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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舞剧演出市场呈现蓬勃态势，有

的新创作品“一票难求”，经典舞段在社交媒

体上刷屏，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这从一

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舞剧多年来在创作演出上

的扎实积累和有效探索。植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聚焦火热的现实生活，用肢体语言和剧

情感染观众，舞剧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成为中

国舞台艺术一大亮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经验值得总结。

活化传统，彰显中国舞剧
的民族特色

创造性运用传统舞蹈资源始终贯穿于中

国舞剧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典舞讲求“形

神劲律”“圆流周转”，这种形体文化蕴藉着深

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国民族民

间舞则以其丰富性与多样性，为舞蹈形体和

编排提供丰厚资源。深入中国传统舞蹈的艺

术宝库，总结规律、活化传统，这是展现中国

舞剧民族文化辨识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

舞剧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舞剧《醒·狮》通过富有岭南特色的民间

舞蹈“醒狮”，讲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

元里抗英斗争的故事。剧中多次运用醒狮固

有的左右弓步、金鸡独立等步伐，并且将中国

古典舞的“形神劲律”融入其中，把“醒狮”舞

台化、性格化，从而更好地为塑造人物形象服

务。创作者还巧妙地将高台醒狮“采青”的表

演，转化为舞蹈纵向空间的调度，丰富两名男

主角“抢青”对打时的空间关系，强化岭南醒

狮“武舞结合”的风格特点。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中“渔光曲”舞段，将中国古典舞的身

韵融于富有上海弄堂生活气息的动作中；舞

剧《敦煌》中“飞天”舞段，则把敦煌舞的典型

姿态“三道弯”化于芭蕾的开绷直立。这些舞

蹈片段既有中国舞蹈独特韵味，又将民族审

美与时代旨趣融于一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广

泛传播，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中国舞剧不仅吸收和化用戏曲、杂技等

传统艺术的身体语言，而且跨越艺术类型，从

国画、文物、诗词等其他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

灵感。新中国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就有

意 将 戏 曲 身 段 吸 收 到 舞 蹈 里 ，民 族 特 色 鲜

明。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新的里程碑”的

《丝路花雨》，将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婀娜舞姿、

纤巧手势、流盼眼神、典雅风度，在舞台上演

绎得淋漓尽致。《铜雀伎》的人物造型取材汉

画像石，全剧 20 多个舞段均是古代文物中舞

蹈形象复现，将汉代文化风韵灌注于舞蹈动

作中，创造性地展现汉舞的独特魅力。2021
年在各地巡演的《只此青绿》，通过展卷、问

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诸多舞段，

表现“身体的诗意”，将名画《千里江山图》的

意象万千生动呈现于舞台。

博采众长，拓展舞剧艺术
的表达空间

一般认为，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

事”，如何兼顾“跳好舞”和“讲好故事”这两方

面，是舞剧创作者面对的挑战。为此舞剧创

作者博采众长，从主题、叙事、舞台技术等方

面拓展中国舞剧艺术的表达空间。

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的

创作者手中往往刻上不同的时代烙印。通过

注入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涵，可以让原有的

主题与故事焕发新的光彩。譬如在舞剧《草

原英雄小姐妹》的创作中，有同名动画和电影

珠玉在前，如何再出新意？创作者将全剧结

构分为上下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当代小学生

在课堂上认识龙梅和玉荣，草原英雄小姐妹

身处的历史现实和时代氛围让孩子们感到新

奇；第二堂课则是孩子们受草原英雄小姐妹

事迹触动、鼓舞后，校园内外发生的深刻变

化。舞剧让两代人的心灵在“课堂”中碰撞，

一个老故事被激活，奉献精神也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得到更丰富的阐释。

舞剧是形体的艺术，也是叙事的艺术。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舞剧实验性作品《盗仙

草》《碧莲池畔》《刘海戏蟾》的尝试，到第一部

民族舞剧《宝莲灯》的诞生，再到产生广泛而

深远影响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

都借用戏曲、神话、电影、民族歌剧等艺术文

本进行改编探索，奠定坚实的叙事基础。80
年代，《玉卿嫂》《阿诗玛》等舞剧突破原有的

按时间顺序的线性叙事，探索以心理活动为

线索的叙事模式。世纪之交，《雷和雨》《梦红

楼》等舞剧打破经典文学《雷雨》《红楼梦》的

情节推进方式，使熟悉的文本“陌生化”，别有

一番意趣。这些创作实践或是借鉴戏剧等舞

台叙事，或是借用电影蒙太奇叙事，或是向小

说等文学艺术“取经”，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中

国舞剧的叙事方式。

既吸收借鉴现代艺术形式，又深植传统

艺术沃土，是舞剧创作的重要经验。《红色娘

子军》在芭蕾基本规范和特质基础上，结合武

术、中国舞的动作元素，编排出独具中国韵味

的舞段，呈现出中国芭蕾特有的艺术风格，得

到国际舞坛的认可和赞誉。《大红灯笼高高

挂》吸收京剧水袖等元素，使以“足尖艺术”著

称的芭蕾舞上身动作更加丰富细腻，精妙传

达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这一舞剧整体呈现

的中国审美、中国风格，在国际演出市场颇受

欢迎。中国芭蕾舞剧的民族化创作方向，不

仅让讲述中国故事有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也为世界舞剧创作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艺术与技术碰撞

