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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中华文化历史

悠久、积淀深厚，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宝库。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

台上，闪耀传世诗篇、古老戏文、浩瀚文物的光

彩，书写家国情怀、君子人格、风骨气度的华

章。艺术家们以现代创作手法与传统美学精神

结合的叙事风格，构建历史与当代共存的叙事

时空，呈现思辨理性与浪漫想象的瑰丽碰撞。

让我们追随美妙的艺术灵光，穿过悠长的

时光隧道，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

诗意勃发，呈现立体鲜活的人
文大戏

如何在扎实历史考据下展开艺术想象，让

魏晋风骨、唐宋美学复现于舞台？本届艺术节

多部参演作品为古人立传，既富有中华美学的

艺术气质，又饱含深刻悠远的东方哲思。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当我们吟诵着李清照的词句时，仿佛穿越时空，

走进“一代词宗”浪漫唯美、大气磅礴的精神世

界。今年是李清照诞辰940周年。她的词作风

格前期流丽明快，后期则悲苦忧愁，与其一生的

动荡坎坷息息相关。作为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开幕式演出，上海歌舞团新创舞剧《李清

照》将舞蹈艺术与这位宋代女词人的家国情怀、

诗词意境相融合，勾勒在动荡乱世中坚韧与超

然的形象。该剧在舞蹈编排上匠心独运，演员

舞动之中既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独特韵味，又融

入了现代审美理念。舞剧《李清照》的舞台美术

设计简约清雅，运用桌椅、几案、砚台、笔墨、纸

张等物象，勾勒出雅致的宋代美学图景。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的诗触动

了无数游子的心。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看

看杜甫与他的“诗之江湖”吧！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的话剧《杜甫》叙写诗人仕途的坎坷、生活的

困顿，着力刻画其苦中作乐的豁达胸怀，穿插其

与严武、高适、李白、苏涣等文化大家的相交与

相离，将杜甫的高尚灵魂与内心挣扎展现得

淋漓尽致。《杜甫》的舞台呈现结合写实与写意

的手法：用漫天飞舞的“神火幽花”，营造杜诗名

篇的旷达意境；借去繁就简的白描方式，勾勒唐

朝的历史画卷；以“梦中梦”的时空交汇，引领观

众神游古代名士的精神家园。剧作家笔下对白

精妙，重现人艺历史剧独有的韵味，成就一出既

有深厚历史积淀，又立体鲜活的“文人戏”。

“微风清扇，云气四除。皎皎亮月，丽于高

隅。”嵇康笔下的宴游赏月，充满闲适雅致的情

趣。伴随那一曲《广陵散》，我们去往魏晋，对话

“竹林七贤”，在历史与当代共存的叙事时空，试

读一个没有“嵇康”的《嵇康》故事。从文本来

看，该剧以古代传说和寓言来说理喻事，颇具传

统文化的神韵，遣词造句上求古而不拘泥于古，

探向传统创作方法的精神内核。从舞台呈现来

看，竹林、古琴、《广陵散》，水声、风声、长啸声，

直观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艺术气质，上海戏剧学

院的主创团队运用“背躬”“景随人走”“时空流

动”等艺术手法，借鉴戏曲舞台的假定性，体现

出气韵灵动的美学特征。

以“诗宴 ·人文汇”为主题，戏曲板块亦推出

多部力作。“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

思处，花开花落时。”从这寥寥数句足以窥见唐

代女诗人薛涛的才情。成渝两地携手推出的印

象京剧《薛涛》采用双女主架构，以“孔雀”观照

薛涛的内心，细描人物的心灵图谱。在面临人

生抉择时，薛涛追随心之所向，走向自己的命

运。孔雀爱羽，才能飞得更远；人若惜名，方能

立身处世。该剧保留京剧的声腔之美的同时，

融入昆曲腔调和民歌声腔，以及现代流行乐的

气息，打破观众对京剧唱腔的刻板印象，在古韵

新声之中实现与薛涛穿越时空的相逢。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古典诗歌之巅

峰。昆曲是百戏之师，是古典戏曲之集大成

者。昆剧《诗宴 ·唐才子传》用清丽悠远的百年

昆腔为观众勾勒出了一幅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的唐代诗人群像。全剧以辛文房编撰《唐才子

传》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浔阳》《除夕》《守志》

《草堂》四折戏，围绕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

贾岛的生平轶事、人格光彩、个体诗风等徐徐展

开，巧妙融入《琵琶行》《题李凝幽居》《凝碧池》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篇，呈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以细腻笔

