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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郑州歌舞剧院携

舞剧《水月洛神》前来，将于12月亮相上海北

外滩友邦大剧院。该剧以传世名篇《洛神

赋》《七步诗》和中原传说为依托，巧妙融汇

“诗、书、礼、乐、舞”等元素，让观众在唯美意

境中领略建安风骨。

“极致的东方美学”“教科书级水袖

舞”……在社交平台上，舞剧《水月洛神》被

网友热烈讨论，剧中“落纱”的绝美片段更是

频频刷屏。自2010年首演以来，《水月洛神》

已在海内外巡演数百场，掀起现象级“国风

美学”热潮。

当下，取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风舞剧

频频“出圈”，成为观众追逐的焦点。近一个

多月里，《李清照》《荆楚印象》《只此青绿》

《九歌》《孔雀》等多部国风舞剧先后登上申

城舞台；而《红楼梦》《孔子》《李白》《西施》

《咏春》等佳作的全国巡演正在如火如荼地

展开。优秀传统文化与舞蹈艺术浪漫邂逅，

让年轻观众直呼“上头”。国风舞剧为何有

长久不衰的观众缘？“用崭新的观念照亮古

老而又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当下舞剧创

作者们共同体验和制胜法宝。

深挖汉舞形态，尽显诗意之美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成诗字字血泪，

句句惊雷。与其他舞剧不同的是，《水月洛

神》采用无声的舞蹈与有声的诗词诵读相结

合，精选经典的诗赋片段，辅以气势磅礴的

合唱，尽显诗意之美。“以诗赋贯通全剧，为

舞剧增添了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学魅力。”总

导演佟睿睿透露，主创正是通过传颂千年的

诗赋名篇，捕捉魏晋的时代风骨。

在《水月洛神》的编排过程中，编导深入

挖掘汉代舞蹈形态，精美大气的舞蹈动作充

满空灵之美。曹丕的阴鸷多疑、曹植的率真

多情、甄宓的柔美坚韧等性格特征，通过或

柔美、或刚劲、或变形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

呈现出来。为了展现甄宓的绝美身姿，剧

中加入了大量的水袖舞蹈。舞者们甩着红

袖轻盈旋转，还不时腾空跳跃，一展中国舞

蹈身段的温婉、灵动、潇洒、柔媚。“舞蹈是

情感和情绪的表达，由此引发观众共鸣。”

