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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络剧《冰球少年》

海报。

在排练现场，只要国歌响起，所有人
都会齐刷刷地站起来，这是刻入心灵深
处的自觉，每个人都在一点一滴中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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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工作者

是鼓舞更是鞭策，现在回想起

来，仍令我心潮澎湃。对我所

从事的舞蹈艺术来说，尤为需

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刻苦钻

研、精心打磨。

在 北 京 冬 残 奥 会 开 幕 式

上，我带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表演节目《冬残奥圆舞曲》，真

切感受到舞台上的精彩离不开

舞台下的苦功夫。残疾人演员

们不仅要克服体力上的辛苦，

还要扛下精神的压力。从去年

11 月到北京冬残奥会开幕，甚

至在春节假期里，演员们都没

有回家休息。在节目中，演员

需要通过旋转椅子完成动作。

如何控制好旋转，椅子和人怎

样协调一致，是训练难度最大

的 地 方 ，也 是 节 目 成 功 的 关

键。刚开始练习时，演员身上

到处都是被椅子硌出来的淤青

和伤痕，很多演员睡觉时都会

疼醒。后来我们在模拟场地排

练，那是三个训练场中空间最

大、最寒冷的场馆。舞蹈中有

很多翻滚动作，演员们穿着厚

厚的长羽绒服，一练就是一整

晚 。 为 了 演 好《冬 残 奥 圆 舞

曲》，大家通常是从早上 9 点排

练到晚上 11 点，时间表中经常

出现“拉晚”二字。“拉晚”就是

不确定结束时间，最晚一次练

到了凌晨。几个月排练下来，

演员们的舞鞋都磨破了，但没

有 一 个 人 打 退 堂 鼓 。 大 家 互

相 打 气 、互 相 鼓 励 ，希 望 能 为

全 世 界 观 众 献 上 一 场 精 彩 的

演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北京

冬残奥会开幕式当天，所有残

疾人演员都以最饱满的热情和

最昂扬的状态站在舞台上。当

五星红旗从舞台上冉冉升起，

演 员 们 用 手 语 动 情“ 演 唱 ”国

歌。这是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次

用手语“演唱”国歌，在排练时，

我也特别注意对细节的把控。

国歌是庄严神圣的，我们深知

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代

表着国家的形象。我们一遍又

一遍练习，不断打磨动作和表情。在排练现场，只要国歌响

起，所有演员、工作人员都会齐刷刷地站起来，听障演员也

随之站起行注目礼。这是刻入心灵深处的自觉，每个人都

在一点一滴中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从 2004 年雅典残奥会闭幕式上表演《千手观音》，到

2006 年都灵冬奥运会担任火炬手，再到 2008 年北京残奥会

表演、2018 年平昌冬奥会接旗，如今，我与中国残疾人艺术

团走过 18 年的参与奥运之路。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让我特

别难忘的是残健融合理念得到了充分展现。大学生和残疾

人演员共同完成一项项表演，他们推着轮椅、搀扶盲人，和

残疾人融为一体。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渴望

融入社会、共享社会发展。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既体现了

“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理念，又向世界传递出“平等、参与、

共享”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理念。

在本届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18 枚金牌、

61 枚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取得如此优异的成

绩，离不开整个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残疾人

朋友也非常感恩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经常到国外进行艺

术交流和演出。每一次演出结束，团里的演员都会自觉地

把化妆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已经成为一种默契。每个人

都知道，到国外演出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一定要严格要

求自己。记得有一次到国外演出，供电设施突然出现故障，

剧院里一片黑暗，所有舞台设备都停止了工作。但观众都

没有离开，还是希望能够欣赏完最后一个节目。正在为难

之际，盲人演员主动请缨，他们走到舞台前面，伴随旋律的

缓缓流淌，唱起了歌曲。在台下，观众们把手电筒打开，亮

光闪烁，一眼望去，仿佛星海。艺术的魅力让每个人都沉浸

在感动中。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

多年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出访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交流演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和平艺术家”。我

们将继续努力，为展现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贡献力量。

（作者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本报记者任飞帆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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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是不断超越人类身体极限的艺术。

