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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的武汉，留给中国人难

以磨灭的记忆。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人们需要缓过来、走下去的积极态

度，这也是《穿过寒冬拥抱你》这部电

影想传递的内核。

创作之初，我们就想通过这部电

影表现普通民众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战胜疫情的努力。他们是平凡的，却

努力、乐观、坚强，并用最大的勇气和

善意帮助别人。构思这部电影的时

候，我们想用爱情作为贯穿电影的线

索，表达“疫情防控之下，生活依旧有

美好”的想法。

故事从武汉快递小哥阿勇展开。

在创作中，我们淡化了这个群体所做

的具体工作，突出表现他们在工作过

程中的个人情感体验，他们的恐惧、勇

敢、委屈、柔情等。在塑造电影中的每

一 组 人 物 时 ，我 们 都 希 望 突 出 情 感

本身。

展现医护人员群体，是影片必不

可少的部分。我们塑造了老医生“奶

奶”和小护士晓晓两个人物。作为老年人，“奶奶”面临的风险

更大，但医生的勇敢和责任感使她毫不畏惧，在危急关头挺身

而出；晓晓在生活中是个爱美丽也爱美食的女孩，尽管面对疫

情，她依然乐观勇敢，如同我们采访过的那些医护人员，他们

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呼。

影片希望展现人与人间的相互安慰和扶持。在我看来，

中国人在疫情防控中的守望相助给生活带来了温暖。电影里

表现的普通人就如同我们自己，或许曾有胆怯，但终究变得勇

敢。疫情防控中，我们未必会做出多么传奇而伟大的壮举，所

做的大多是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最终汇集成了

互助和温暖的海洋。如同影片中的阿勇从一个人孤独地在高

速路口接车，到带领众多志愿者一起接车。这部电影里的人

物都是自己的英雄，我们不想刻意拔高，他们对生活或许会有

各种各样的小抱怨、小胆怯，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还是会

做出最勇敢、最正确的选择。

我 们 先 后 想 了 100 多 个 影 片 的 片 名 ，才 最 终 确 定 现 在

这个。在我看来，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开始于冬天，疫情对全

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寒冬”，穿过寒冬拥抱你，也是拥抱生活本

身。我们有信心回归正常的生活，我认为勇敢是直面艰难的

能力，更是直面后的释然、达观和微笑。希望这部电影能带给

大家回归的信心和力量。

（作者为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导演，本报记者刘阳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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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回旋，扇舞生风，如笔墨

行云流水；擐甲执兵，凌空翻转，尽

显英勇气概；乐声渐密，舞者轮番

秀出舞技绝活，令人目不暇接……

帷幕落下，掌声不绝。“为人民

而舞”——《舞动经典》首轮巡演近

日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收官。90
分钟内，观众感受到了中国舞蹈不

同时期、不同舞种的经典魅力。表

演者均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

团 ，大 多 获 得 过“ 桃 李 杯 ”“ 荷 花

奖”。凭借过硬的基本功与独到的

理解，年轻的舞者们用舞蹈语言演

绎中华文化之美，带给人视觉审美

的同时，也使人获得心灵的感动与

共鸣。

为经典寻找触
达当下的方式

舞蹈类综艺节目收获广泛关

注，频频在短视频平台出圈……近

年来，中国舞蹈的“能见度”越来越

高。这既源于中国舞自身的魅力，

也离不开年轻舞者对经典作品的

传承与创新。

《相 和 歌》《扇 舞 丹 青》《点 绛

唇》……许多舞蹈专业学生心目中

的“教科书级范本”作品，都出自北

京舞蹈学院。成立于 1987 年的北

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由北京舞蹈

学 院 的 优 秀 毕 业 生 组 成 ，目 前 有

23 名青年舞者。

《舞动经典》融合了经典与创

新，舞者既是传承者也是创造者，

以 青 春 能 量 为 作 品 注 入 新 的 生

命。舞团演员、国家二级演员蒲宇

是 90 后，他表演的作品《风吟》已

有 21 岁了。回忆起排练的心路历

程，他说：“在教室里跟编导和原演

出者接触，了解创作的细节，不只

在动作上更到位，还包括情感和身

体上的反馈。与风共舞，在经典中

探寻不同的肢体表达，在经典中追

求永恒的艺术魅力。”

