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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李清照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舞台，

她旷世绝伦的才情令人着迷，其跌宕起

伏的人生更让人扼腕。今晚，上海歌舞

团打造的新国风舞剧《李清照》将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剧场预演，引领观众穿越

千年，看见“千古第一才女”的才情、大义

和与众不同的美。

无声的舞蹈如何演绎传颂千载的诗

词名句？有限的舞台怎样展现人物背后

的厚重历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

剧组独家探班，与主创和演员们聊聊他

们心中的李清照。“不要试图成为她。用

你的理解诠释她，靠近她的过程就是一

种精神的爬坡。”上海歌舞团副团长、荣

典 ·首席演员朱洁静说，李清照很难跳，

却又很值得跳！

以舞传情，感受诗词的力量与美

再一次，朱洁静熬夜练舞直到凌晨。

小睡了一会儿，她又来到排练场上，神采

奕奕。《李清照》马上就要与观众见面，作

为主角的她心潮澎湃。“我多次踏上李清

照曾经走过的路，仿佛与她在灵魂深处

进行了无数次的对话。”朱洁静说，“李清

照用诗词细腻描绘了自己的情感世界，

而我用舞蹈来诠释她内心的风景——忧

愁、爱恋、坚强和不羁自由。”

剧中有一段李清照击鼓状告张汝舟

的剧情——站在直径近1.5米的大鼓前，

朱洁静更显消瘦，但纤细躯体中酝酿着

一场狂风骤雨。整段演绎并非大开大合

的起舞，她紧绷着身体，以一次次鼓槌的

重击来调动情绪，咚咚的鼓声似是孤醒

者的呐喊，冲破浊世的层层禁锢。记者注

意到，排练间隙，朱洁静经常独自站在鼓

前，手握鼓槌琢磨动作细节，一点点积蓄

舞台能量。在探向角色灵魂深处的旅程

中，朱洁静逐渐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李清

照：“李清照身上不仅有强烈的女性情怀，

也有潇洒豪放的男子气。她拥有那个年

代女人少有的独立精神，不输于现代女

性的见识和胸怀。希望能够将无声的舞

蹈化为动人的情感，让观众通过我的表

演，感受到李清照诗词中的力量与美。”

李清照工诗善文，更擅长词。她的词

自成一家，婉约间透露出坚韧，柔美里蕴

含着力量，人称“易安体”。如何用舞蹈传

递诗词中蕴含的温度？“在创排这部舞剧

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李清

照的诗词与舞蹈艺术相结合。”舞剧总编

导张帝莎、刘小荷表示。一首《声声慢》道

出了“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无奈，“寻寻觅

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成为

传颂千古的名句。“亡国恨，丧夫痛，孀居

苦，彼时的李清照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

她彷徨无措，睹物生‘愁’。”刘小荷告诉

记者，主创编创了一段女群舞呈现这种

凄苦凋零的状态，“舞者们身着丁香紫的

褙子，窗户、伞、酒壶等意象渐次闪现，象

征现实生活的束缚困扰。最终，她推开所

有愁绪，勇敢面对生活。舞蹈不仅有唯美

的一面，还要让观众看到人物的成长、性

格的转变。”

闭关排练，沉下心来打磨作品

“艺术是跨越时代的语言，它能够连

接过去与未来，沟通文化和心灵。《李清

照》用现代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和展现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不仅是一次艺

术的探索，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情致敬。”上海歌舞团团长王延表示，6

月7日至10日的预演提供了宝贵机会，让

主创和演员能倾听专家和观众的建设性

意见，进一步精进、打磨作品。“我们期待

在今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以更完

美的状态首演。”

