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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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要重

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

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

派、中国风范。”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

演 至 今 ，中 国 的 芭 蕾 艺 术 创 作 已 走 过 近 60
年。经过一代代创作者的不懈努力，芭蕾艺

术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创新发展，

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芭蕾为世界所承

认、欣赏。

1959 年成立的中央芭蕾舞团，走出了一

条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民族艺术与世界艺

术互鉴融合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芭蕾艺术

发展的例证。近 10 年，中央芭蕾舞团在剧

目质量提升、题材种类拓展、艺

术样式创新等方面成果显著。

梳理中央芭蕾舞团近年来的创

作成果，透视其发展理路和经

验内核，将为中国芭蕾艺术的

创新发展提供诸多启示。

聚焦现实题材，将创作
触角伸向时空纵深

芭蕾艺术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模式和审

美经验。面对现实题材，如何将传统的审美

经验与真切的、当代的现实生活体验结合起

来？如何以舞蹈语汇之“虚”艺术表现现实生

活之“实”？这两个课题，是芭蕾艺术进行创

造性转化的实践方向。

中央芭蕾舞团的现实题材创作成绩不

俗。芭蕾舞剧《鹤魂》取材于徐秀娟这位平凡

养鹤姑娘的故事，歌颂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优秀品质。芭蕾舞剧《花一样开放》聚焦脱

贫攻坚题材，精心塑造了何琳这位充满朝气

和热情的志愿者形象，将她跋山涉水深入山

区调研、因地制宜提出扶贫方案、大力推动苗

绣产业腾飞等行动，与“赶秋”民俗、绣娘刺

绣、养蜂劳作等现实生活场景相结合，艺术地

揭示了一个小小山乡的致富过程。芭蕾舞剧

《逆风飞翔》采用交响芭蕾的形式，巧妙运用身

体语言的力度、速度、幅度变化，以具有象征意

义、激情磅礴的群舞塑造“最美逆行者”，讴歌

抗击疫情一线医务工作者，流行歌曲《因为有

你》也在芭蕾舞台上获得全新的艺术诠释。

现实生活不仅包含波澜壮阔的沧桑巨

变，也蕴藏静水深流的点滴日常。中芭一些

原创的中小型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滚烫花

朵》里有当下年轻人的情感萌动，《天黑请闭

眼》里有呈现人际关系的动作群组，《放逐地》

里有澎湃的青春激情，《山河》里更有大灾面

前中华儿女的守望相助。毫无疑问，现实生

活的意义连接着历史意绪。讲述烈士高君宇

与石评梅感人爱情和革命人生的《寄相思》，

描绘革命先烈在硝烟中奋勇前行的《黎明之

前》，都将创作触角伸向时空纵深。

饱含对时代生活的积极关切，从丰富多

彩的现实中提炼芭蕾语汇，既是芭蕾创作的

应有之义，更是芭蕾艺术彰显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必由之路。

坚定文化自信，创作有
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用芭蕾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芭人付出了诸多努力。

芭蕾舞剧《敦煌》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

锦诗等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为原型，展现敦

煌文化的璀璨恢弘，讲述一代代敦煌人的坚

守与奉献，将舞者心中的感动传递给观众，

让 更 多 人 关 注 敦 煌 ，关 心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 芭蕾舞剧《白 蛇·人 间》取 材 自 传 统 戏