随着一代代杂技人的探索，杂技本体技巧的

创新难度越来越大，杂技创新不断寻找新的

突破点。1994 年，中国第一台杂技主题晚会

《金色西南风》上演，以“民族风”主题衔接杂

技技巧，注重服化道灯光音响的综合运用，表

演上从以技巧为中心向塑造人物过渡。2004
年，杂技剧《天鹅湖》将经典芭蕾舞剧《天鹅

湖》和杂技节目相融合，开启了杂技的“剧”时

代。与主题晚会相比，杂技剧更强化故事的

起承转合、戏剧结构的完整、复杂的人物关系

和情感冲突等。

近 10 年来，各地具有一定规模的杂技院

团几乎都创作了杂技剧。杂技剧有意识地突

破杂技“拙于叙事和抒情”的局限，把创作的

触角伸向戏剧，借助戏剧的叙事优势，书写壮

阔的人民史诗，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

验值得总结。

“技”融于“剧”，善用技巧
表现剧情

一 部 优 秀 的 杂 技 剧 首 先 要 突 显 杂 技 艺

术本体，即关键技艺。技巧的铺排、串联和

展示，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特有的起承转合。

与此同时，仅有“技”难以成“剧”，“技”的简

单罗列和叠加，容易消解“剧”的文学属性，

而变为杂技节目的拼盘。也就是说，杂技剧

既 要 突 显“ 技 ”，又 要 发 展 出 合 乎 逻 辑 的 剧

情，使“技”服务于“剧”。让“技”与“剧”水乳

交融、相辅相成，是杂技剧创新求变的难点

和关键。

用剧情焕新杂技技巧，创造出富有艺术

感染力的舞台。吴正丹、魏葆华是杂技技巧

“肩上芭蕾”的开创者，最早将其用于杂技《东

方天鹅》中。在杂技剧新作《化·蝶》中，这一

经典的杂技技巧有了新的内涵。剧中，当吴

正丹单脚立在魏葆华肩上轻盈柔美地旋转，

浪漫的化蝶意象得到出神入化的演绎，推动

全剧达到高潮。杂技剧《芦苇青青菜花黄》讲

述的是新四军在江苏盐城建立鲁迅艺术学院

华中分院，带领鲁艺师生顽强抗日的故事。

剧中用了大量“纤盘蹬鼓”“小鞭空竹”等很久

未见于舞台的传统杂技技巧，不仅赋予传统

技巧以新的活力，而且很好地衬托出鲁艺师

生生机勃勃、斗志昂扬、舍生忘死的精神气

概。尤其在表现鲁艺 9 位女学生的英勇事迹

时采用绸吊特技，气势如虹的震撼场景极具

艺术感染力。

创造性地赋予熟悉的杂技技巧以新的阐

释，既丰富表现力，又点亮剧情。近年新创的

大型现实题材杂技剧《呼叫 4921》，运用影像

化语言，讲述父子两代民警的英雄事迹。洪

水袭来，一位年轻妈妈与婴儿困在楼上，民警

主人公在奋力救出婴儿后，不幸与年轻妈妈

落入洪水中。这时，灯光全暗。舞台再次亮

起时，楼房隐去，光影斑驳中传来流水的汩汩

声，深不见底的洪水展现在观众面前。在表

现“水下勇救年轻妈妈”这一段时，表演者将

高空垂下的皮条缠在手腕后握在手里，腾身

离地，靠手力吊在空中做出各种惊险动作。

为表现人物随时可能被冲走的危急，两位演

员以似舞蹈非舞蹈、似戏剧非戏剧的“非常

态”，迂回于舞蹈风格与杂技技巧之间，这一

高 难 度 的 表 演 更 符 合 剧 情 需 要 ，“ 技 ”融 于

“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剧情不同、情境不同、道具不同，杂技技

巧的语汇意义往往有天壤之别。可以说，杂

技剧中戏剧的叙事性赋予技巧以丰富人文内

涵；技巧语汇的灵活多样则进一步促成“技”

与“剧”的深度融合。比如“滚环”这个传统道

具和技巧，在杂技剧《桥·家》里是暴风骤雨中

的橡皮筏，表现人们与自然抗争的不屈精神；

在杂技剧《战上海》中是革命爱情的见证。技

巧既深度参与叙事，又助力呈现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这正是杂技剧的魅力。

找准题材，创新形式，提
升艺术表现境界

不断挖掘人类身体机能潜力，杂技天生

具有惊险、高难、奇巧的审美特征，擅长刻画

英雄气概，表现勇于征服困难的英雄主义精

神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 ，找 到 最 能 凸 显 杂 技

“险”“难”特质的题材，往往让杂技剧的出新

出彩事半功倍。军事题材、公安题材、工业

题材，都是杂技剧可以一展身手的领域。找

准题材之后，还可以借鉴姊妹艺术，做好剧

目的移植改编。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契机，相关题材杂技剧创

作开始集中涌现。如革命历史题材《渡江侦

察记》《战上海》《英雄虎胆》《铁道英雄》，如讲

述南京长江大桥修建历程的《桥·家》、展现人

民警察舍己救人事迹的《呼叫 4921》等等。与

影视剧《铁道游击队》相比，杂技剧《铁道英

雄》侧重在舞台上表现游击战的惊心动魄，富

有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比如，在游击队员

抢运物资这场戏中，杂技演员在高速移动的

火车上、在没有安全辅助措施的条件下，通过

“跑酷”完成表演，不仅凸显了杂技剧独有的

“惊”“险”“奇”，而且直观地表现出铁道游击

队大无畏的精神和不凡的身手。

杂 技 同 时 是 创 造 奇 迹 、释 放 想 象 的 艺

术。除了英雄题材，杂技剧还适合表现浪漫

主义色彩浓郁的历史文化传说。如杂技剧

《百 鸟 衣》就 以 远 古 时 代 的 神 话 传 说 为 原

型。凤凰舞、铜鼓舞等民族舞蹈和杂技技巧

相融合，构筑出奇幻多彩的艺术世界。《岩石

上的太阳》取材宁夏贺兰山岩画，以“太阳”