2022年11月，舞剧《李清照》立项；

2023年5月，主创团队赴山东、浙江等实

地采风；2023年10月，先期舞蹈工作坊启

动，张帝莎、刘小荷带领上海歌舞团的青

年编导们创作编舞，收集舞蹈语汇……

这一路行来，主创团队广泛阅读史料，多

次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专家杨焄、赵惠

俊提供学术支持，为演职人员举办专题

讲座。“舞剧《李清照》从筹备到正式演

出，至少跨越了三个年度，符合上海歌舞

团慢工出细活的优良传统。排练期间演

员除了要完成既定的演出、巡演外，基本

处于闭关排练状态，沉下心来打磨作

品。”王延说。

出生在书香门第，李清照的前半生

过着富足安定的生活；山河破碎之际，她

坚强地活着，并为后世留下至情至性的

文字。在李清照的诗词中，既有愤世嫉俗

的感慨，又具家国情怀。“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激

昂的诗句发出了时代的呐喊，舞者们将

这些动人情境一一呈现。“李清照以女性

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出人生百态，抒发

出对家国天下的深沉情感。词句里包含

的情感与她的人生历程、命运起伏乃至

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张帝莎透露，舞剧

创作并不满足于写意地描摹出诗词意

境，还努力增加生命厚度，呈现人物的立

体感。

守正不守旧，彰显宋代美学韵味

宋代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重要时

期，强调圆融、对称、素雅和质感的纯粹。

“在创作采风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思索，

除了清雅之外，宋人的生活中是否还存

在别的颜色？”服装设计阳东霖告诉记

者，主创团队秉承“尊古不复古，守正不

守旧”的理念，大量选用中华传统颜色，

并根据人物气质和身份进行概念化处

理。“《声声慢》《如梦令》的舞段，以清冷

色调来贴近心境；呈现市井、官场等场景

时则采用比较浓烈的用色。尤其在上元

节那场戏里，观众可以看到藤黄、花青等

国画颜料里的丰富色彩，凸显自由跃动

的生命力。”

为了呈现李清照在江南度过的时

光，舞台设计汲取宋代美学的精髓，融合

江南文化的诗性美感。主创们运用留白

技巧，为舞台留下空间，赋予演员们更多

表达的余地，给予观众遐想空间。舞剧

《李清照》预演期间，恰逢6月8日“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张帝莎、刘小荷表示，将

采用多种手段展现非遗、民俗等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希望这部作品不仅传达诗

词中的温度和力量，还能激发大家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思考。”

上海出品新国风舞剧《李清照》今晚首秀

舞出“千古第一才女”的才情与人生

不索取大喜大悲的情感能量，不强攻过分沉重的现实议题，

也不靠堆砌网络段子或是仅凭装疯卖傻抖落笑料，明天公映的

《走走停停》也许会让观众收获初夏里的一道轻盈风景。

由龙飞执导、黄佳编剧，定位家庭轻喜剧的该片未映已走进

观众视野，不仅因为新人导演和编剧请来了胡歌、高圆圆、岳红、

周野芒、刘钧等实力派演员阵容，还因影片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

影节上一举收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及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

也不只有业内认可，此前影片在上海路演时，现场观众评价它举

重若轻，“细节从生活中来，带着轻盈的喜剧质感”。

在先睹为快的观众看来，《走走停停》是部轻拿轻放的幽默

“淡片”，关于生死别离、家庭亲情、恋人未满，电影都柔软地点到

为止。它四两拨千斤，自始至终用角色的可爱而非可笑来达成

幽默，让人在绵绵余味里会心一笑；它不见太多斧凿，只是在日

常中勾勒一道轻盈风景，令滋味人生豁然开朗。

电影从文艺青年吴迪十年北漂的黯然离场开始。跟随吴迪

的视角，观众跟他返乡，与他的父母、妹妹、高中同学冯柳柳遇

见，也随之体验了一把人近中年却一切未知的待定人生。吴迪

的扮演者胡歌上一回在同个影城亮相，还是以《繁花》里的阿宝

身份。故地重游，胡歌说：“演宝总每天都很累，穿上那身衣服就

必须让自己绷紧。而吴迪的状态是卸下来的，更松弛一些。”