一束聚光灯，一人一雁一椅，

历经千帆的老人回首一生。很难

想象，双人舞《老雁》中饰演老者

的，竟然是舞团中最“新”的演员。

今年 23 岁的吕科镝，毕业后加入

舞团不到两年。他说：“人生如果

是一句话，《老雁》讲的就是句号前

面的那个字。”《老雁》的另一名演

员赵珊感叹：“新瓶装旧酒，也能酿

出不一样的风味。”

经典之所以闪耀，离不开老一

代舞蹈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演出

的 报 幕 屏 上 ，许 多 作 品 特 别 写 有

“排练指导”，名字对应的大多是这

支舞原版的演员或编导。

“在《舞动经典》中，经典与创

新试图构成某种对话，不同舞者之

间对于传统与身体的理解，代际创

作 交 流 ，既 有 对 于 经 典 舞 作 的 回

望，也有新一代人的探索。”舞团副

团长任冬生说。

正如一名观众留言：“如同折

子 戏 ，为 经 典 寻 找 触 达 当 下 的 方

式。年轻的舞者或许还存在技巧

之外情感、理解、经历等方面的不

足，但传承本身已弥足珍贵。”

给青年舞者搭
建成长的平台

17 岁、27 岁和 37 岁，对舞者意

味着什么？在舞团演员、国家一级

演员王亚彬的微博上，3 张照片定

格了同一个姿势，仔细看却能发现

不同。照片分别是她 3 个年龄时

期表演《扇舞丹青》的剧照。有网

友说：“21 年后的《扇舞丹青》在柔

美之中多了一份成熟与英气。”

舞 台 上 ，王 亚 彬 除 了 演 绎 经

典 ，还 带 来 了 自 己 编 导 的 现 代 舞

《女人与海》。如今，她拥有演员、

编导、老师等不同身份。“教学相

长，创演兼收并蓄，身份的转变是

一个不断磨砺不断精进的过程，我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一直不变。”王

亚彬说。

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进入青

年舞团，成立个人工作室——王亚

彬 30 多年的舞蹈生涯，是舞团正

在探索建立演员从引进、培养到流

动的成长机制的一个缩影。任冬

生介绍：“近年来，舞团以‘青年舞

蹈家工作室’‘演员转教’等方式推

进高端表演人才队伍建设，致力于

成为教学、科研的研发基地，创新

剧目的实验和传统剧目的示范基

地，整体教学的艺术实践基地，优

秀教师的储备基地。”

任冬生说：“我们希望给每一

个青年艺术家设计艺术成长之路

的个性化方案，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成员进入舞团后 5—10 年考

取硕士学位，15—20 年后可以考虑

转到教学岗，将成熟的经验反哺教

学。”如果热衷于创作和表演，舞团

成员也可以争取成立工作室，获得

平台和经费的支持。

此 次 演 出 的 古 典 舞《青 山 远

黛》是蒲宇编导的，他也是 3 个新

创 作 品 编 导 中 最 年 轻 的 。 他 说 ：

“每个人在舞团都能找到适合的定

位。我们不只学习怎么当表演者，

还在学习编导乃至舞台设计、教学

技巧等，努力成长为综合型的艺术

家。”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人民、来

源于生活。拓宽艺术传播渠道，托

举青年艺术人才，才能真正让文艺

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北京舞

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说。

开拓中国舞蹈
更广阔的舞台

“当代中国舞者应该用舞蹈这

门世界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我

们不仅要做好中国古典舞蹈的传

承，更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王

亚彬说：“我们不仅可以将优秀传

统文化立体展现在舞台上，也能让

更多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舞团在法国、意大利、

瑞士、德国等开展多场演出交流活

动。去年，北京舞蹈学院与国家大

剧院和中演院线等开启合作机制，

通过精准设置演出展示渠道、加强

校企合作等方式，讲好真实全面立

体的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

从校园走向更大的舞台，不仅

需要团队的力量，也离不开舞者自

身的韧劲。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不

过数分钟，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

泪 水 、汗 水 和 血 水 浸 泡 的 艰 辛 滋

味，才是舞者的日常。若非热爱，

谈何坚持？

与舞者交谈，“幸福”“热爱”，

总被他们挂在嘴边。蒲宇说：“我

们 一 直 在 学 院 的 爱 护 下 ，做 着 自

己最喜欢的事情，多么幸运。”舞

团演员何林谦脱口而出：“每一个

不 曾 起 舞 的 日 子 都 是 孤 独 的 。”

