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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采访，要调 整 练 琴 的 时 间

啦！”吕思清张口不离小提琴。

4 岁半学拉小提琴，8 岁被中央音

乐学院破格录取，17 岁获得第三十四

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

至今在海内外演出上千场，演出足迹

遍布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吕

思清与小提琴的关系，似乎印证着那

句古诗：“一弦一柱思华年”。

近日，小提琴家吕思清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讲述他与小提琴的故事。

记者：2019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

山伯与祝英台》诞生 60 周年。迄今为

止，您已录制 5个版本的《梁祝》，演奏近

千场。对您而言，这首曲子意味着什么？

吕思清：1959年，《梁祝》实现了交响

音乐民族化的成功探索，很多艺术家都

演绎过《梁祝》。它属于中国，属于所有

爱音乐的人。《梁祝》是我演奏最多的

中国小提琴协奏曲，它见证了我的艺

术成长和成熟。18岁那年，我学拉《梁

祝》，父亲将手抄的曲谱寄给我，在封面上

写下期许：“望你将它演奏出神话般的传

奇”。演绎这个曲子的最大转折点，是

1993年我与曲作者何占豪、陈钢两位先

生的见面，让我真正理解了“中西合璧”，

比如小提琴曲中融入越剧的紧拉慢唱。

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很重要。每当

我演绎《梁祝》，脑中浮现的是活灵活

现的故事。“英台抗婚”的激烈、“楼台

相会”的缠绵、“梁祝化蝶”的凄美……

演奏者的音乐幅度越大，幅度间的情

感层次便越丰富，表现力和戏剧张力

便越强，他的音乐就越能打动人。

记者：动人，是评判演奏水平的标

准之一。《梁祝》既是您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享誉世界乐坛的中国“好声音”。

古典音乐要“声入人心”，靠的是什么？

吕思清：古典音乐界的“中国力

量”正在崛起，我们要善于用小提琴这

种西方乐器的表现手法，将中国故事

和中国人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厨师做菜，对味道的点滴差异极

其敏感，他需要上百次实验，调料何时

放、放多少、浓度多少，都需要细致考

量 。 演 奏 者 研 究 曲 子 ，是 同 样 的 道

理。毫厘之差，音乐的“味道”便不同

了。比如，《梁祝》中“英台投坟”段落

的处理，音滑上去前的休止符多长合

适？一个休止符，体现的是音乐张力

和人物思想的交锋。这个“休止”要像

拉满的弓箭，储备直击人心的能量。

弦音即心声，好的演奏是对每个

时 间 点 的 合 理 把 握 ，0.1 秒 乃 至 0.01
秒。强弱、节奏、速度的安排，背后是

演奏者的巧妙构思，它需要与听众的

心跳合拍。这种“心跳”，只有在现场

能体会。演奏者要站在听众角度去表

现情感，而不只是感动自己。

记者：一首曲子要练习和演绎上

千遍，您如何看待重复的技法训练与

充满新鲜感的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

吕思清：真正的技术，体现在演奏

者对乐器和音乐的掌控力。怎么把大

众熟悉的《小夜曲》拉得美妙动人？《爱

的忧伤》《美丽的罗斯玛琳》小提琴技

法上并不难，但如何演奏得让人感动

和信服？相比于用技术去吸引观众，

我更希望用音乐来打动观众。

我们常说小提琴要“慢练”，抠音

准、抠细节，看似枯燥，其实是最重要

的。琴弦始终在理性与感性间游移。

在精密准确的基础上，生发不同表达。

我每天坚持练几个小时琴，既是技能训

练，也是思维和创造力的锻炼。看到一

本书、一幅画，或者听到一段音乐，领略

到美景，将一触即发的思考融入音乐。

我相信，最完美的演奏在下一次。

记者：今年年初，您与一支流行电

音乐队在武汉跨界合作了一场演出。

此前，您与民族音乐、流行音乐、舞蹈

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都跨界合作过。

您如何看待艺术的共性与个性问题？

吕思清：“界”不是泾渭分明的。我

们在许多流行歌曲中，常能听出古典音

乐的韵味。对古典音乐家而言，流行音

乐的即兴、灵活，也很有启发。贝多芬、

莫扎特、巴赫等作曲家，通常不写协奏

曲中的华彩乐段，需要演奏者即兴创

作。跨界，何尝不是一条艺术的通途？

从更广视野看，声音源于自然。

音乐和自然的“跨界”，会产生更多“和

鸣”。去年年底录制一个节目，我在北

京慕田峪长城拉起了小提琴，眼观壮

美山河，身感八面来风，那种感觉是在

音乐厅无法比拟的。我还曾在室外演

奏小提琴协奏曲《四季》，那一刻蝉鸣

鸟叫，音乐与自然巧合般融合在一起。

记者：您说的音乐与自然、与其他

艺术的这种美妙的融合，真令人感叹，音

乐确是“如歌的行板”，讲究意味无穷。

吕思清：是的，音乐为我们打开了

一扇欣赏人生的窗口。每个人都会在

音乐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代入自己的