故事里，松弛到骨子里的吴迪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

也没有想象中的焦虑。明明北漂失败，返乡求职又遭遇学历

和年龄的双重尴尬，被现实狠狠捶打的他，一边排长队领鸡

蛋，一边在老同学面前用时髦的网络说辞故作轻松。金靖饰

演的妹妹吴双也活得自在，她把态度穿在身上，永远拒绝内耗。

周野芒饰演的爸爸有他的音乐，岳红饰演的妈妈至今怀揣她的

艺术梦。这对父母算不上全盘接纳儿子失业、回家，也并不彻底

反对女儿宅在家中，但“看破不说破”，这个家中，每个人带着自

己的小追求、小秘密，一边见招拆招，一边在自得其乐中与生活

的难题和解。

几个角色其实也是蹩脚的“编剧”。吴迪在理想和现实之

间磕磕绊绊，他的剧本总是兜售心灵感受和小聪明，被淘汰回

老家不算冤。冯柳柳在地方电视台的工作看似体面，拍着自

认为有意义的时代纪实，实际结果却是自欺欺人的伪纪录

片。简单硬核的摄影师脑海里想着小津安二郎式的自然呈现，

现实中只能接受摆拍、断章取义式的“再来一条”。还有那位话

剧团的台柱子，昔日风光不再，草台班子的自娱自乐照样要盛放

“艺术家的自矜”。

片子里几乎没有显见的成功者，但镜头里破旧却充满烟火

气的老式居民区，无比日常的锅碗瓢盆和一日三餐，家人互动中

不时流露的无奈与诙谐，都温和地托住了返乡青年吴迪的失

落。而“戏中戏”的结构巧思，也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中开启内心

探寻之旅：吴迪找工作时碰壁，浅浅反映出就业市场的困境；冯

柳柳拍摄的素材被上司恶意剪辑，触到了职场和影视创作的混

沌地带；而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全家总动员将吴迪所写的聚焦

女性内心的小剧本拍成电影，吴妈浮出水面的内心世界——梦

想与情愫，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

《走走停停》让人舒适的是，丝毫没有渲染传统家庭对“废

柴”子女的焦虑或压抑，只是在每次会心一笑里，让观众与人物建立共情。导演龙飞

说，影片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当代人生活的观察，“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个人成长、家

庭关系以及社会归属感等主题，常常激发各种观点”。比如青年一代，他们试过在大

城市“卷”，也有人主张在小地方悠闲地过，两种经常见诸社交媒体的态度能概括他

们，却无法定义他们。龙飞觉得，这一代人是“中间态”的，也许此刻正在停滞期，但总

有一天心灵休憩后说走就走、轻装上阵。“我们希望影片传递自洽的心态，放松一点，

允许一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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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年陪伴机器人到AI数字艺术