“ 舞 蹈 是 我 和 世 界 沟 通 的 一 种 最

佳方式。”王亚彬道出了许多舞者

的心声。

吕科镝排演《老雁》时，在编导

田 露 的 启 发 下 ，渐 渐 有 了 新 的 感

悟：“人们感知回忆与爱的能力是

相通的，舞蹈打动人心的魅力也是

相通的。”少年端坐，挺拔的身姿，

欲展翅翱翔。

“ 要 为 青 年 舞 团 开 拓 更 大 舞

台，从校园走出去，在国家平台乃

至世界平台去展示，让这支团队走

出学院、走向世界，成为学院事业

发展和中国舞蹈事业的生力军。”

巴图说。

创新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

舞动经典 演绎中华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陈圆圆

近日，“为人民而
舞”——《舞动经典》
首轮巡演于北京天桥
艺术中心收官。表演
者是来自北京舞蹈学
院青年舞团的年轻舞
者，他们凭借过硬的
基本功与独到的理
解，用舞蹈语言演绎
中华文化之美，带给
人视觉审美的同时，
也使人获得心灵的感
动与共鸣。

核心阅读

红墙黄瓦白阶绿树，70 多座宫

殿、9000 余间房屋，还有护城河、城

门、角楼……用乐高积木搭建的微缩

版故宫，出现在广东番禺的一间工作

室门口，引来过往人们驻足拍照。

“作品占地 10 平方米，运用了

大约 70 万个乐高零件，历时 9 个月

搭建完成。”创作者黎十一郎说。

黎十一郎本名黎志宁，是位 80
后，2008 年开始接触乐高。每天创

作两三个小时，拼拼拆拆，乐在其

中。2014 年，黎志宁的首个原创乐

高作品问世，逐渐有了名气。

2020 年是故宫建成 600 年，从

未去过北京的黎志宁，决定以故宫

为原型进行创作。

创作之前，他仔细查阅资料，

在图纸上标注出建筑的位置，结合

自己的理解，边搭建边修改。作品

中，黎志宁引入比例概念，从午门

开始是按照 1∶1 的比例搭建，此后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逐渐进行

微缩，大中小比例互相交叠。“由于

场地和设计的局限，只有通过微缩

才能把四大门、三大殿、后三宫、御

花园和慈宁花园等建筑元素呈现

出来。”不同比例在整体效果上显

得协调，也是作品的亮点所在。

“难点在于要在大量库存里找

到想要的零件，还要在分拆拼接的

过程中不断调整，让过渡场景的转

接位更自然。”黎志宁说。

黎志宁回忆，在作品底板最后

拼接组装时，他发现有一块底板上

的建筑大小与其他部分不一致，为

了在约定日期前完成作品，他花了

一周时间调整。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品火了，

黎志宁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没想

到这么火，许多朋友都希望我多出

一些中国风的作品。”黎志宁说，自

己的初衷是创作一件反映中国制

造、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作品。

随着关注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黎志宁想用更多作品展现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他的梦想是建立

自己的乐高模型展览馆，用作品打

动观众，中国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

元素。事实上，这并不是黎志宁第

一次尝试中国风。自带灯光效果、

还原广州地标的作品《广州塔》；代

表 岭 南 饮 食 文 化 的《舌 尖 上 的 番

禺》，用乐高拼出一桌美味佳肴；表

达端午时节南粤龙舟竞技传统的

龙船模型……

“零件本身没有文化，但作品

有文化。我想用乐高这种元素，组

装出中国作品，推向全球视野。”黎

志宁说。

广州80后用 70万个乐高，拼出10平方米微缩版故宫

巧 手 搭 出“ 中 国 风 ”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姜晓丹

■讲好中国故事R

《舞动经典》剧照。 资料图片

本报济南 1月 13日电 （记者侯琳良）13 日，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在青岛揭牌。据介绍，学院将以上合示范

区为推进主体、青岛大学为实施主体，整合国内优质资源，进

一步加强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人

才队伍建设，为多边经贸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搭建新平台。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将秉持“上海精神”，面向

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突出国际化、市场化、

创新性办学特色，着力建设“经贸+”学科体系，培养熟悉上合

组织国家国情、通晓国际规则、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型

经贸人才，打造专业化多元化人才培养平台、“中国+上合组

织国家”高端国际智库平台、畅通高效的经贸合作和交流平

台。目前，按照“边培训、边筹建、边争取、边申报”的思路，上

合示范区加快推进经贸学院建设，已开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国

际物流运输与多式联运研究班、跨境电商实操培训班等援外

培训和经贸培训 28 个班次，来自 43 个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 3000 余人次参加培训，为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经贸学院建设及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

方经贸合作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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