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舞蹈板

块的节目，既有热度一直持续的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也有20世纪舞台经典作

品《丝路花雨》，还有获得全国舞剧大奖

的《水月洛神》《花样年华》等，中国现代

舞奠基一代的曹诚渊也携作品《我本楚

狂人》亮相。纵览这些作品，或以有历史

记忆的舞蹈符号为链接穿越时空，唤醒观

众对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或创新演绎红

色经典，传递信仰的力量，或以情感碰撞走

进人心实现同频共振，均通过精彩的舞台

演绎展现了舞蹈艺术在当代的朝气蓬勃。

《丝路花雨》自上世纪70年代末问

世，跨越世纪，依旧受到观众的喜爱。作

品严谨的戏剧性结构，独具风格的舞蹈语

言，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而其中的

“敦煌乐舞”无疑成为经典文化符号，汇聚

着中国传统乐舞的风华。今天，它的热演

再次证明了传统舞蹈文化的生机和历久

弥新的魅力所在。每当“反弹琵琶伎乐

天”缓缓起舞，观众就被拉回到久远的历

史长河中，联想到满壁飞天的祥和盛景，

联想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丝路花

雨》之所以可以跨越历史，成为时代经典，

正是因为作品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并对

民族传统乐舞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转

化，主创团队以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大胆

的艺术创造开启了一个乐舞创作复兴的

新局面，也为中国和世界舞坛留下了一个

魅力永存的舞蹈符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当旗袍、石库门、弄堂、黄包车等代表性

符号通过人物动作串联起来，在舞蹈作

品中重复出现，观者便穿越时空隧道，代

入相应时代的文化记忆，唤醒了不同时

代的文化想象。芭蕾舞剧《花样年华》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记忆中拉开帷幕，舞台

上的舞者与环境犹如一幅幅油彩画作，

在夜晚阑珊处，道尽人的内心。舞剧将

芭蕾舞与中国人的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

以及主人公纠葛隐匿的心理相融合，通

过多段细腻的双人舞叙述岁月流逝中爱

的无奈，战火纷飞之际普通人的悲欢离

合。这部舞剧属于那个年代，也属于当

下的观众，舞剧精致、细腻、中西兼容的

美学风格颇具海派舞蹈的风范，让海派

文化通过舞蹈艺术作品在新的时代里继

续生长出新的气象。

舞剧《水月洛神》将洛神传说以及曹

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和《七步诗》相结

合，让权力之争、自由之志、浪漫之爱交

融在一起，穿越久远的时空相遇相知。

编剧和导演在创作中将“诗、书、礼、乐、

舞”巧妙融为一体，以充盈的情感带领观

众走进《洛神赋》的精神世界，走进中原

文化的厚重璀璨。袖舞的呈现更是将观

者引入古代记忆，这场跨越千年的凄美

爱情故事以舞相遇。

敦煌的曼妙舞姿、旗袍的清丽身影、

石库门的倒影、还有那缥缈的长袖之舞，

这些符号凝结着历史和文化的结晶，让观

众和舞蹈相遇，和传统相遇，那是不由分

说的文化认同。在灿若星河的中华历史

中徜徉，观众凭借自己的经验与舞台上这

些符号相对应，产生特定的想象与联想，

参与到舞剧的意义阐释过程之中。

如何用舞蹈创新性地表现红色题材，

激发中国红色题材舞剧的当代活力，是当

下中国舞剧探索与实践的方向。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及《蓝色裙摆》在舞蹈叙事

策略的运用和创新，体现了当下中国舞剧

叙事观念转变与探索，也代表着中国舞剧

的当代发展形态。作品以高度凝练的舞

剧叙事、唯美的意象表达、灵活写意的舞

台布景和谍战的紧张悬念，展现我党革命

者以毫不动摇的信念与坚不可摧的精神

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导演采用

话剧舞台当众叙事的艺术手法，大幕开

启时，剧中主要人物集体亮相，叙述自己

的身份，之后，舞剧在第一人称李侠的叙

事中展开，导演的主体叙事和李侠的人

物叙事相重合。而剧中其他的人物基本

都是导演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完成情感

叙事。这种叙事手法不仅简洁明了，将

剧中人物的身份、关系直接呈现出来，而

且打破舞台“第四堵墙”，更多与观众交

流，在复杂的人物行动和关系中使舞剧

剧情和人物间关系一目了然。此外，导

演还运用电影长镜头的手法，让周遭的

人和物以静止的形态出现，而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主人公当下进行时的空间，这

种时空处理的手法无疑使主人公的行动

更加放大和突出，且导演心理结构的使

用及时空自由切换的处理，使舞剧实现

了真正的叙事空间的自由组合。这些舞

蹈叙事策略的运用和创新，不仅精准地