触描绘一代君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刚毅果决，

他以“打得一仗胜，赢得百年安”政治谋略实现

和谐万邦的宏大理想。该剧赓续上海京剧院的

创作风格，舞台呈现融合厚重的汉文化与京剧

独有的美学追求，在假定性的空间中展开大汉

盛世的恢宏画卷。汉剧《夫人城》则独辟蹊径，

浓墨重彩地将三国女性人

物孙尚香的命运和情感

搬上舞台。该剧挖掘

湖北三国文化遗

存，将传统文化

资源进行当代

舞台艺术转

化，丰富

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鲜明呈现荆楚文化特色。

国潮兴起，实现古今艺术的跨
界对话

如何以身体语言“复活”传世名篇，呈现中

国人的精神哲学和浪漫想象？舞台剧《荆楚映

象》与舞蹈诗剧《九歌》对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

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与创新性的演绎，

实现古今艺术的跨界对话。

“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的楚俗充

满神秘色彩。原创史诗舞台剧《荆楚映象》以经

典名著为架构，上半场《天问》《九歌》描绘神秘

华丽、充满想象力的“荆楚世界”，将观众带入奇

幻神话；下半场《离骚》《橘颂》以屈原的经历为

线索，展现波澜壮阔、慷慨悲歌的历史画卷。杨

丽萍融汇戏曲、皮影、木偶、武术等传统艺术形

式，结合现代舞台科技，把楚辞画成了画，制成

了景，演成了戏，吼成了曲，跳成了舞，将曾经晦

涩难懂的古文、古情、古意生动再现。该剧舞台

呈现别具一格，顶天立地的青铜巨门、高达6.5

米的巨型编钟、精美的玉覆面、灵动的车马人物

出行图等元素融为一体，让观众感受楚文化的

瑰丽灿烂。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的舞蹈诗剧《九歌》

取材于《九歌》的若干诗篇，借“东君”与“云中

君”、“山鬼”与“河伯”、“湘君”与“湘夫人”、“大

司命”与“少司命”等上古之神，将天地人神具象

转化为舞台画卷。该剧启于上古而映照当下，

既歌诸神，又歌你我；既歌远古，又歌今朝，为观

众传递“无神，有我”之价值内涵。舞蹈诗剧《九

歌》既是数章“古篇”，也是一首舞蹈“新诗”。舞

蹈中描绘自由与徘徊、思念与等待、爱情与

生命等众多场景。深邃又朴素的命题、

迷人隽永的情愫，在长歌中娓娓道来，在

跳跃舞动的诗篇里共赴高远。

在艺术节的舞台上，观众还能“遇

见”不少为古本赋新声的好戏。其中，瓯

剧《张协状元》改编自南宋时期的古老戏文，是

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戏曲剧本之一。

为追寻南戏韵味，《张协状元》回归最古朴的空

台，完全以表演为核心的演剧形式，甚至传统戏

曲的一桌二椅都被“简化”。6个演员诠释14个

角色，以极具地方特色的舞台演绎“生”出万

物。这版《张协状元》中，瓯剧第一次使用6种

传统声腔，全剧色彩和人物个性更丰富鲜明。

呼应国潮兴起，古典名著、古老戏文焕发新

生；文物亦借由艺术手段和现代科技，走出博物

馆，踏上新舞台。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委约作品，舞剧《敦煌归来》由胡沈员

工作室出品，以晚唐时期的敦煌“信使团”为背

景，讲述一段关于家园与信念的传奇故事。那

些曾经存在于历史中，却没有被史书铭记的人

们，用信仰和梦想铸就一座座精神丰碑。作品

的舞蹈语言以男子敦煌舞为突破点，通过男性

舞者的肢体语言魅力，糅合历史与现代审美，描

绘敦煌文化的独特风貌。敦煌文化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瑰宝，壁画卓越的艺术技巧和深邃的

文化内涵享誉全球。舞剧《敦煌归来》汲取敦煌

壁画的灵感，精选送行、燃灯、耕种、酒肆、遇盗

等场景，以意象化的方式，再现敦煌壁画中的文

化精髓，让文物在舞台艺术的呈现中焕发新生。

由中国煤矿文工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

出品的肢体戏剧《俑立千年》“唤醒”在历史中沉

睡的文物，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集肢体表演、戏

剧、舞台视觉于一体的艺术盛宴。主创团队结

合“科技+影像”的手段，借助“戏剧+肢体”的表

达，巧妙地运用“戏剧”结构铺陈“肢体”叙事，让

俑“活起来”。剧中，彩绘伏睡女陶俑在梦境中

苏醒，与兵马俑、彩绘男装女俑、击鼓说唱俑、绿

釉陶男俑、献食女俑等多个陶俑角色，穿越秦、

汉、唐，展开一场对自我和所思所见的哲学探

索。当观众凝视舞台上鲜活的陶俑时，不仅是

在欣赏一件件“艺术品”，更是在进行一段跨越

时空的对话，倾听历史的回响，感受那份共有的

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

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本届艺术节

紧扣时代主题，呈现音乐剧《逐梦》、舞剧《破

冰》、话剧《生命册》、评剧《走过暴风骤雨》等

多部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作品。如何用更富

时代感、国际范的创新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让原创“蓄水池”活水澎湃？且看这些精彩好

