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5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韩国展

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日韩首脑在今年

一年之内完成互访。时隔12年之后，日韩

之间所谓的“穿梭外交”正式重启。

同时，7日多个韩国民间团体在首尔举行

集会，对岸田访韩表达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

对强征劳工、歪曲历史等问题真诚道歉。

断断续续的“穿梭外交”

今年3月16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对日

本进行了工作访问。在尹锡悦给出强征劳

工日企赔偿案的韩方“代赔”方案后，日韩

首脑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正常化问题

达成新共识。为彰显自己的对韩外交成

绩，岸田决定在5月访韩，这是他就任首相

后首次访问韩国，也是日本首相时隔12年

为双边关系单独访韩。

日韩“穿梭外交”（即每年互访一次）始

于2004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访问

韩国，在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会谈时达成

了两国首脑频繁互访的“穿梭外交”设想。

众所周知，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日韩关系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日本没有对当年发动的侵

略战争进行充分反省和承担历史责任的情

况下，所谓的“穿梭外交”不过是“空中楼

阁”。果然，就在日韩达成“穿梭外交”共识

的第二年，就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中

断。2011年，两国恢复“穿梭外交”，当年日

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首尔，韩国总统李明博

访日。之后随着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上台，

日韩“穿梭外交”再次中断。

岸田此次“趁热”访韩，切实推动了日

韩“穿梭外交”的重启，尹锡悦也对自己的

“策略”感到满意，他在与岸田会谈中称，两

国恢复“穿梭外交”用了12年，但（我）与岸

田首相的互访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5月7日，在日韩首脑会谈前，岸田首先

到访首尔市内的“国立首尔显忠院”墓地。

这里安葬着朴正熙、金大中等韩国前任领导

人以及战死或殉职的军人、日治时期的独立

运动人士等。随后，尹锡悦与岸田会谈。尹

锡悦强调，“韩日关系的全面改善是显而易

见的”“（我们）有责任超越过去双边关系良

好的时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共识难平“历史问题”鸿沟

舆论一直认为尹锡悦上台后突然调整对

日政策，不仅是其追随美国的外交思想所致，

也是为了强化在共同应对朝鲜问题上，与美

日“抱团取暖”之举。尽管日韩双方都在强调

“外交成绩”，但舆论认为，两国首脑此次互动

再次显现出了尹锡悦的“屈辱外交”姿态。

首先在历史问题上，为了回应韩国国内

要求日本反省侵略历史，岸田仅做出了“那

是令人感到心痛的记忆”的表述，依然没有

正面道歉。而尹锡悦则表示：“我们需要摆

脱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即如果我们不能完全

解决历史问题，日韩将无法在未来的合作中

取得任何进展。”他表示将与过去持续要求

日本就战争等道歉的“谢罪外交”划清界限。

其次，基于日本决定取消对韩出口管制

措施，双方确认将建立稳定的半导体产业供

应链，推进经济安全领域合作。日本4月宣

布把韩国再次指定为享受出口优惠的对象

国，解除了自2019年以来的对韩出口限制措

施。韩国同意派遣专家团视察福岛第一核

电站的核废水排海状况，意味着韩国可能会

在这一问题上“对日放水”。舆论认为这是

日本用经济制裁降服了韩国的司法制度。

第三，日韩再秀“合作”诚意。双方确

认在美日韩体制下强化对朝威慑。岸田再

次邀请尹锡悦出席5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

集团首脑峰会，并在“印太地区”展开合

作。尹锡悦透露，G7广岛峰会之际，他将和

岸田文雄一同造访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的

“韩国人核爆遇难者慰灵碑”。

面对总统再次用“屈辱外交”姿态换来的

所谓外交成果，韩国民众并不买账。据报

道，在韩国总统府前的集会现场，民众手持

“停止构建韩美日同盟”“停止对日屈辱外

交”“立即撤回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等标语大

声疾呼。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的殖

民统治道歉并赔偿，强烈呼吁停止扩大韩美

日军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对于日韩互动的成果，韩国主流媒体

也“差评”连连。《东亚日报》尖锐地指出

“（岸田就历史问题的表态）不足以填平日

韩之间认知的鸿沟”。《朝鲜日报》也评论指

出，“远未达到韩国社会期待的结果”。

（本报东京5月8日专电）

岸田文雄访问韩国，日韩领导人实现年内互访

首脑“穿梭外交”难掩民众历史伤痛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邵艺博 曹嘉玥）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8日说，欢迎并祝贺叙利亚重返阿盟。作为叙利亚和