指向内容表现，而且建构起一种统一的

形式感和深邃的叙事风格。作品以舞蹈

叙事策略的运用和创新，讴歌了共产党

人“以生命丈量光明的历程”。

舞剧《蓝色裙摆》运用现代的舞蹈语

汇，精致高雅又张力十足的舞台呈现来演

绎谍海茫茫。作品以主人公个人的、带有

女性角色视角的方式，辅以更具细腻丰富

质感的光影画面，利用更为抽象和空灵的

方式去描绘一群潜伏者、爱国者的战斗事

迹与情感故事。剧中“钟珊”角色塑造有

别于以往谍战题材女主形象的千人一

面，她舞动起来既含蓄又畅快淋漓，把内

心世界通过性格外化的肢体动作巧妙地

展现在舞台之上。最为亮眼的，是该剧首

次在舞台艺术作品中展现“豪密”的传奇

故事——“豪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

农红军第一本无线电通讯密码的简称，采

用的是一种底本加乱数的一次一密体制

密码，由周恩来亲自编制，以周恩来党内

化名“伍豪”命名。该部密码曾在中国工

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密

通讯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新中国成

立，从未被破译。舞剧通过“蓝色裙摆”这

一多重意味，既是地下工作党员“钟珊”的

代号，亦是千千万万谍报人员的缩影，还

是舞台意象——蓝色裙摆与蓝色大海融

为一体，表达创作者对于那段红色历史的

态度与思考，以致敬隐蔽战线上无数无名

英雄，展现他们短暂但绽放的青春和对革

命最忠诚的诺言。

不少作品关注当代人的生命状态与

精神追求，从经典诗词故事出发进行古

今对话，以现代舞蹈语汇碰撞古典文学，

真正以传统文化和观众产生实质的情感

交流，以情感碰撞走进人心实现同频共

振，引发观众思考。

《我本楚狂人》以李白的诗歌为创作

源点，通过肢体、吟诵等艺术表现形式，

借用李白的山水花月诗词阐发和表达李

白诗中的波澜壮阔及中华文化精神，让

观众在诗歌与舞蹈的陪伴下，任由想象

力驰骋，对话诗仙李白，寻意广阔自由。

而《路上的你我他》以现代舞语汇借古典

诗词用思想探寻生命轨迹，用热爱追寻

人生理想，编导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肢

体动作，在舞蹈作品中向观者表达自己

对于生活的感受与理解，而演员以强烈

的情感和肢体的舞动与观者交流，将人

物内心与现实世界相连。两部作品突破

了舞台的限制，冲开了剧场的阻隔，引领

人们进入到一种艺术的化境之中，让观

者迅速捕捉到编导的用意和在创意上的

“心机”，并在这个基础上让编者、舞者、

观者形成了高度契合的共情及共鸣，最

终实现情感认同。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所在，是城

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举办文化

节庆是形塑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满足

广大市民美好生活需求、提升市民文化

艺术素养的有效路径，文化节庆则是充

分激发广大市民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激

情的重要平台。从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文

化发展来看，众多知名的国际城市无不

是因为某一类文化节庆的广泛影响奠定

其在世界城市序列中的独特地位。

1960年，“上海之春”音乐节第一次

举办，取“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之意。如

今，经历过三年疫情的非常态生活，当延

期一年的音乐节隆重开幕，“上海之春”的

美好寓意显得多么及时和珍贵。作为疫

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上海举办的第一个

重大的国际艺术节庆活动，第38届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为上海的演艺和文旅市

场注入了全面复苏的巨大能量。

从人类社会的文明演化进程来看，

艺术节庆与城市的发展都具有悠久的历

史传统，都可以被称为“文化的容器”，二

者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内在关

系。城市的存在为艺术节庆提供了必要

的社会和空间基础，艺术节庆的繁荣发

展则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显著表征。

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历程与

各类重大艺术节庆的举办相伴相生，同频

共振，艺术节庆的由少到多、由单一到丰

富、由初级到高端，见证了上海城市文化

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的不断

丰富以及城市文化精神的不断健全。上

海之所以能够被公认为中国的国际文化

大都市，并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大

都市，有几个核心的评价指标几乎都与上

海艺术节庆的聚集和繁盛密切相关，比如

文化设施的健全完善，城市文化形态的丰

富多样，城市文化精神的包容开放，城市

文化原创能力的激活增强等。艺术节庆