佟睿睿说。

舞美设计言简意赅，多媒体“能说善

舞”，以并不奢华的手法为舞台增光添彩。

主创团队借用水、月、镜、门等具有象征意义

的道具，营造出仙气缭绕的“幻境”。“一夜芙

蓉池中月，千年繁华入梦来。”舞段“水月”以

大圆镜折射出明月下、洛水边，翩翩起舞的

甄宓的多个倒影，折射出甄宓思念故土的情

怀。舞段“心魇”以数面镜子幻化出梦境，将

曹丕内心的恐惧、痛苦加倍放大，为曹植被

放逐埋下伏笔。似真亦幻，虚实相融，营造

独特的中式意境美。

锚定东方叙事，创新舞台美学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非新风潮，国

风舞蹈的创作脉络亦有迹可循。

近日，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之

际，《舞向巅峰——为人民而舞，为时代建

功》 专场晚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其中

“风华”篇章将中国古典舞几十年积淀的经

典剧目与独特形象凝练为不同风格的表演

展示。《秦王点兵》《扇舞丹青》《踏歌》等

作品描绘出“汉风唐韵，绘山河锦绣壮

丽；舞韵悠长，展东方瑰丽华章”的历史

画卷，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

的新光彩。

近年来，中国舞蹈创作异军突起，舞剧

作品在题材范畴、叙事能力、表现手法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发展。精品舞剧 《李

白》《孔子》《杜甫》 兼具当代性与生命

力，以饱满的诗意表达引领观众遨游时间

长河；热门作品 《红楼梦》《只此青绿》

《咏春》 突破舞台空间窠臼，以浪漫的笔

触书写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李清照》

《荆楚印象》《九歌》等新作亮相第二十三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唤醒每一个观众

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国风舞剧正以极

具东方韵味的舞蹈语言、音乐编排、舞美

设计，淋漓尽致地挥洒着中国意境，让东

方美学的绮丽之花绽放在技术创新的空间

维度里。

《水月洛神》海内外巡演达数百场，《红楼梦》《孔子》《李白》巡演步履不停——

国风舞剧长久不衰，观众缘从何而来
近日，80后艺术家张业兴接连被“吾

笑笑”“王哈哈Wally_”等多位小红书博
主发声质疑：我们的照片怎么成了你的
画作？

就在半个月前，“站台中国”画廊在西
岸艺博会高调呈现张业兴个展《此刻》，开
展首日作品就悉数售罄，单张价位在10万
元至30万元不等。就是这批作品，因备受
关注，进入大众视野，让不少博主惊觉，画
中人物、场景怎么与自己此前发布的照片
如出一辙？艺术家在被质疑之后给其中一
位博主发来的私信，几乎坐实了“抄照片”，
只不过艺术家用的说法是“借用”。

艺术家陷入“抄袭”风波，隔三岔五就
会重演。仅拿“抄照片”来说，两年前现身
综艺《会画少年的天空》中的某青年艺术
家，就曾被网友质疑其画作《重现的城市》
“抄袭”了八九十年前美国某博物馆的布展
现场照；十多年前某大牌艺术家拍出
3600万港币的油画《豹》，也曾被指涉嫌
“抄袭”《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夫 ·温
特的摄影名作《风雪之豹》。

如是尴尬，其实不仅仅关乎侵权与否，
引人追问抄袭与借鉴、挪用之间的边界到
底在哪里，更涉及到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家
的认定——什么才是合格的艺术作品及艺
术家。

就画论画。艺术名校科班毕业的张业
兴，画作主题往往围绕人与空间展开，凸显
一种身处现实的孤独感，让颇多观者感同
身受。然而，画作水准是一回事，创作态度
是另一回事。艺术创作从照片中汲取灵
感相当普遍。当然，如画作与照片高度重
合，获得版权方的许可是必要条件。可即
便获得授权，“抄照片”或者说简单复制照
片，也绝非什么高明的创作方式，该羞于被
称为艺术作品。背后暴露出的，是一种不
可取的创作态度，要么是投机取巧、急功近
利的心态在作祟，要么是艺术创造力匮乏
的映射。

要知道，艺术创作若想具备原创性，对
于照片的参考就不应停留在复制粘贴，而
是需要体现出明显的艺术转化或者说足够
的二度创作。

在艺术创作中，抄袭与借鉴、挪用之
间素来边界模糊、难有定论，若想从根源上
杜绝抄袭尴尬，更要靠艺术家自身的内驱
力——时刻葆有原创意识、探索精神，让创
新成为艺术创作的立足点。艺术创作殊为
不易，真正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定是从
艺术家心底长出来的，脑海中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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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歌剧院昨晚响起