曲，努力将传统故事与现实场景相结合，在

芭蕾舞中融入新疆舞、安徽花鼓灯等民族舞

元素，艺术形象颇具新意。为了让芭蕾富有

中国味道，作品在配乐中融入交响乐、电子

音乐、京剧打击乐等元素，选取中国民间丝

竹乐元素，为传统故事赋予时代色彩。

中央芭蕾舞团的创作者努力用全世界都

“听得懂”的芭蕾语汇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中华

文化的恒久魅力。在大型原创交响芭蕾《世

纪》里，观众见到了芭蕾版的补天女娲、移山愚

公、蹈海精卫、追日夸父。在芭蕾舞剧《孔子

2012》里，观众见到了被众人敬仰的孔子与春

秋战国时代颠沛流离的孔子。编导将现代思

考注入作品，充满理性又深深打动观众。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说：“舞团在一次

次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努力建立起本土文

化语境下的芭蕾艺术语言，进而运用这种语言

创作出呈现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抒发民

族情感的原创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将凝结于

这些作品中的精神与力量，传递给世界。”实

践证明，创作者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创作

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未来，创

作者要充分发展戏剧叙事和心理叙事的芭蕾

作品，注意拓展交响芭蕾的艺术力量，高度重

视中华审美文化中的诗意审美。在诗意交响

芭蕾的领域里，中国芭蕾将有更广阔的天地。

为世界芭蕾艺术体系提
供中国的创作经验与审美价值

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创作者不

断在古典芭蕾基础上塑造新的艺术形象，为

芭蕾艺术长廊拓展更多可能性。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版 的 芭 蕾 舞 剧《哈 姆 雷

特》，创新性地在舞台上用一重重拉开又闭

合的红色幕布编织戏剧场域，剧中的哈姆雷

特游走于戏里戏外，困惑于生存的命题。该

剧大量融入中国现代舞元素，实现了对人物

心理的独特刻画。曾获国际大赛最佳编导

奖的作品《昨日永恒》、将新疆舞蹈韵律与芭

蕾结合的作品《遥远的声音》等小型作品，之

所以获得国内外广泛好评，都是从中国的芭

蕾艺术形象中获取了规律性的创作经验。

如何既保持严谨的芭蕾技术规范和国际

公认的艺术审美风格，又创造出特点鲜明的

中国艺术形象，从《红色娘子军》到《祝福》《林

黛玉》，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敦

煌》等作品，中央芭蕾舞团用作品给出自己的

回答。

近年来，中央芭蕾舞团高度活跃的创作

态势和引人瞩目的艺术成绩，与 2010 年创设

开办的中央芭蕾舞团“创意工作坊”密切相

关。这个培养平台已成为中芭出人才、出作

品的重要引擎。从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风

格的芭蕾，不仅是芭蕾舞蹈形态、艺术形象塑

造等创作层面的课题，更要整体打通技术体

系、训练体系、表演风格体系，全方位培养人

才、用好人才，为世界芭蕾艺术体系提供中国

的创作经验与审美价值。

让中国故事踏“舞”而来，让更多人享有

文化滋养，中国芭蕾舞人正奋进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题图为芭蕾舞剧《敦煌》剧照。

左图为芭蕾舞剧《花一样开放》剧照。

中央芭蕾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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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山西省话剧院演