的举办以公共空间的文化事件滋养和培

育了国际大都市的公共精神，积淀为习焉

不察的社会资本，潜移默化中推动上海国

际大都市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自诞生到现在

已经历60余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持

续时间最长的音乐舞蹈节，一大批彪炳

史册的音乐作品诞生于这一舞台，一大

批作曲家在这一平台上涌现并成长为中

国音乐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家，其独具特

色的节庆定位与节庆文化成为标志性的

上海文化品牌。“更富原创性、更具艺术

性、更有国际性、更加多样性、更多参与

性”，一直以来都是其所秉持的不二目

标，在这些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上海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也因之更为摇曳多姿。

国际大都市良好的创意创新文化氛

围孕育出一届一届不断涌现的新人新

作；“文化大码头”所具备的世界级艺术

文化交流展示功能汇聚了中外经典的音

乐舞蹈作品轮番展演；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率先建立保障了高质量演出能

够覆盖更多的人群；“亚洲演艺之都”所

培育的高素质文化受众让艺术节的每一

场演出艺术价值充分传达。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的艺术基因已经深深熔铸于上

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艺术是以情感和想象为特征把握世

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生活于现实世界的

人们为什么需要艺术、需要艺术节，究其

根本，艺术为我们呈现了符合人类主体性

价值的想象世界，艺术节则为我们定期提

供了沉浸想象世界的城市空间。

回首过往的三年，艺术节庆因为疫情

的原因大多无法如期举办，公共空间的交

流和沟通都弥足珍贵，更不用说去追求艺

术的“狂欢”。对一个人口高度聚集的大

都市来说，短时的艺术缺失可能还体现不

出明显的影响。但如果长时段都没有建

立与国际大都市生活世界相匹配的艺术

世界，那么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居民，都

会在艺术感觉和情感世界的空缺中，损伤

个体和城市的生命完整性。正像梁思成

先生所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

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

待它，它会生病的”，艺术的存在是城市这

门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预防和解

决城市问题的长久之道。上海艺术节庆

的回归，在加速文艺演出市场复苏的背景

下，唤醒了大都市居民的生命感觉和艺术

需求，建构了丰富的艺术世界和文化生

活，激活了国际大都市内在的发展动力。

国际大都市建设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特

生命历程，不仅需要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硬

件支撑，同时也更需要文化艺术的内在滋

养，才能在时代大潮中形成健全的发展周

期，从而保证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期待每

年的春天，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如约而至，

用音乐和舞蹈的艺术世界，开启上海国际

大都市每一年的生命周期，以灵动的旋律、

曼妙的舞姿全方位打开城市的诗意生活，

营造城市浓厚的艺术氛围，为城市的发展

和人的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

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对节庆的文

化内涵做了深刻的归纳：“节事活动永远

具有重要的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

内涵。”上海不同级别、不同形态的艺术

节庆构成了彰显国际大都市人民属性的

节庆序列，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质量

艺术品质上有共同的追求，同时又因社

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的内在本质规定性，

形成了价值追求上的显著差异。

当《复兴的大地——献给新时代的

交响诗》拉开了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的大幕，“复兴”“大地”“新时代”等

关键词向全世界昭示了国际大都市艺术

节庆鲜明的人民属性。上海是社会主义

国际大都市，更是光荣的人民城市，以人

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是“上海之春”