恢宏旋律，上音作曲指挥系

特聘教授程晔担任号角指

挥，97位学生组成的上音交

响管乐团在二楼观众席率

先奏响《红旗颂》《奥林匹

克号角》《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选段，为上海音乐学

院建校97周年音乐会开启

先声夺人的序章。而在返

场环节，著名指挥家张国勇

执棒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

团，管乐吹出火车鸣笛之

声，打击乐器敲击出撞击铁

轨之声，弦乐制造出火车急

速飞驰的风啸之声……上

音校友刘湲创作的《火车托

卡塔》为这个夜晚画下精彩

难忘的句号。

昨晚的音乐会也是上

音大熊（全球最古老音乐出

版机构大熊音乐出版社）合

作机制年度音乐会，主题围

绕节日庆典和大师纪念展

开。在上音作曲指挥系教

授张国勇执棒下，由257人

组成的超庞大交响乐团奏

响理查 ·施特劳斯的《阿尔

卑斯山交响曲》，气壮山

河。“它恐怕算得上是世界

上编制最大的交响乐作

品，这部作品本身就要求

管弦乐队有宏大编制，需

要非常多的小号、圆号，大

型弦乐器、多把竖琴和管

风琴……而在上海，乐手

们将挑战这首‘巨型交响

乐’。”德国大熊音乐出版社

社长尼克 ·普菲弗科恩在视

频致辞中对该作的“上音诠

释版本”充满期待。

今年是作曲家理查 ·施

特劳斯诞辰160周年，本次

音乐会特别选择了其影响深远的交响

诗作品《阿尔卑斯山交响曲》。该作被

认为是他配器艺术的巅峰之作，从夜晚

至日出，详细描绘了登山和回程的各个

阶段和场景。昨晚的舞台上，来自上海

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160

名师生，携手二楼观众席

里由中国各大音乐院校师

生和职业院团的优秀乐手

们与上音师生组成的97人

铜管乐团，共同奏响作品

中著名的“狩猎”部分和

“登顶”段落。随着灯光亮

起，满怀激越之情的音符

响彻上音歌剧院。

音乐会还上演了著名

作曲家、上音原院长杨立

青教授为上音建校60周年

而作的管弦乐作品。整首

乐曲充满跃动与激情，体

现无限生机与活力。作品

中，主题旋律凸显鲜明的

民族风格、节奏速度灵活

多变、和声运用中西结合，

既保留了传统民间色彩与

韵味的同时又不失新颖风

味。尤其在乐曲中部对壮

美山河与舞蹈仪式的形象

描绘，给人带来极高的视

听联觉享受。其余各色形

象亦栩栩如生、接踵而至，

令人目不暇接。《节日序

曲》反映了杨立青先生和

上音人乐观、真诚的作乐

精神与态度，是上海音乐

学院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

且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自2019年上音与德国

大熊音乐出版社签署合作

协议，双方携手完成一系

列学术成果，包括杨立青

教授、沈叶副教授作品的

国际出版，院长廖昌永《中

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16

首》德文版全球发行等，并

连续五年举办年度主题音

乐会。上音与大熊还建立

了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学

科建设和实践交流。昨晚

的音乐会是上音近年来

“教创演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成果的一

次重要展示，以上音教学名师领衔，作

指系、管弦系、现打系、艺管系等多学科

协作，还联合各大艺术院校和职业院

团，以实践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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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斗士2》全球公映一周，口碑

出现少见的倒挂，专业评论普遍认

可，而观众评分仅得B。影片的制作方

派拉蒙影业还是松了口气，《角斗士2》

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是5550万美元，

略低于6000万美元的预期值，然而它

在北美之外的全球票房累计1.65亿美

元，目前总票房超过2亿美元。这个周

末，导演雷德利 · 斯科特迎来87岁生

日，他时隔24年给《角斗士》拍的这

部续集，创造了个人作品的最高首周

末票房。

24年前，罗素 ·克劳扮演的角斗士

马克西蒙斯在场中控诉冷漠的人群：

“你们没有被逗乐吗？”《角斗士2》对

于雷德利 · 斯科特而言，在象征层面

也是这样一场厮杀：面对好莱坞整体

票房较前一年下跌11%、比疫情前锐

减25%，派拉蒙影业把财务年终报表

的希望寄托于87岁老导演的一部续

集，事先张扬地高调营销“高价造

景，血腥尺度”，《角斗士2》这部电影

和它拍摄的内容都成了当下的奇观，

又何尝不是来自一个老人的尖刻反

讽：你们没有被逗乐吗？

关于“男性阳刚想象”的
不同版本

尽 管 社 交 网 络 上 的 评 论 认 为

“ 《角斗士2》 是对 《角斗士》 的翻

拍”，因为两部电影的情节大同小异，关

于一个丧失自由的男人在角斗场上伺

机复仇的故事。但事实上，《角斗士2》

的方方面面是对《角斗士》的颠覆和

瓦解。最直观的，同是“角斗士”，罗

素 · 克劳的马克西蒙斯和保罗 · 麦斯

卡的路奇乌斯是关于“男性阳刚想

象”的截然不同的版本。

罗素 · 克劳因为 《角斗士》 得了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后，他的名字成

为特殊的“形容词”。在后一年的《欲

望都市》剧集里，女朋友们讨论各自

的“理想男人”——“罗素 · 克劳。”