出 的《右 玉》在 国 家 话 剧 院 上

演。该剧讲述了山西省朔州市

右玉县 70 多年植树治沙感天

动地的故事，用戏剧艺术的方

式表现“迎难而上、艰苦奋斗，

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右玉

精神”。

深 入 思 考 戏 剧 创 作 会 发

现，不同类型的作品其实都面

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深入

地挖掘剧中蕴含的激荡情感、

生命哲思，进而浓烈地表达出

这种情感哲思，让戏剧演出饱

含应有的诗情、诗意、诗境，并

努力实现舞台的“诗化意象”。

晋西北右玉县，地处毛乌

素沙漠的边缘。如今，我们的

创作团队到右玉采风，站在右

玉的高处，一眼望不到边的是

千千万万棵树，无法想象几十

年前这里曾黄沙肆虐、寸草不

生，更无法想象如今每一棵树

占据的土地竟然平均种过 14
棵树。右玉植树，就是一场天

人拉锯，是自然环境的残酷与

人的坚韧意志的比拼。右玉黄

沙洼最早活下来的那批树，被

当地人称作“小老杨”，其实就

是一种普通的杨树。因为过去

的右玉生存环境太过恶劣，这

里的杨树长不高，也长不粗，树

干扭曲，树皮粗糙，树根都露在

了土地的外面，树却始终屹立

不倒。看着成片成林这样倔强

地活着的“小老杨”，想着它的

每一个树坑里都曾种过的 14
棵树，我在心里无法不强烈地

将它们与右玉人的性格品质联

系在一起。

于是，话剧《右玉》的舞台

中 心 始 终 伫 立 着 一 棵“ 小 老

杨”，它时而干枯，时而翠绿，树

干的形象扭曲、粗糙、倔强，映

射着那些右玉种树人的性格。

“顽强坚韧的树”与“顽强坚韧

的人”，两相呼应的生命意象，成为该剧的主体形象和思想哲

理。所以，《右玉》是“生命的赞颂”。

《右玉》还体现着“世代的守望”。远古时代，就有人在这里

繁衍生息，右玉也曾水草丰美、郁郁葱葱。岁月流逝、沧海桑田，

右玉人的生存环境从林木繁茂变成风沙暴虐，但“顽强生存，企

盼幸福”的渴望与“守护乡土，誓不放弃”的决心，早已沉淀为右

玉人共同的意识。

如今已成为塞上绿洲的右玉，是一代代右玉人持续努力的

成果，是一代代右玉人不畏艰难、不惧失败、“功成不必在我”而

“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的表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追求。所以，《右玉》

更是“精神的高扬”！

无论是“赞颂”“守望”还是“精神”，最终都需要用戏剧艺术

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作为导演，我追求的戏剧艺术呈现方式，

不止于“就事论事”，还要创造舞台上的“诗化意象”。《右玉》“诗

化意象”的创造基础，首先是导演组与编剧一起，根据导演的整

体构思，对剧本的讲述结构和语言风格做了调整，在不改变原来

的人物、情节、主题的前提下，大量引入“叙述体戏剧”的观念和

方法。

“叙述体”与“写意性”有一种天然关联，所以，当我们面对现

实题材戏剧的创作时，有时可以选择由“叙述”走向“写意”进而

超越“就事论事”达到“诗化意象”这样一条有效途径。用这种观

念和方法处理的《右玉》舞台演出，以“老年唐汉元”为主要叙述

角度，他不仅可以与“年轻的自己”对话，还可以与剧中的其他角

色交流。剧中更灵活的叙述群体，是既可以扮演村民群体场面

又可以抽离出来发挥叙述功能的“歌队”。这种“叙述体戏剧”的

方式，不仅大大增加了剧情跳跃、时空转换的灵活性，更为角色

表达乃至整个演出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哲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写

意性舞台时空”的支撑。“他”或“他们”，既可以成为剧中人物，完

成戏剧的行为和语言，也可以超越戏剧情节的表面进程，直接面

对观众讲述抒发，更可以构成各种写意性的戏剧场面。“他”或

“他们”的讲述抒发与情节、情感、思想融汇为一个整体，构成了

“叙述体戏剧”独有的艺术风貌和艺术魅力。

正是因为这样的“叙述体戏剧”特征和“诗化意象”品格，我

们努力将《右玉》演成一首舞台上的“诗”。现实的生活情境，多

重的时空结构；质朴的人物形象，诗化的情感表达；玻璃展柜中

的一株小树，悬在空中的一片希望……

话剧《右玉》在表现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的同时，也努力

以时尚的艺术语汇讲述深厚的民族故事，用写意的艺术语汇创

造舞台上的诗化意象。

（作者为话剧《右玉》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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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从优秀文学