故事，放飞自己的想象。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我对音乐

的诠释不断在变化。17 岁时，我参加

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建立了在

舞台上的信心。 2000 年我的父亲去

世和 2004 年的我大儿子出生，让我对

生命有了更深的体悟。音乐对我的意

义，已经不是一场音乐会的成功，或是

成名得奖。它是一辈子与音乐为伴的

心安。现在是，我的大儿子弹钢琴，我

和我的小儿子拉小提琴，三个人经常

共同完成一首曲子。无数个合奏的瞬

间，都让我觉得那样美好，这是音乐带

给我的。我更愿意将古典音乐称为

“经典音乐”，它的生命力和魅力是无

穷的。我享受音乐，更享受与观众一

同走进音乐的“旅程”。

记者：音乐是时光的艺术，需通过

传承延伸它的生命力。在“纪念贝多

芬诞辰 250 周年”的音乐会上，您曾与

国际小提琴少年组比赛第一名的几位

“00 后”同台合作，还参与发起青年艺

术家推广计划。您最想带给他们什么？

吕思清：对年轻一代而言，比专业

技巧更重要的，是艺术思想。我更希望

引导他们去思考通过音乐表达什么。

我们还需要搭建平台，让年轻人有更多

展示机会。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音乐

中，一代代人烙下时代的印记，丰富着

音乐精神的内涵。我们与音乐丰富着

彼此的“乐章”，何其幸运，又何其幸福。

图为吕思清演出剧照。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二维码，进

入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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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 蕾 ，是“ 足 尖 舞 ”，更 是“ 舞 剧 艺

术”。经过几代人耕耘，中国芭蕾已进

入世界一流方阵，中国演员在国际上频

频摘金夺银，作品呈现出中国芭蕾独有

的艺术风格，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

中国芭蕾仅有 60 余年历史，但已逐

渐形成芭蕾的“中国学派”。第一部奠

定中国风格芭蕾的舞剧作品，是在新中

国成立 15 周年之际面世的《红色娘子

军》。这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革命历

史题材舞剧，因其精湛的艺术表现而成

为经典。

创造独具中国韵味的芭蕾语汇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排，借

助了当年同名电影产生的影响力。梁

信 的 剧 本 、谢 晋 的 导 演 艺 术 以 及 祝 希

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塑造的

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提供了创

造基础。

1964 年，《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

剧场首演。半个多世纪以来，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排演的薪火相传，迄今为

止 6 代“琼花”及演员们的精彩表现，让

这部中国芭蕾经典深入人心。

从最初的创编者到后来的表演者，

他们都深刻认识到，表现《红色娘子军》

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必须要走芭蕾舞

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剧目的创演，

是不断向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

过程。创作者从作品内容和人物出发，

运用芭蕾原有的特点和技术，将它与中

国的民族民间舞相结合，创编新的动作

语汇。在保持芭蕾收紧、挺拔、外开性

等特点的基础上，提炼现实生活中丰富

的造型动作，融入劳动人民健康开朗、

意气风发的情感，创造出独具中国韵味

的芭蕾语汇，为芭蕾“中国学派”的形成

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红色娘子军》创新了叙事

风格。运用芭蕾特有的形式手段，表现

中国人民特有的生活和情感世界，逐渐

成为中国芭蕾一脉相承的创作共识。

为了排演好这部红色经典，中央芭

蕾舞团一代代舞者在娴熟掌握芭蕾技术

的基础上，也在继承发扬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传统。他们不仅要掌握生活

动作的外部形态及其内在依据，更要重

温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以准确表现

人物的思想情感。舞者们既通过排演理

解了如何用芭蕾讲好中国故事，也接受

着革命精神的熏陶和洗礼。塑造角色的

同时，也在塑造自己。正如中央芭蕾舞

团团长、第三代琼花扮演者冯英所言：

“中央芭蕾舞团 4000 多场的演绎中，先

后培育了 30多位‘琼花’和 20多位‘洪常

青’。在‘娘子军连’旗帜的感召下，新一

代‘娘子军’们将继续成长！”