融合，激荡出无限灵感与创意，为中国舞剧带

来新的活力。《永不消逝的电波》创造性地将

移动条屏景片、光影效果与视频设计相结合，

形成舞台空间的分割与重组，从而使同一个

舞台上多重空间并行叙事。在同一

时空里，既展现主人公

传 递 消 息 时 被 特 务 围

追堵截的情景，又交代

了敌我双方的状态，更

营 造 紧 张 的 谍 战 氛 围 。

这样的设计得益于舞美、

灯 光 和 视 频 技 术 的 发 展 ，

舞剧叙事节奏加快，内容密

度 增 大 ，表 达 层 次 更 加 丰

富饱满，从而更有代入感、

沉浸感，更贴近当代年轻

观众的欣赏习惯。当前，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对舞剧

创作模式、表演方式以及

观 演 体 验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

面 对 这 些 新 技 术 、新 形 式

以及新的创作模式，创作

者需要合理运用，通过吸

收、借鉴、消化、创新，释

放舞剧新的艺术可能，

彰 显 舞 台 艺 术 更 多 魅

力 ，进 一 步 丰 富 观 众

的审美体验。

不忘本来、吸收

外 来 、面 向 未 来 ，

中国舞剧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未停止。开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活化中国舞蹈的艺

术传统，博采古今中外艺术之长，丰富舞剧艺

术的表达空间，中国舞剧必将涌现更多精品

佳作，绽放绚丽光彩。

题图为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创作

的舞剧《只此青绿》剧照。 王徐峰摄

下图为讲述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故事的

舞剧《醒·狮》剧照。 广州歌舞剧院供图

制图：赵偲汝

中中国国舞剧舞剧——

在在传承传承创创新中新中绽放光彩绽放光彩
黄际影黄际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

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广大文艺

工作者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

方位出发，深刻认识自己肩上

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音乐

艺术工作者，我通过学习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加深了对音

乐创作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

的思考。

音乐是时代的产物，任何

创作者都离不开时代语境。只

有立足时代现实、感受时代之

变、把握时代脉搏，才能真正记

录时代之声；只有观照人民的

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

心愿、心情、心声，写出来的作

品才能传之久远。

我在近年来创作主旋律歌

曲 的 过 程 中 ，对 此 感 受 颇 深 。

为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江山

如此多娇》配乐和创作歌曲的

时候，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没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东 方

红》等经典老歌。它们之所以

能经久流传，就是因为唱出了

时代的呼声、唱出了人民的心

声，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

如果以“幸福”为关键词，那么，

脱贫攻坚就是让幸福变为现实

的圆梦时刻。为此我写了《带

着 幸 福 来 见 你》这 首 歌 曲 ，以

“幸福”为题眼，在与历史的对

话中抒发战胜贫困的喜悦，抒

发党心民心紧密相连的情感。

脱 贫 攻 坚 带 来 了 乡 村 巨

变，伴随着乡村经济、乡村旅游

的发展，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发掘自身资源、对外展示推广的主

动意识，文艺能在其中做些什么呢？昔日的唐诗宋词能让一

些地方名扬天下，今天的音乐也可以成为一张文化名片。通

过音乐来呈现深厚而多彩的地方文化，这是我创作地域特色

歌曲时怀抱的想法。无论是为云南创作的《彩云之南》、为西

藏创作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我和西藏有个约定》，还是为黄

山创作的《黄山之约》、为家乡湖南安化创作的《你来得正是时

候》，都旨在通过优美的旋律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方文

化，并且把日新月异的时代气象融入其中。

创作这些歌曲的过程，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怎么把我们

的民族音乐做得更加现代、更加好听，让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

音乐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够广泛流传？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中国故事，是我们创作的宝