其他阿拉伯国家真诚的朋友，中方乐见并支持阿拉伯世界实现

团结，将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7日，阿盟举行特别外

长会，会上同意叙利亚重返阿盟。中方也一直积极支持叙利亚

重返阿盟，并为此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欢迎并祝贺叙利亚重返阿盟。”汪文斌说，中方认为，

叙利亚重返阿盟，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自强，有利于阿拉

伯世界加快发展振兴，有利于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符合阿拉

伯国家长远利益。

他表示，中方始终支持阿拉伯国家团结自强，积极支持叙利亚

重返阿盟。中方通过自己的渠道积极做有关各方工作。上个月，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叙利亚，就促进叙问题政治解决、

推动叙重返阿盟与叙方深入交换意见。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访问

相关阿拉伯国家，同他们就叙重返阿盟问题深入沟通交流。应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邀请，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将于近期访华。

“作为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真诚的朋友，中方乐见并支

持阿拉伯世界实现团结，将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汪文斌说。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乐见并支持阿拉伯世界实现团结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7日电（记者汪健）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7日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叙外交部当天

发表声明说，“当前的积极趋势和互动”符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

利益。声明说，叙方一直关注“阿拉伯地区当前的积极趋势和互

动”，认为这符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有利于阿拉伯国家的

稳定、安全和繁荣。叙方强调“对话和共同行动以应对阿拉伯国

家所面临挑战的重要性”。

声明还说，作为阿盟创始成员国，叙利亚始终坚持其关于

“加强阿拉伯共同行动与合作的必要性”的一贯立场，并重申下

一阶段需要以对话、相互尊重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利益为基础，以

“有效、建设性的阿拉伯方式”在双边和集体层面展开行动。

阿盟7日发表声明说，阿盟当天在开罗举行的外长级特别会

议上决定，“即日起恢复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参加阿盟理事会及其

所有组织和机构会议的资格”。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阿盟

中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多个阿拉伯国家关闭驻叙大使馆。

就阿盟同意恢复叙利亚成员国资格，叙外交部表示

积极趋势和互动符合阿拉伯国家利益

7日，首尔，韩国总统府前爆发示威集会，反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韩。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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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启哲

“暂停！停！我说停！这灯光是怎么回事！”这

是杂技剧《天山雪》首次试演前的最后一次彩排

合成。演至上海杂技团赢得国际金奖的“看家本

领”抖杠时，总编导李春燕第一次喊了停。

还不等导演再多说，舞台侧幕闪出一位敦

实的中年男子。没有麦克风扩音，听不清他在说

什么。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很生气，比总编

导还生气。再一看舞台上的几位青年杂技演员，

沉默。刚从杠上下来的新疆小伙买尔旦 · 买买

提，轻轻摇头。

“这是团里负责训练新疆演员抖杠节目的

老法师陈台良”，一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告诉记

者，“他是在担心演员的安全！”原来，杠上的青

年演员上下翻飞，不仅考验与抬杠演员的默契

配合，也离不开本人对落点有精准判断。这时

候，舞台灯光变幻频繁就会晃眼，极大地影响判

断，是要出事的。

半年多的朝夕相处，陈台良早把这群新疆演

员看成了心尖儿上的肉。孩子们不作声，咬牙克

服困难，但他作为师父，得顶在前头守护好每个

人。而这，也是千百年来杂技艺术传承至今不断

超越的精神内核——绝对的信任与家人般的爱。

而这一停，像是“魔咒”，整个下半场演出，

大大小小的暂停喊了四五次，眼看观众即将进

场，台前幕后每个人的压力，可想而知。从半年

前启动的高强度排练，到近一周驻扎九棵树（上

海）未来艺术中心的封闭式合成，剧组台前幕后

近150号人，心里的那根弦，越绷越紧。

而彼时，距离杂技剧《天山雪》第一次正式

面对观众，还有不到90分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

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

才队伍。”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上海

文艺界如何答题？本报记者持续跟踪采访，并蹲

点杂技剧《天山雪》首次试演前的合成彩排，从一

个团一场剧来看上海文艺人的思考。

（一）屯垦
阿勒泰地区气温低至零下20多

摄氏度，结冰的白沙湖共雪山天空
一色，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正是剧
中冰雪精灵们驰骋无垠的样子