“岩羊”等标志性符号为角色原型，通过远古

人 物 传 递 丰 富 情 感 ，赞 美 人 类 的 勇 气 和 智

慧，赋予古老故事以现代意蕴。

当前，杂技剧还借力科技手段，注重调动

声光电数字化等高科技舞台手段和多媒体影

像技术，构筑出沉浸式的杂技美学空间。比如

在杂技剧《桥·家》中，建设者们在舞台前方设

计图纸时，后面的背景屏随之闪现巨幅设计图

纸，舞台上的图纸景片也活动起来，有如一个

科技感十足的虚拟空间。在不断变幻的景片

间，杂技演员们模仿图纸符号，做出形态各异

的杂技技巧组合造型，让整个舞台更加富有张

力。杂技剧《九色鹿》则采用全息投影技术和

舞台镜面装置等科技手段，在多变的镜面上折

射出“梦境”和“宫城”等奇观，让人仿佛走入敦

煌壁画。

当代杂技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大大拓展了杂技艺术的表现空间，提升了传

统杂技所不擅长的人物刻画能力，在赋予杂

技 以 新 的 生 命 力 同 时 ，丰 富 了 当 今 舞 台 表

演。“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面向未来，

期待杂技剧继续在传承优秀传统、深入挖掘

剧目内涵中不断创新，为人民奉献更多优秀

作品。

上图为杂技剧《化·蝶》剧照。

徐建梅摄（人民视觉）

制图：赵偲汝

杂技剧杂技剧——

““技技”“”“艺艺””跨界融合跨界融合
丰富舞台表演丰富舞台表演

柴柴 莹莹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掀 起 了 体 育 题

材影视剧创作热潮。网络剧《冰球少年》讲

述 了 一 群 冰 球 少 年 不 断 拼 搏 ，最 终 实 现 青

春 梦 想 的 故 事 ，通 过 镜 头 语 言 展 现 冰 球 作

为竞技体育的魅力。该剧除了展现赛场上

的 披 荆 斩 棘 ，还 讲 述 冰 球 少 年 赛 场 外 的 家

庭 故 事 。 通 过 一 个 个 角 色 的 成 长 变 化 ，观

众可以看到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

世 界 。 这 些 内 容 充 盈 着 浓 浓 的 友 情 和 亲

情 ，交 织 出 奔 放 而 温 情 的 青 春 画 卷 。 这 样

的 故 事 能 够 引 起 年 轻 观 众 的 情 感 共 鸣 ，具

有 正 向 引 导 价 值 。 作 为 体 育 题 材 ，该 剧 对

冰球职业生涯的选择、如何调节比赛压力、

个人发挥和团队协作如何平衡等专业问题

也有所表现，但故事整体上稍显套路化，有

些遗憾。

（徐俊娟）

梦想赛场 昂扬青春

书的世界是一片辽阔而缤纷的风景，但

是以纪录片的形式表现它，并不容易。网络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以“灵动”取胜，从书

与人的角度，捕捉到爱书之人的有趣故事。

在第一季引起热烈反响并最终摘得金鹰奖最

佳电视纪录片基础上，《但是还有书籍》第二

季无论是选题内容还是影像语言，都更为成

熟和从容。该片把镜头进一步向“人”推近，

聚焦于那些为书所改变、也对书做出贡献的

人。图书馆馆员、译者、出版人、作家、漫画

家，他们读书、写书、做书的经历之所以能赢

得广泛共鸣，是因为那是一段段有关热爱与

专注的故事。变化的世界里，书是温柔地坚

守；琐碎的生活里，阅读是无声地前行。这种

热爱与专注，是普通人都可以追求和实践的，

也是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回味的地方。

（沈 月）

聚焦热爱 记录专注

杂技剧有意识地突破杂
技“拙于叙事和抒情”的局限，
把创作的触角伸向戏剧，借助
戏剧的叙事优势，书写壮阔的
人民史诗。

当代杂技剧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大大拓展了
杂技艺术的表现空间，提升
了传统杂技所不擅长的人物
刻画能力，在赋予杂技以新
的生命力同时，丰富了当今
舞台表演。

核心阅读

四时流转，万物生长，人类用智慧和劳

作，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转化为食物，繁衍生

息。网络纪录片《丰收的田野》聚焦农作物从

种子变成食物的过程，按照四季节气顺序，讲

述农业耕种里的智慧，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态之美。该片既有科普意味，也有散

文质感。平实流畅、充满哲思的旁白将我国

西南地区的水稻、小米、玉米、红薯、西瓜、竹

笋等多种作物从土地走上餐桌的过程娓娓道

来。水稻成熟的规律、收割红薯的方法、加工

竹笋的技巧……在知识性内容表达上，该片

注重刻画人物，用故事打动人心。他们辛勤

耕作、努力创新，成就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

丰收时，一张张朴实的笑脸在慢镜头里令人

感动，也折射出那不变的道理：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给观众带来启发。

（华 萧）

辛勤耕耘 总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