 自知生命大限已

至，它再次佩上象鞍，凭吊战场，和曾经

并肩战斗的同伴们躺在了一起。

小说 《最后一头战象 》写得凝重 、

悲壮 。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上海木偶

剧团根据这部沈石溪创作的同名小

说，打造了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 》，用

动物的内心世界， 诠释人类社会的精

神内核。

最珍贵的国家宝藏是一颗颗赤子之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是中

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经历半个多世

纪，有多少人敢于挑战它的“权威”？

照搬经典是非常安全和保险的，但

缺少挑战及创造性的转换和提升。于是，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携手北京人艺的四川

籍导演李六乙做了一部 “川版” 的话剧

《茶馆》，用另一种语言来传承、发展。

为了凸显川话版《茶馆》的特点，作

品内容的“四川化”成为主要的突破口。

要说起来，茶馆文化也是四川人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四川方言，无论是

场景中正在采耳的茶客，还是背景音中

“冰粉儿”“凉糕”的吆喝声，都让观众感

受到了浓浓的四川风情。 再加上“春熙

坊”“德仁堂”“钟水饺”等一个个地方性

标志的出现，观众仿佛和老裕泰茶馆一

道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兴衰悲喜，还原了

一个闲散慵懒的四川市井生活印象。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版《茶馆》中，将

以四川传统曲艺———金钱板以说代唱，

道出《茶馆》中的人生百态。

《春之祭》是西方舞蹈中里程碑式

的作品， 最早由舞蹈家尼金斯基创作，

作品彻底打破古典芭蕾的审美规则，开

启了通向现代芭蕾的大门。继尼金斯基

之后，《春之祭》的主题和斯特拉文斯基

创作的音乐仍然令无数顶级编导着迷，

杰出的版本不断涌现，玛莎·格莱姆、皮

娜·鲍什都曾改编这一舞作。今天，中国

60 岁的舞蹈大师杨丽萍， 也将挑战这

一前作。杨丽萍一直善于运用原生态的

舞蹈元素，这点与《春之祭》中原始主义

的倾向相吻合。

原版《春之祭》展现的是原始部落少

女献祭的场景。杨丽萍此番创作，其突破

之处在于整体框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在《春之祭》中加入了生命轮回的概念，

成功对《春之祭》进行了东方阐释。

舞蹈《春之祭》描画的并非是一个具

象的世界，舞台将成为一个抽象的宇宙，

时间、空间、生命共存其中，万物轮回，周

而复始。 舞蹈中充满着隐喻，狮子

暗喻旧有世界不可侵犯的规则；

女人是受难者、觉醒者与重生者；

祭师无情冷漠；而孔雀代表着重

生和未来的希望。

西方的舞蹈多讲究直线

性，而中国则讲究圆、屈、收。杨

丽萍是用中国的方式阐述一个

从生到死、再由死向生的轮回观

念。 这一作品，是她对中国传统文

化 ，尤其是藏文化中自然与生命理

念深刻领悟的结果。

音乐家也有他们的浪漫 。 原创主

题交响乐 《创世秘符》 是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委约的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

品， 同时也是艺术节的开幕演出 ， 由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作曲 。 中

华民族素来有着极为瑰丽的想象力和

杰出的创造力， 神话故事既寄托了中

华文明浩瀚的起源、 理想， 同时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 由序奏和四个乐章，

以及包括 “屈原” 在内的八个声乐形

象组成的 《创世秘符 》， 展现出的是

“天地人和” 的精神境界。

时代经典，在一次次的挑战和致敬中诞生

从苍茫戈壁，到巍巍太行，跨云贵
高原，入天府之乡，翻看第 20 届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精彩各异的国内演出，它
们用艺术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
幅员辽阔和壮丽秀美。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把“川味”移植到
话剧经典《茶馆》上，接上了一方水土的
鲜活地气。飞天壁画中的胡旋和柘枝，让
中央芭蕾舞团《敦煌》中东方塑像更添庄
严生动。 叶小纲用交响乐编织开天辟地
的创世神话，而“最美的孔雀”杨丽萍，将
舞者的身体抽象成万物生灵， 在 《春之
祭》的“仪典”上讲述生死的秘密。

江山丽，花草香。 歌舞过处，别有人
间，也把最美的故事留下。 故宫博物院
出品的话剧《海棠依旧》，讲述了故宫人
长达 16 年的艰辛“护宝 ”之路 ，择一事
而终一生 ，虽九死其犹未悔 ，用生命守
护着华夏文明的种子。 中国故事的动人
是诉说不尽的 ，千年时光 ，种种动容之
美，在舞台上凝成隽永光芒。

▲故宫博物院话剧 《海棠依

旧》，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有着家国命

运的关照

荩舞蹈《春之祭 》，杨丽萍在此

番创作中加入了生命轮回的概念，成

功对它进行了东方阐释

茛 “川版”话剧《茶馆》，以四川

传统曲艺———金钱板以说代唱 ，道

出《茶馆》中的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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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类

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 韩斌

交响神话《创世秘符》

上海交响乐团
这部作品由余隆指挥上海交响乐

团演奏，独唱石倚洁、沈洋等。全曲包括

序奏和四个声乐交响乐章 ,叙述从 “开

天辟地”到“补天”“射日”“治水”等的创

世神话，是叶小纲宏大音乐叙事风格的

又一次展现，因此很值得期待。

音乐会《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

澳门乐团与上海爱乐乐团
《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是交响乐

的经典文献，吕嘉指挥上海爱乐乐团与

澳门乐团，这个组合以及曲目在国庆长

假期间刚刚在澳门亮相，参加澳门国际

艺术节。 复杂的结构、宽广宏大的音响

营造，要驾驭这部作品的难度是有目共

睹的，而且前辈大师珠玉在前，吕嘉的

演绎选取哪一条路径，又是一个看点。

舞蹈类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张麟

舞剧《闪闪的红星》

上海芭蕾舞团
该剧由中国著名舞蹈编导赵明执

导。 有意思的是，这也是赵明导演的第

二部《闪闪的红星》。 第一部是本世纪

初他为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民族舞剧《闪

闪的红星》。 再次演绎同一题材，不知

又会有什么新的创意呢？

剧中两个潘冬子的设计，也体现着

导演在舞剧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段方面

的大胆开掘。 而编导如何跳出传统舞剧

的条框，跨越语言的障碍，用无声的肢

体语言， 用当代人的视角重看经典，体

现新的价值，这是该剧值得关注的一个

重要方面。

舞蹈《春之祭》

杨丽萍
一百多年来，“春之祭”这个题材被

中外舞蹈家多次演绎。 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这首现代派

音乐充满着巨大的内在艺术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是“春之祭”这个带有原始宗

教的仪式的命题自身就充盈着的生命

力和神秘感。

此次民族舞蹈家杨丽萍也将自己

多年舞蹈生涯的感悟和际遇，将自己人

生的经历、思索、挣扎，同时结合杨氏舞

蹈风格，来演绎杨丽萍与《春之祭》的一

次邂逅与碰撞。

戏曲戏剧类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石俊

话剧《海棠依旧》

故宫博物院
艺术需要真实与真诚。这部起初并

不起眼的话剧已经演出五六年了，也打

动了很多人。因为在真实的故事中有着

家国命运的关照。

越剧《王阳明》

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
这是一出具有挑战的塑造文化人

物的大戏，估计很多国家级的院团也曾

考虑过这个题材。

如今被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呈现出来

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四名

“梅花奖”演员的剧团，此次在国家艺术

基金的扶持与主演吴凤花的全情投入下

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气象，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