序幕开启，舞台上，喀喇昆仑山脉的雪国壮

美映入眼帘。戍边战士、支边青年、新疆少数民

族同胞次第登场，一段跨越70多年的民族团结

史诗，徐徐展开。

试演现场，坐在台下的杨永青激动非常：

“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了！”1966年，一批上海热

血青年，一路向西，来到祖国边疆，在海拔4000

多米的喀喇昆仑山修建中巴公路。“有很多上海

青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历史亲历

者，情感的涌动有时无需剧情铺陈，只需要一个

熟悉的画面，往事已如奔流江河。

剧目筹备之初，几次参与座谈提供素材，这

位虚岁八十有三的老人有句话始终没问出口：

这样一段尘封历史，且不说当代观众知之甚少，

作为亲历者与参与者都不敢想象，黄沙里的重

复劳作、冰天雪地里的炸山修路，到底怎么搬到

舞台上？又怎么排出美？讲述的语言尚且乏力，

更何况是“无声”的肢体艺术！

啃下这块创作硬骨头，重现这一段鲜为人

知、波澜壮阔的历史，俞亦纲念兹在兹。

去年底，他卸任上海杂技团团长，仍坚持来

剧团盯场。哪怕是奉贤九棵树排练，他也一路把

场，为的就是这部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大部头以

最好的面貌问世。

杂技演剧，这在业界一直是个“未完成”课题。

拙于叙事长于炫技的艺术样式，到底要不要往讲

故事的路上走一步？很多人保持观望态度。国内，

过去几十年来偶有尝试却难激起水花。而放眼海

外，即便是昔日最顶尖的剧团太阳马戏，哪怕重

金砸出“阿凡达前传”，也只提主题秀而不缀“剧”