藏。把这些宝藏挖掘、呈现出来，抵达和走进更多人心中，离

不开新的灵感、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把民族元素和具有现代

气息的歌词、流行性的演绎手法这三者结合起来，是我的一种

尝试。在音乐创作、制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民族音

乐如果能够加上国际流行的节奏和表现手法的话，可以吸引

更多受众。

创新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音乐受众以年

轻人为主，音乐创作者更需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保持对潮流

趋势的把握能力，在内容和形式上锐意创新。就以作词为例，

汉语一直处在不断演变之中，如今 90 后、00 后的表达方式迥

异于从前。当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新古风音乐，就是一种以

白话文为基底的略带文言的表达，有鲜明的审美特征，需要词

作者予以关注。央视春晚曾经由年轻歌手演唱了我创作的一

首《我和 2035 有个约》。在这首歌曲中，我用年轻一代的视角

写下了“快把青春充满电”，展现青年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

以“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表现飞速发展的科技进步，

并且在编曲中大量运用最有未来感的电音元素。

不同的音乐类型、音乐风格并非泾渭分明，只要能为我们

要传递的思想和精神服务，都可以借鉴交融，做更多尝试。就

像宋词那样，作为当时深受百姓喜爱的艺术形式，它通俗好

懂，同时又很讲究韵律感，注重用词，能够容纳丰富的情感，呈

现不同的风格。今天的音乐创作也应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境

界，既能把握宏大的时代主题，又能演绎细致入微的内心情

感，兼容不同的表达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正发生改变。

比如近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许多作品是先作为背景音乐

被人关注，后被很多人在短视频中使用，然后才成了有大众传

唱度的流行歌曲。但不论如何改变，音乐永远是生活的一部

分，永远为人们所需要。吸引人、打动人、激励人，音乐艺术有

独特的优势。我们常说“同频共振”，如果乐音、和弦、歌词和

演唱都能朝着正能量的方向汇聚，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音乐

一定能引起强烈共鸣。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朝着既有传唱度

又有创新性，同时充盈正能量的方向努力，发挥好文艺聚人

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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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
舞剧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如何兼顾“跳好舞”和“讲
好故事”这两方面，是舞剧创
作者面对的挑战。为此舞剧
创作者博采众长，从主题、叙
事、舞台技术等方面拓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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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朝着既有传唱
度又有创新性，同时充盈正能量的方向努
力，发挥好文艺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
作用

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迎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时期。近年来，满

足广大青少年读者多方面阅读需求，尤其是

讲述赓续红色血脉的成长奋斗故事，培养青

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和出

版工作的重要内容。放牛娃王二小、小兵张

嘎、小英雄雨来等相关主题作品多次再版，一

些新作品也着力塑造新的少年英雄形象。报

告文学《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的故

事》是当下儿童文学英雄书写的新收获。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回望

党的奋斗史，平均年龄不到 18 岁、所向披靡、

英勇杀敌的少共国际师，“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15 岁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刘胡兰等，都

是少年英雄的光辉榜样。欧阳立安也是一位

可歌可泣的少年英雄，一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他不满 16 岁入

党，17 岁牺牲，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

小的一个。在不幸被捕之后，面对酷刑逼供，

他视死如归。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

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

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革命斗

争形势残酷多变，欧阳立安利用童工身份为

掩护，担任地下交通员，凭着自己的临危不惧

和机敏应变，将党中央的重要情报、进步报刊

传送给党的地下组织和同志们。白色恐怖笼

罩之下，他穿行于大街小巷，在敌人的眼皮底

下开展革命斗争。在何孟雄、林育南、龙大道

等革命者的影响下，他树立了更加远大的共

产主义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

族舍命奔走。这个活跃在革命一线小党员的

革命热情和进步精神影响了许多渴求真理的

知识分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成员柔

石亲切地称欧阳立安为“小老师”，还曾在公

开场合表示：自己参加革命、认识共产党，就

是从欧阳立安身上获得了力量。

要把这样一个信仰坚定、机智勇毅的少

年英雄写进孩子们心里，需要扎实的写作功

力。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用朴实的语言塑造

了一个鲜活饱满的少年党员形象：年幼时抓

蜻蜓的活泼可爱，受到父亲影响阅读《共产党

宣言》的如饥似渴，帮助同志们传递信件的勇

敢机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作

家注重刻画生活细节，人物有情有义，叙事有

厚度也有温度。在行文中，作家自然又巧妙

地糅入一些左翼文学经典片段。比如，当欧

阳立安为革命前途不明朗而痛苦压抑时，大

声吟诵柔石的诗，诗作内容恰如其分地体现

了他当时的心境。不过，这样的细节处理对

读者来说有一定的理解门槛，需要小读者们

较为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了解历史人物的

来龙去脉，这并不容易。

作家多次到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

的大街小巷寻访烈士遗踪，深入挖掘小英雄

的故事，将他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转化成

有力的文字，于历史纵深处勾勒英雄样貌，为

青少年读者讲述了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一

段读来让人热泪盈眶的历史。

90 年前，欧阳立安为了理想信念，为了

祖国和人民抛洒热血；90 年后，欧阳立安以

鲜活的文学形象向我们走来。希望这部作品

像一捧清澈的甘泉，滋润青少年的心灵，帮助

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在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像清澈甘泉滋润少年的心
海 飞

《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的

故事》：何建明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