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本届音乐节秉承

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初心使命，

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主

题、新人新作的重点推荐、长三角一体化

的区域联动、文艺惠民提供高质量公共

文化服务、文教结合的深入推进等专题

板块，不断开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

术创作精髓，奏响了“圆梦新时代”前进

号角，为上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当

好排头兵、先行者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要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活世界中汲取生动鲜活的艺术滋

养。“上海之春”向来注重现实主义创作原

则在原创音乐舞蹈作品中的深度贯彻，这

种贯彻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外在呈现，更体

现在创作者扎根现实的创作理念，最终走

上舞台的是能够触及心灵的优秀作品。

本届音乐节的音乐舞蹈节目，或是对传

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或是现实主义的纯

正回归，充分彰显了新时代语境下的人民

美学。

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也是艺

术节庆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上海之春”

与上海市民文化节联动发展，为后者提

供了更为专业的展示舞台，充分激发了

大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在国际文化大

都市的建设进程中，上海的艺术节庆早

已超越单纯的活动推广和事件营销，而

是将艺术普及、人文教育、市民素养提升

全过程融入，以艺术的形式将文明的种

子撒播到市民的心中，激起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进而潜移默化地影

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艺术

节庆被赋予了精神和灵魂，成为全民美

育的绝佳载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璐明www.whb.cn 2023年3月29日 星期三

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新时代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形塑了人人出彩的人民节日

郑崇选

——谈谈第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文化意义

艺术节庆与上海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相互成就

以艺术的方式点燃国际大
都市澎拜的激情与活力

鲜明的人民属性与新时代
语境下的人民美学

音乐是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的

重要媒介，长久以来为汇集民族智慧、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

识、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上海之春”作为

我国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艺术节之一，诞生了一

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作品，为众多作曲、演奏与理

论家们提供了展演、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本届音乐节以“圆

梦新征程”为主题，32台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线下音乐会

如孕育生命、成就梦想的春雨，落入了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梦想的大地中。这些作品又以“起、

承、转、合”四种不同的内在主旨与外在

形态，向我们指明了音乐艺术在“圆梦”

之路上循序渐进的前进方式。

一为起：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发展

之传统根基的确立。

如果说，一个国家优秀传统文化是国

家民族传承发展的根基，那么新时代中国

音乐艺术发展的根本也就必然要根植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之上。然而，

面对当下审美诉求飞速多元变化的现状，

原封不动、全盘照搬原典，显然难以满足

审美所需。于是，“如何在沟通和诠释中

更好地发扬传统，进一步让世界理解中国

故事与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

未来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石。

直面上述疑问，本届音乐节让我们

听到了一些“未尝不可”的巧妙回应。如

在《牡丹亭 ·音乐传奇——昆曲与竖琴五

重奏音乐会》中以竖琴、弦乐取代了传统

的笛、板，形成人声器乐交互的浅吟低

唱；在《无论西东》《月下云影》音乐会上，

方锦龙、吴玉霞不约而同地发起了琵琶

与其他中西乐器的隔空对话；在《琴为何

物 ·孤烟直 ·唐》里自得琴社的成员们基

于古谱与想象，展开了古乐原创新编等

等。这些演绎皆表明了这样一个创作趋

势，即以传统艺术瑰宝为基础，适宜地兼

顾世界音乐经典语汇，并以一种接近“通

用语言”的形式为传统音乐的传播发展

注入新的意义。

二为承：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发展

之红色血脉的延续。

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必然要依

靠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延续。而具体路径何

在？这显然又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外在必须依托于成熟

形式表达。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经典作

品不断回望与理解，在反复咏颂中获得

深入体悟。其次则是基于真实历史题材

及经典音乐素材进行加工衍变，塑造出

贴合时代生活的新声音与新形象。而形

式的背后则更加需要坚定的精神内核支

撑。音乐创作表演以及理论工作者们只

有自身真切地理解并灌注红色精神，才

能避免教条、标签化的僵硬表述。听众

们也只有在感同身受的音响中，才能接

收精神传递并引发情感共鸣。

在《那一抹心底的红》《从黄河到长江：

民族音乐巡演》《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

邀请展演》等系列音乐会的现场，《红梅赞》《战马奔腾》《我的祖

国》《丰收锣鼓》《莫愁》《美丽乡村》等作品以真诚质朴的音响带领

听众回望了代代革命者奋斗历程，也为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红

色血脉的传承带来了具有标杆意义的范例。

三为转：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发展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不简单套用模板，也不是西方翻版，而是开创新版”是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要义，也是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创新发