戏各出奇招。

舞台上，“工”字元素的巨型钢铁结构，展

现纵横交错的中国铁路。音乐剧《逐梦》以中

国高铁的创新发展为故事背景，通过车厢内

几十年的历史跨越，展现日新月异的时代巨

变。在有限的舞台时空中，该剧主创将蒙太

奇叙事手法运用到极致，在小家与大家、过去

与现在、现实与超现实的对照中，刻画出人物

的细腻情感。该剧采用大量光影变化铺陈白

色舞台，隐喻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和密集、稳

定、高效的研发道路。

禁毒民警生不露面，死后无碑，他们用向

死而生的坚定背影诠释“我背对着你们，因为

我面朝黑暗”的精神。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剧

《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是国内首部

禁毒题材舞剧，以李飞父子两代禁毒民警拼死

撕破地下毒网的故事为主线。剧中巧妙运用舞

台翻板和灯光效果，打造出“门”的意象，打破时

空限制，拓宽舞台叙事维度，使善与恶、光明与

黑暗之间的抗争更加鲜活直观。剧中舞段各有

特点，父子双人舞深沉坚毅、男子群舞《雷霆》刚

劲有力，女子群舞《凝视》轻盈婀娜。舞剧主题

曲《我将是你》由阿云嘎和李龙合唱，描绘英雄

父子间的坚守与承诺。

五小时大戏勾画广阔无垠的城乡画卷。话

剧《生命册》改编自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同名长

篇小说，是陕西人艺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

《主角》后推出的“茅盾文学奖”系列第四部现实

主义作品。该剧在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

多重镜像中，塑造了复杂斑斓的城市人物群像

和乡村人物群像。《生命册》还原无数小人物的

成长与落幕，借着那些抗争命运之人的口号，追

问着每一位观众的内心与灵魂：“我们是谁？我

们从哪里来？最终要往哪里去？”演出中，乐手

在舞台边缘现场演绎西洋小鼓、架子鼓、中国

传统大鼓，成为舞台听觉的焦点，引领观众进

入人物内心河流之中，感受人物心灵的律动。

朴实无华的乡音乡情表现真实生活样

貌。评剧《走过暴风骤雨》根据周立波长篇小

说《暴风骤雨》的部分情节重新创作。该剧通

过小说作者周立波的视角，串联起过去和现

在，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刻诠释“中国粮

食、中国饭碗”的时代主题。评剧擅长表现绚

丽多彩的现实生活，唱词朴实无华、浅显易

懂。《走过暴风骤雨》具有浓郁的黑土地风情，

唱词、念白以东北方言为主，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亲切自然的表演生动诠释土地、粮食与农

民、与国家命运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紧紧相系。

“以情行腔”营造兼具凄美哀婉与悲情壮

烈的“诗化”风格。北京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

代京剧《石评梅》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创作手法，描写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以

石评梅、高君宇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为追求

崇高革命理想和纯洁爱情勇于牺牲自我的无

畏精神。《石评梅》设计了大段极具情感张力

的“程腔”，从诉情、别情、殇情、寄情、悲情、

缄情，每个唱段处处“以情行腔”，以凄美哀

婉的唱词将人物内心情感勾勒得淋漓尽

致、感人至深。在身段设计上，该剧将程派

表演标志之一的水袖功法自然化用于长巾

的动作设计之中，拨、挑、扬、抖，随情而动，

俨然是程派风韵。

值得关注的是，艺术节搭建南北文化

对话平台。重磅推出“遇见海派风华”“遇

见‘京’彩人艺”板块。时隔12年，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再次大规模“驻演”上海，集结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强势阵容，携《茶馆》

《哗变》《日出》《杜甫》《正红旗下》等大戏来

沪驻演一个月，展现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独

有的舞台风格。与此同时，上海“出品”精

彩纷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舞台剧《长恨

歌》，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舞台剧《繁花》、音

乐剧《爱情神话》，方言舞台剧《魔都俏佳

人》等方言剧目将在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一展海派文化独特魅

力，与北方戏剧交相辉映，互相对话。

激情舞台见证火热生活
■本报记者 宣晶

 音乐剧

《逐梦》以中国

高铁的创新发

展为背景，展现

日新月异的时

代巨变。

▲肢体剧

《俑立千年》“唤

醒”在历史中沉

睡的文物。

舞剧《李清照》以当代视角讲述“一代词宗”波澜起伏的一生，呈现极盛的宋代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