开拓革命历史题材的表现空间

运用芭蕾舞的形式和手段，表现革

命历史题材，已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和创作自觉。辽宁芭蕾舞团创演的《八

女投江》、上海芭蕾舞团创演的《闪闪的

红星》、中央芭蕾舞团创演的《沂蒙》和广

州芭蕾舞团创演的《浩然铁军》，都体现

出《红色娘子军》创编理念的薪火相传。

《八女投江》曾在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中获“文华大奖”。该剧由两幕构

成，每一幕又各由三个情境链接。作为

《红色娘子军》创编理念的一脉相承，该

剧很好地处理了三对关系：军事动作和

芭蕾风范的关系、剧中“八女”的人物共

性与个性的关系、抗日战争的叙述主线

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关系。

《闪闪的红星》已应邀参加今年的

“全国舞蹈展演”。该剧也由两幕构成，

每一幕各有三个情境。在处理军事动

作和芭蕾动作关系方面，《沂蒙》与《闪

闪的红星》类似。只是在《闪闪的红星》

中，编导是以成年后的潘冬子（舞剧首

席）的视角来结构其成长过程中的“心

路历程”；而在《沂蒙》中，编导是在客观

视角中表现英嫂（舞剧女首席）“乳汁救

伤员”和“冰河扛浮桥”的义举。

从表现形式看，《沂蒙》中的“胶州

秧歌”女子舞蹈与《红色娘子军》中黎族

“钱铃双刀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

说，通过民族民间舞打造中国芭蕾风格

是一种创作理念的传承，那么，《八女投

江》中多位女战士各自演述的“发散式

结构”、《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追忆自

己心路历程的“主观视角”，已同步于当

代芭蕾舞剧“心理描写”的表意追求，开

拓了表现空间。

剧作家阎肃在谈及自己的艺术追

求时，曾将“风花雪月”重新解读为铁马

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

这种“风花雪月”，也应是革命历史题材

芭蕾舞剧的审美追求。

诠释民族精神和中国气派

深化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度，已成

为中国芭蕾创新的第一推动力。近年

来，中央芭蕾舞团在增强创造之力、创

新之力、创作之力上下功夫。创作者在

现实题材的真实性、典型性、引领性方

面精心打磨——追求细节的真实，创造

时代的典型，把握精神引领的正向。《鹤

魂》《敦煌》《花一样开放》作品的相继问

世，体现出这方面的骄人成果。

创演于 2015 年的《鹤魂》，分为《青

春的旋律》和《青春的礼赞》两幕，表现

了当代青年的逐梦故事。舞剧女首席

梦娟的原型是歌曲《丹顶鹤的故事》中

的主人公。“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

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

用芭蕾表现“丹顶鹤”，让人不禁联想到

芭蕾史上经典的“白天鹅”。不同的是，

《鹤魂》表现的不是“小爱”，而是种“大

爱”，是那位叫徐秀娟的女孩对生态保

护倾注的爱。两年后，芭蕾舞剧《敦煌》

创演完成，剧中男首席吴铭的原型是敦

煌第一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代表常书

鸿。我们欣喜地看到芭蕾对于“敦煌舞

姿”的呈现，剧中首席“飞天”的动态形

象是点睛之笔，而壁画造像中的形象以

不同方式“跳”进作品，使人感叹这是

“真正的芭蕾”，更赞叹这是一部“真正

的中国芭蕾”！

创演于 2020 年的《花一样开放》演

绎了乡村志愿者何琳远赴苗乡开展脱

贫攻坚的故事。作为芭蕾舞剧的表意

手段，该剧苗族舞蹈的造型风格天衣无

缝地融入芭蕾的叙事表达中，而不是将

其作为常见的插入性舞段。《敦煌》和

《花一样开放》带给我们的欣喜，在于

“敦煌舞姿”和“苗族舞蹈”与芭蕾的水

乳交融。可以说，《鹤魂》《敦煌》和《花

一样开放》都是现实题材的舞剧佳作，

一部比一部成熟。

正是这种从创编理念到主题内涵

的薪火相传，以及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孜

孜以求，形成了别具一格、自成一派的

中国芭蕾，在培根铸魂、明德扬善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运用芭蕾语汇讲述

中国故事，诠释民族精神、中国气派，中

国芭蕾正以更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

舞台、世界目光中，优雅而唯美地走入