展中不断追寻的品质。

一方面，国人对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关注已从借鉴模仿

开始走向中国化解读。如《吕思清与美杰新青年乐团音乐会》

的演奏者们站在欧洲与美洲版图之间，借“中华广角”将维瓦

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与皮亚佐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

季》进行细腻对比；指挥家余隆让莎翁《仲夏夜之梦》的戏剧独

白与门德尔松同名作品同台献演，让中国听众们更清晰地理

解抽象的音乐梦境。此外“致敬拉赫马尼诺夫”“致敬理查 ·施

特劳斯”、演绎亨利 ·普赛尔歌剧《狄朵与埃涅阿斯》等音乐会

也都围绕相关经典进行了匠心独具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方面，作曲家们也在积极探索新颖的协同创作模式以

及多媒体艺术呈现方式，尤其在交响乐创

作领域近年来成果显著。从2016年由周

湘林、叶国辉、张旭儒、赵光、尹明五联合

创作的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追梦》，到

2018年交响幻想曲《炎黄颂》上演，再到今

天由赵曦、刘灏、许忠作曲，赵丽宏作词的

交响合唱《复兴的大地》诞生，这些联合创

作的幕前，是让交响乐逐渐从“音”的囹圄

中摆脱，集合诗、画、歌、舞、诵形成“中国

新交响”的宏大叙事风格；而背后，则是新

时代艺术家们从追求个人立意转向社会

集体立意的思想站位提升。

四为合：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发展

之未来栋梁的培育。

“青年强，则国强”。一个民族、国家

文明的持续进步离不开青黄相接的人才

接力。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圆梦征

程，也同样依赖于青年后辈艺术家们从

崭露头角到中流砥柱的不断崛起。本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如既往地给予了

青年艺术家们广阔的表演舞台，让我们

欣喜地看到他们在各类创演领域中有所

担当、各展所长。

在创作方面，《脱颖而出IV》上海民

族乐团新人新作音乐会所推出的王云

飞、李玥锦、孔志轩、李博禅、李博几位作

曲家的最新力作，表达了青年一代对古

今对话与中西融合问题的独到见解；跨

媒体艺术家陈俊恺在自动化乐器装置及

交互乐器表演方面的前沿探索，则让观

众不禁重新考量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在

未来的关系。

在指挥方面，孙一凡、金承志、龚天

鹏、林天皓等指挥界新星悉数登场，他们

以成熟冷静又充满年轻激情的执棒方

式，良好地调和了交响乐、合唱、重奏等

多种体裁的作品，展现了过硬的沟通协

调力与现场掌控力。

在表演方面，涌现出了精通古筝与

钢琴的双料演奏家蔡颖、致力于柳琴及

中阮演奏的孙祺、集笛子演奏创作于一

体的张明艺等多位复合型才俊，以及二

胡、双簧管、声乐等方面的大量专业表演

人才。他们以令人叹服的精湛技艺担任

了不同时空音乐语言沟通的“同声传

译”，其成功经历激励着艺术工作者们继

续探索音乐培养的中西合璧。

除此以外，同济大学、上海音乐学

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等高校机构在音乐节进行期间还先

后举办艺术教育成果展示周，吸引了大

批师生与周边群众前去欣赏观摩。无疑，这些活动为更多的

青年乐人提供了宝贵的成长经验。

“晓看红湿处，华夏花满城”。回顾这十年，几代前辈们的

共同努力让我国音乐艺术在树立文化自信与推动文化传播方面

取得了极具影响力的繁荣成果。但如今当我们踏上下一个征

途，这些辉煌终将成为过往。因此，作为青年一代，继续以“起

承转合”之思续写花重山野的盛大诗篇，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作者为音乐美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

展现舞蹈在当代的朝气蓬勃
——评第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舞蹈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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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符号引发文化想象

红色题材创新艺术方式

古今对话观照人心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