字——讲故事，还是留给其他舞台样式吧！

困知勉行。纸上论证不如用作品说话。2019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

放70周年，上海杂技团推出《战上海》，郑重冠以

“杂技剧”三个字。其所掀起的观演热潮，是深沉

而持久的。四年来的反复上演与获奖，令业内外

意识到，《战上海》决不是节点性的应承之作，而

是可以传得开、留得住，鼓舞同行向剧目创作的

开路之作。

这不仅是因为“找准了题材”。杂技自身所特

有的突破极限、奋勇拼搏的艺术内涵，与不畏牺

牲、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本就能够在

舞台同频共振。与此同时，群体性杂技技巧对于

战争场面的刻画，也有着可深入开发的潜力空

间。而更进一步，《战上海》具备剧目完整的“起承

转合”故事脉络，与鲜活分明的人物形象。在激烈

震撼的战争场面之中，不忘穿插抒情段落与幽默

小品。如此种种，低调寡言的杂技人，都藏在了

“杂技剧”三个字中宣誓创新的决心。

如果说，《战上海》是借一对革命爱侣的悲

欢，对一场战役的回眸，那么到了《天山雪》，上

海杂技团又自己加码，挑战以两个家庭三代人

的情谊，成就跨越70多年民族团结历史的断想。

三年三次大规模新疆实地采风、八次剧本修改、

史无前例的13幕21个杂技节目体量、近150人

的团队规模……抽象的数字背后，是千余个日

日夜夜的扎实求索。

2023年春节，新疆演员在上海的老师家吃

年夜饭，而上海的主创则于大年初四飞赴新疆，

在英吉沙县挑选小演员后一路向西北进发，直

至来到边境线。那时的阿勒泰地区气温低至零

下20多摄氏度，结冰的白沙湖共雪山天空一色，

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正是剧目中冰雪精灵

们驰骋无垠的样子。

负责宣传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王明玮在冰

面凿下两行六个字——杂技剧天山雪。“我大胆

向跟团领导和导演自荐，这能做海报吗？被他们

否决了！”玩笑归玩笑，相信那一刻，没有什么，

比这六个字，更能代表三年来对这个项目的一

腔赤诚。

此时台上，经历了从面朝黄沙挥着坎土曼屯

垦的艰难，到新疆人民与军垦战士、支边青年歌

舞蹬筒共庆丰收的喜悦。杂技剧的创作，又何尝

不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集体“屯垦”？面对不论军

民、不分老少齐心攻坚、热火朝天的场面，哪怕不

是150分之一，也没有谁愿意做旁观者。

（二）飞越
杂技剧的从“0”到“1”，最难的，

是节目研发。以剧目创作推动杂技
技艺创新研发，用技艺研发反哺杂
技艺术内涵提升，是《天山雪》的题
中应有之义

挥别上半场农垦的丰收喜悦，下半场第一

幕，正是重头戏讲述中巴公路修建的“友谊路”。

彩排中，只见一个身着军装的演员绑着绳子吊

在半空，迟迟没有完成攀爬或飞身的动作，被

“峭壁”上的同伴拉起。

“怎么回事？！”李春燕喊出了所有人的揪心。

依旧没有麦克风扩音，演员悬在空中沟通半

天——是用以完成技巧的道具出了问题。

而这里的技巧，是团队为剧目新研发的12

个杂技节目之一——立绳。演员徒手爬上一根

垂直倒挂的麻绳之上，依靠绕绳的阻力定位，完

成一系列高难度造型或惊险技巧。以立绳技巧

模拟当年修路时挂于峭壁上的解放军战士与支

边青年，十分震撼。

更惊险的还在后头。

恶劣天气阻断了两山之间的去路，脚下是

万丈深渊，眼前是断桥残路——

怎么办？

飞过去！

上海杂技人“秋千荡人”技巧，展现出各民

族携手开辟“天路”的决心和勇气。

只见，两个摆动的大秋千相距十数米，两位

演员各自用双腿倒挂在秋千之上。而第三位演

员要从一人身上，空翻飞荡去另一架秋千上。秋

千的摆幅、频率，每一次都是未知数，三人的配

合，须天衣无缝。

如此画面，让人联想到红军长征的影视经

典重现。强渡大渡河，是红军冒着炮火以人作梯

的前赴后继；而舞台上的援建中巴公路，是军民

对抗天灾飞身接力的团结一心。

面对如此惊险画面，不管台下坐的是从业

者、专家，参与修路的支边人还是普通观众，台

上的每一跃，都伴随着他们倒吸的一口凉气。

太危险了！想起前段时间的民间杂技艺人

表演事故的新闻，记者不由感慨，已经有那么多

精彩的节目了，多一个少一个，无妨吧？一旁的

工作人员接上了记者的小声嘀咕，“那条新闻我

们都看了，团里专门讨论过，是安全防护措施不

到位所致，但还有一个隐性因素被忽略了。”他

告诉记者，杂技表演不仅考验人——技术配合、

物——安全系数，还要把天气、温度等一系列变

量考虑进来。

对于专业剧团来说，安全防护永远是第一位

的。青年演员全力以赴的这份纯粹背后，是幕后

专业力量的反复论证。一位新疆杂技人透露，尽

管此次参演项目难度、数量均超以往，可是剧团

没有匆忙上马，强行上难度，“没有把握的决不让

你上，你有把握的也一再考察你到底行不行。”

而这，也引出了杂技剧创作生产的另一特殊

之处。杂技剧的从“0”到“1”，最难的，或许不是剧

本架构，而是节目研发。俞亦纲告诉记者，“《战上

海》时，我们会在剧团现有的成熟节目中，挑选与

剧情匹配的，进行适度调整。而到了《天山雪》，最

终有超过一半的节目是全新研发。不少演员都是

为了这部剧从零开始学习新技巧。”

这里面，就有《战上海》的第一男主角饰演

者王怀甫。这一次，他在《天山雪》中饰演的王雪

峰，是军垦战士与支边青年的后代，有很多文戏。

换装间隙记者找到了他：“这一次总算轻松

些了吧？”