观众的心。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中国芭中国芭蕾蕾
为何为何自自成成一派一派

于于 平平

今年年初，一台融合戏曲与舞蹈的

节目《惊·鸿》登上网络热搜榜。

近年来，这类“戏曲+互联网”的探

索还有很多。比如，网络游戏《天涯明

月 刀》开 发 了 京 剧 主 题 版 本“ 曲 韵 芳

华”，这既是跨艺术样态的融合，也可以

视为“票友”在互联网上的一次华丽亮

相。网络京剧节目《瑜你台上见》中，京

剧演员王珮瑜以脱口秀的形式，将戏曲

“讲”给网友听。各类听书软件，演绎戏

曲名段、展示技艺“绝活”的视频直播，

“在线唱戏”APP，等等，层出不穷。传

统戏曲的美学品格、艺术精神和文化内

涵在传播创新中焕发了新魅力。

戏曲是活在舞台上的艺术，也是活

在观众心中的艺术。无论是经典作品的

流传，还是名角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有

效传播。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不断

提高，网民规模已达 9.4 亿，戏曲的繁荣

复兴需要与互联网发展同向而行、融合

共进。在承担艺术传播、欣赏和交流作

用的同时，互联网已逐渐成为人们巩固、

拓展、提高艺术品位的桥梁。越来越多

的戏曲爱好者活跃于网络，更集中表达

出当下观众对戏曲的态度和期待。以互

联网为基础，搭建“新戏台”，不是应对媒

介变化的“权宜之计”，而是事关戏曲传

承发展的“发展大计”。

“戏曲+互联网”并非是削弱或取代

戏曲的现场性，而是通过“转译”，使其更

符合互联网的“语法”。具体方式多种多

样，或在新的观演空间和场景下对戏曲

经典元素、精彩片段的再演绎，或是戏曲

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也可能是

依托现代媒介技术对戏曲艺术进行再包

装。成功“转译”的关键，不仅在于高超

的“ 翻 译 ”技 巧 ，更 在 于 深 刻 吃 透“ 原

文”。因此，创新戏曲传播，必须立足本

体、守住边界，符合戏曲的艺术特征、美

学精神。否则，所谓“创新”，就成了无根

之木、无源之水。

搭建网络“新戏台”，是互联网思维

和戏曲艺术规律交融下的深刻变革，既

要延续传承戏曲的“老味道”，还要培养

具有互联网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的“新

戏迷”。这就要求戏曲工作者敏锐捕捉

社会审美心理的新变化，既要警惕“信息

茧房”造成的视野偏狭，也要防止趣味固

化带来的审美疲劳。通过一次次“破圈”

传播的探索实践，构建网络时代戏曲欣

赏新空间，创造戏曲有效抵达观众的新

场景。

为此，必须细致分析受众需求，关注

他们喜欢看什么戏，以及他们喜欢怎样

看戏，找到戏曲与当代受众艺术趣味和

审美偏好有效对接的“端口”，激发当下

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走近戏曲的兴趣。不

过，建立“端口”，只是创新戏曲传播的第

一步。戏曲传播创新不能满足于碎片化

的呈现、话题式的热度。时下戏曲传播

引发的一些“破圈”现象，值得点赞和鼓

励，但更应思考的是如何保持、延续和深

化这种热情，并将其真正转化为推动戏

曲创新创造的不竭动力。这是观演关系

的重构，既需要戏曲专业人士加盟和技

术力量支持，也有赖于戏曲生态的良性

发展。

当视频平台上对“姹紫嫣红”的在线

吟唱，转变为对艺术本体的特色和思想

内涵的深刻理解，古老戏曲才能真正融

入当代文化生活。当观众对戏曲的欣

赏，从耳目惊艳转变为心灵陶醉，感受到

戏曲内蕴的中华美学精神，从中汲取文

化滋养和精神力量，网络“新戏台”才能

真正成为当代人共享的文化空间，成为

既传统又时尚的文化盛会。

搭建网络“新戏台”
李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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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编理念到主题内
涵的薪火相传，以及对现实
题材创作的孜孜以求，形成
了别具一格、自成一派的中
国芭蕾，在培根铸魂、明德
扬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运用芭蕾语汇讲述中
国故事，诠释民族精神、中
国气派，中国芭蕾正以更自
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
世界目光中，优雅而唯美地
走入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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