“女人在罗素 · 克劳面前能干嘛？”“还

是乔治 · 克鲁尼吧。”“哦，这家伙就像

一套香奈儿套装！”克鲁尼代表了城市

淑女认证的优雅和教化，以他为参照，

克劳提供了“男性理想”的另一个极

端：原始，野蛮，荷尔蒙。不仅戏里的

马克西蒙斯是言辞木讷的，生活中的克

劳同样脾气暴躁，难于相处，真人和

角色同等地缺乏幽默感。

现在，在同样“蛮荒”的世界

里，保罗 · 麦斯卡从他本人的气质到

他演出的角色，走向了克劳的反面。

麦斯卡给人的印象停留在 《正常人》

里敏感温柔的文艺男孩，哪怕他练成

一身肌肉的壮士，他的银幕形象和表

演气质仍然是内敛的，他有尺度地输

出愤怒，不像克劳出现在画面上就是

愤怒本身。电影里，丹泽尔 · 华盛顿

扮演的野心家马克里努斯对路奇乌斯

的总结是神来之笔：“你的怒气像母乳

一样流出。”这个男孩经历生死存亡的

厮杀，浑身染血地站在暴君面前，还

能朗诵维吉尔的诗。

错乱时空中的“历史现场”

哪怕使用类似的情节，斯科特导

演制造了新版本的角斗士的形象，也

制造了一个不同于《角斗士》的崭新的

“古罗马”。《角斗士》是曾被历史学者赞

美的“进入古罗马现场”，《角斗士2》

是被质疑“形同儿戏”的戏说现场：犀

牛不可能被驯化成坐骑；角斗场不可能

蓄水成大水池让角斗士“水战”，在罗马

市中心豢养大批鲨鱼也是天方夜谭；

2000年前的罗马不会有报纸，因为造纸

术还没有在遥远的中国诞生；2000年前

的罗马同样不会有咖啡馆，埃塞俄比亚

的牧羊人要在暴君卡拉卡拉死后600多

年才意外发现咖啡豆；盖塔向马克里努

斯暗示疯癫的卡拉卡拉病入膏肓，梅毒

进了大脑，但梅毒在欧洲的传播是1495

年以后……

这场电影导演和历史学者的冲突

中，电影戏弄了历史，导演利用视听

游戏的特权，在错乱的时空中创造了

一个平行于现实的“历史现场”。电影

里不存在对历史的复刻，只有现在进

行时的当下，“古罗马的群众是否嗜

血”不是电影的考据功课，导演以古

罗马的名义制造了流血和杀戮的奇

观，但购票观看“暴力和死亡奇观”

的消费者是这个时代的观众。

批判和反讽，这是《角斗士2》里

的一根骨刺，如同豌豆公主身下隔了

十八床褥子的一颗豆子。导演满不在

乎地颠覆了历史，也有意为之地颠覆

了他的旧作。在《角斗士》里，明君

马克 · 奥勒留主张“自由、平等、法

治”的政治理想被视为古罗马的救

赎，以生命实践奥勒留政治信念的马

克西蒙斯在人格上是无瑕的。《角斗士

2》上演了一系列“纯真的覆灭”：忠

贞地爱着妻儿的马克西蒙斯和公主生

下私生子；受过奥勒留庇护的奴隶马

克里努斯“教育”他的外孙路奇乌

斯，“奴隶渴望的不是自由，而是拥有

奴隶”；实现政治理想的方式是阴谋；

女人实践其野心的途径是和男人结

盟；“正统”继承人以野蛮人的身份归

来；那些从未实现就失传的“传统”

成为遥远的神话。《角斗士2》结束的

时候，从角斗场上抬头的路奇乌斯眼

里有混杂的冷酷和痛苦，这像极了

《教父2》开头独当一面的迈克尔 · 柯

里昂。巧的是，斯科特说：“我想象路

奇乌斯的形象，想到《教父2》。路奇

乌斯和小柯里昂一样，是不愿意接过

上一代责任与理想的年轻人，他们经

历血雨腥风，直到自己变成面目全非

的怪物。”

《角斗士2》能提供多少关于历史

和政治的复杂思考？其实不重要。斯

科特的电影重要的吸引力是在颇不耐

烦的简省叙事里，输出高能量的影

像，这是古早的、可能也是过时的

“纯电影”的乐趣。当全世界的电影都

在迎接粉丝化、段子化、短片化的新

一代，他保持着“电影老人”的倔强。

“你们没有被逗乐吗？”

《角斗士2》是老年人的尖刻反讽

片场 ·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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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水月洛神》剧照。 （演出方供图）

导演雷德利 · 斯科特时隔24年给《角斗士》拍的这部续集，尽管电影情节大同小异，都是关于一个丧失自由

的男人在角斗场上伺机复仇的故事。但事实上，《角斗士2》的方方面面是对《角斗士》的颠覆和瓦解。

二楼观众席里的铜管乐团奏响满怀激越之情的音符。 （上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