“也没有，马上就是我的‘飞杆’，一会儿

你看！”

王怀甫说的“飞杆”，是此次全新研发的节目，

其难度放在国内国际杂技界，都会有眼前一亮之

感。好在有绸吊与爬杆的底子，半年的摸索还算

顺利。这段技艺被安排在剧中重现沪疆杂技人为

备战国际顶尖赛事，在练功房夜以继日的段落。

一个抒情桥段，也安排如此重量级节目，也

就能够懂得，以剧目创作推动杂技技艺创新研

发，用技艺研发反哺杂技艺术内涵提升，是《天

山雪》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振翅
天山雄鹰，飞得更高、更漂亮。

台前幕后，经济援疆、文化润疆的成
果，早就交叠在一起

距离观众入场不到40分钟，所有人还是坚

持完成了谢幕的彩排。李春燕的指令细化到了

演员眼神致意的角度。演员们鱼贯而出，大家或

调整服装妆发、或整理道具，忙中有序。

要实现每一环节的精细化管理，靠的是编

导团队的军事化管理，更要靠每一个杂技人高

度的自律与自觉。

151天。自去年12月9日来沪算起，五个月，

祖农阿基木没有一天离开过上海。最初，是双休

日也在“开小灶”，尽快掌握达瓦孜基本功。眼

下，为了冲刺彩排，最晚在舞台忙到凌晨三点

多。训练强度有多大，体重骗不了人。身高一米

八的他，生生瘦了10公斤。

而比起自己的付出，他更佩服“抖杠尖子”

买尔旦。后者顶着膝盖积水的伤病，重现了当年

蒙特卡洛“新一代”国际马戏节比赛唯一金奖节

目《天山雄鹰》。还记得去年10月初见，记者问他

时隔六年，能回到当年的巅峰状态吗？买尔旦忙

不迭摆手，难！殊不知，半年多过去，这一次的天

山雄鹰，比在欧洲舞台，飞得更高、更漂亮。

天山雄鹰的再次振翅，为自己，为新疆杂

技，也为第二故乡上海，和他们的“上海爸

爸”——启蒙教练张洁。多年前，他们从上海马

戏学校新疆班毕业，回到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

七年不仅学了一身技艺，连老师的上海话都听

得懂。可以说，《天山雪》新疆杂技人的当代故

事，就是他们的本色出演。

在后台，记者逮住了一个走廊里的10岁小男

孩。他叫伊利亚斯，来自“高空王子”阿迪力 ·吾休

尔的家乡，昔日的贫困县英吉沙。40多年前，八岁

的阿迪力迫于生计也源于天赋，他违背父亲遗

愿，走上了钢索。这一走，走出多个吉尼斯纪录，

为祖国争光。2011年，他成立英吉沙县达瓦孜艺

术传承中心，培养更多的“高空小王子”。

“这是第一次来上海吗？”

“不是，之前我跟妈妈来玩过一次。”

伊利亚斯的经历，让人看到边疆少数民族

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

与对口援建，英吉沙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的前一年2020年，正式摘帽。自此工艺品小刀、

非遗技艺达瓦孜、特产水果色买提杏源源不断

销往大江南北。孩子们走上钢索，不再为生计，

而只因热爱。

台前幕后，经济援疆、文化润疆的成果，早

就交叠在一起，就像舞台上的他们，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没说上两句，一同来的同龄女孩招呼他去

吃两口，伊利亚斯回绝了。就要上台了，他低头

紧了紧脚上轮滑的系带。轮滑，这是他这次来上

海新学的技艺。

抬头看后台的倒计时屏幕，18:41:17，距离

19点正式演出，还有18分43秒。

继杂技剧《战上海》后，上海杂技团再推大型原创杂技新作，
记者持续跟踪采访，并蹲点首次试演前的合成彩排——

何以炼成《天山雪》？

舞台上，戍边战士、支边青年、

新疆少数民族同胞次第登场，一段

跨越70多年的民族团结史诗，徐

徐展开。 （上海杂技团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