品，从包装、时装、建筑艺术到城乡可

持续发展规划——近日亮相刘海粟美

术馆的“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二十

周年学生作品展”，以一种令人耳目一

新的方式，向观众展现新生代青年大

学生们澎湃的创意以及这所学院20年

来积累形成的特有教学理念与价值追

求，彰显出艺术设计对于美好生活的

赋能。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引发的一

系列根本性变革，对设计和设计教育

提出的挑战和获得的机遇都前所未

有，不仅带来全新的技术和工具，也带

来全新的设计语境与应用场景。学院

近年来在人工智能设计教育领域中的

探索与实验，在展览中颇为引人注

目。学生们基于同一个创作主题以人

工智能和人工分别创作作品，同台并

列展出，引发观众对人工智能时代设

计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未来在设计领域

中人机对话和协同等问题的思考。其

中，“老年陪伴机器人1.0”产品的现

身，让不少人惊叹于机器人的智能。

这款机器人既具实用功能又能够提供

情感支持，使用计算机视觉识别人的

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便能形成对其

行为情感特征的判断，通过屏幕表情、

行走速度、行走路径、转头动作的频

率、角度等“机器行为”，对亲友行为、

语言和习惯进行情感拟化。

国际化办学以及产教融合办学，

是该学院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展览涵盖了其中很多研发设计成

果。例如，披上卡通蛇图案红装的一

辆公交20路模型，就来自学院与上海

市交通委员会的合作实践项目——为

车辆设计2025农历蛇年新装。公共交

通运输车辆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生们总共为上海3条公交线

路的公交车辆设计车身涂装，分别结

合国庆、春节与春、夏、秋、冬四季等主

题，表现中国和上海的故事。甚至，学

院将一门正式课程直接搬进展厅，面

向观众进行开放式现场教学，令人感

到新奇。这是由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

院插画设计专业方向与英国爱丁堡大

学艺术学院联合执教的插画创作课。

人们可见证老师指导学生围绕性格和

手势、报告文学、归档电子杂志、视觉

叙事等主题，运用多种插画手法现场

创造一幅幅插画作品。

汇聚于展览的各专业日常课程作

业和部分历年本科毕业设计作品，体

现了开放性、实验性以及高审美、优品

质等学院教学特色。20年来，该学院

学生的作品获得包括近30项红点奖在

内的百余项国际顶级设计专业大赛大

奖，并获得400多项设计专利。展厅中

展示的新中国工业设计史和上海优秀

建筑（1949—2000）研究以及可持续设

计的应用研究等科研成果，填补了许多

国内研究的空白。展厅尾端的“2∶1AI

世界摄影史研究特展”，是学院师生用

人工智能辅助实验性研究的独特案

例，用AI创作式填充工具揭示摄影作

品中“未看见”的东西，呈现真实与虚

拟完美融合的可能性。

在学生们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

思想的作品中，可以观察和感受到这

个学院对于艺术和设计教育所持有的

独特立场、追求及价值观。“多年来，我

们始终坚持将自然、科技和艺术人文

融为一体的人文设计作为核心教学理

念，并进行不间断的教学改革，始终贴

近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发

展需求。”在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

长魏劭农看来，大学教育需要帮助学

生拥有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给

学生播下一粒成长的种子，而评判教

育成败的关键是看其能否真正激发起

学生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学习与工作

的激情，以及对生命过程的期待与珍

惜。他希望学生们能在学院学习和生

活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更好的世界，遇

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底，展期

内，华东师范大学每个周末都将开展现

场学术讲座、师生与市民交流及儿童插

画训练营等十余场次的配套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二十周年学生作品展”令人耳目一新

青春的艺术设计创想，如何赋能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李婷）晶莹剔透的捷
克玻璃艺术、色彩斑斓的智利布艺绘

画、构思精巧的日本陶艺、异域风情的

挪威传统民族服饰、创意组合的法国雕

塑……这些极具特色的艺术瑰宝齐聚

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今天起亮相第十四

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带领观众足不

出沪看遍世界。

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是一个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品牌展览，过去十三届，

在这一文化交流平台亮相过的工艺美

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艺术家超过2000

位，为全球各国间开展传统技艺保护交

流与合作搭建桥梁。它是“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规划项目和《上海市传统工艺

振兴计划》重点项目，同时也是上海市

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友城建设的重要

文化交流项目，并被列为中国履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的典型案例。

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

要活动，本次展览吸引了全球31个国家

120余位艺术创作者的180余件作品参

展，合力呈现传统工艺与时代同行的新

路径、新形式。展厅中，一批富有创新

精神、地域特色的作品引人关注。比

如，斯洛伐克艺术家娜塔莉亚 ·西蒙诺

娃用铁锈和色粉在布面上创作的《马背

上的约翰娜》，另有一番风味。哥伦比

亚艺术家孙莲美的玻璃雕刻作品《麦德

林》，黑白色调凸显时尚感。加拿大艺

术家伊飞雪的艺术装置《我的祈愿树》

由手工剪裁的彩色宣纸组成，灵感源于

祖母家旁的那株紫藤花。亚美尼亚、克

罗地亚、韩国、德国、罗马尼亚、丹麦、英

国、美国等世界各地的艺术创作者纷纷

带来创新之作，凸显展览“器惟求新”的

主题。

国内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及

艺术新锐亦展现其深厚的艺术底蕴与

创新能力。他们将核雕、缂丝、金属工

艺等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作

出既承传统之精髓又具现代之韵味的

艺术佳作。

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喜的玉雕

作品《四灵六合摆件》为例，它仿制良渚

文化玉琮形制，造型端庄厚重，体现典

型的东方艺术气质；玉琮四周所佩的四

枚和田玉印章，均以寓意辟邪护身的四

灵为题材设计章钮；底座则采用紫檀

木，将传统造船工程的放样技艺，用现

代微缩设计技法综合创作。整个作品

运用到传统木作、雕刻、缝纫、金工、上

漆与现代电脑设计放样等诸多技艺，对

设计创作也有较高的要求，传统又不失

现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志刚的雕

漆作品《剔红马头》以刀代笔，在马

头上营造出画面云烟缥缈的意境，别

有新意。

非遗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珍贵文化

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智慧与

文明的结晶。保护非遗，是全社会、

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愿望。昨天，与

展览配套的2024年国际 （上海） 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先期举行，来自8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24位专家

学者，以“非遗的多元表现及社会参

与”为主题，从全球性及地方性的视

角出发，探讨不同社会组织参与非遗

保护的角色和经验。

由上海艺术品博物馆、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海工艺美术学

院联合举办的本次论坛透露，截至目

前，上海已有国家级非遗63项、市级非

遗273项、区级非遗近800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120名、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794名、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近千名。其中，有19个非遗项目被列

入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4家非遗保

护单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这些丰富多彩的智慧遗产

代代相传，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成

为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内涵和

资源。

第十四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今天揭幕

足不出沪看遍全球  国非遗

■本报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宣晶

由龙飞执导、黄佳编剧，定位家庭轻喜剧的《走走停停》丝毫没有渲染传统家庭

对“废柴”子女的焦虑或压抑，只是在每次会心一笑里，让观众与人物建立共情。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二

十周年学生作品展”以一种令人

耳目一新的方式，展现新生代大

学生澎湃的创意。

（均受访者供图）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