作品中开掘、激活话剧艺术资源，先后将陈

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

彦的《主角》3 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

搬上话剧舞台，引发业界和大众关注。

把优秀文学作品搬上舞台是中国话剧

艺术的优良传统。陕西有戏剧和文学结合

的历史传统，有丰厚的本土文学资源，有文

学和戏剧相交迭的多重艺术市场，这是陕

西人民艺术剧院能够实现优质文学内涵、

优质舞台呈现和优质艺术市场相结合并取

得共赢的基础。近 10 年来，陕西人民艺术

剧院从各地邀请编剧、导演，锲而不舍，精

心打磨作品。编剧孟冰为话剧《白鹿原》的

创作投入了整整 10 年，话剧《主角》的编剧

曹路生用 3 年时间九易其稿。

演 员 濮 存 昕 看 完 话 剧《主 角》后 说 ：

“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树立了一个文学剧院

的 形 象 ，从 文 学 中 汲 取 营 养 ，建 立 剧 目 。”

文 学 品 质 是 戏 剧 审 美 的 重 要 构 成 。 戏 剧

与文学在作品的主题深处汇流，这是两种

艺 术 样 式 互 融 的 基 础 。 而 文 学 和 戏 剧 表

现 形 式 、表 现 场 域 和 欣 赏 对 象 的 不 同 ，又

给再创作和再传播拓展了广阔的新天地。

话剧《主角》保留了原作的文学精神，也

创造了独特的舞台呈现；既尊重原著，又追

求不同样式间跨越性的创新。尊重原著是

抓住原著的基本精神，再现原作者和原作主

要人物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激情，使之与一个

个演出现场实现鲜活的呼应。

该剧创作者将浸润在小说中的悲悯情

怀，转化为全剧基调，紧紧抓住原作对忆秦

娥命运的描写，集中、突出地进行处理。全

剧通过一连串在忆秦娥身上的戏剧冲突，凸

显人物的善良品质。开掘主人公性格命运

中的戏剧性、哲理性，构成了这个戏的一大

特色。“花环”与“荆冠”两个对立的艺术象征

符号在女主角身上交替转换。主人公在这

种转换中活出了自己，映照出社会和人性中

蕴含的温暖。全剧最后，她的回乡演出，可

以视为一次“心灵归家”。此前苦恼的堆积

和年深日久的压抑，转化为命运的悲怆和前

行的意志。勇往直前的奋斗，构成了忆秦娥

的命运设定。

剧中人物在职业生活、命运跌宕和精神

超越三层境界中开掘，使“主角”的审美意蕴

得到深化。从而使一位演员的故事，成为生

活中许多人共有的情感和故事，引发较为广

泛的审美共鸣。

悲剧将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又让

生命在不断的撕裂中弥合、升华、成熟，让观

众看到追求真善美的生命力量。全剧把一个

浸润着悲怆之情、悲剧之美的戏写得如此有

光亮；把一个阐释“为而不争”“成而不处”哲

理的戏，写得如此有热度，不容易！

《主角》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舞台观念的

求新求变。它没有采用传统的场次隔断。

几个关涉命运的大段落，按照主角的人生

时序，以相关的传统剧目命名，不但象征着

忆秦娥的戏剧生涯，也用剧目暗示了忆秦娥

命运的苦乐。而小的情节板块则以人物和

情节的流动，连带着环境和场景不间断地

流转。

导演对舞台上人群的戏剧功能作了充分

开掘。人群组成可流动的、有生命的环境元

素，有时构成墙和柱子，形成舞台隔断，完成

物理空间的转换和人物心理的视角外化。有

时若风与光的变幻，有时又能发声，“说”出众

人的反应。虽穿插不断，气息一直在曲水流

觞中贯通。视频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当代

观众，能够接受这种寓实转换、流态动感的舞

台表达。目前，这个戏剧作品还存在诸多不

足，它需要继续打磨、日臻成熟。

（作者为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用戏剧作品致敬文学力作
肖云儒

饱含对时代生活的积
极关切，从丰富多彩的现实
中提炼芭蕾语汇，既是芭蕾
创作的应有之义，更是芭蕾
艺术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必由之路。

创作者只有坚定文化自
信，才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
性、有神采的作品，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

核心阅读

图为话剧《右玉》剧照。 樊丽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