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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期两周共计 8 场的现代舞诗剧

《诗 忆 东 坡》海 外 首 演 圆 满 收 官 ，吸 引 了 约

1.5 万名观众观演，在海外媒体的总阅读量

超 4 亿。演出结束时，观众多次鼓掌致意，

久久不愿离去。不少海外观众看了该剧后

感慨，“舞台的意象、表演和配乐，一切都很

美好，像诗歌般流动。”“这不仅是一次艺术

的享受，也是一次文化的体验。我们希望看

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诗忆东坡》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继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广受欢迎后，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又一次充分发掘，也是一部将传统

文化与当代艺术手段、当代审美理念紧密结

合的探索之作，是用艺术魅力赋能作品传播

力的有益实践。总结广受欢迎的舞剧作品的

共性，它们既是创作者在作品的主旨、选材、

审美等方面回应时代的成功，也是艺术创新

的火花与观众审美深度契合的结果。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选题、解题

如今，文化创造与文化自信相互激荡，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独特魅

力，展现出蓬勃生机。梳理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近年来的广受欢迎之作，“文化自信”是关键

词。文化自信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前提，文化自

信决定了艺术创作的基本立场、基本方向。

我们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选题、

解题，努力创排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精品力作。亮相 2024 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瓷影》，取自

我们的新创舞剧《唯我青白》，创作者对陶瓷

文化巧妙解题，用当代审美呈现青白瓷背后

的匠心传承与创意涌动。舞蹈诗画《国色》以

古典舞为主要表演形式，选取青花瓷器、茶道

竹韵、书画昆曲等中华文化元素。古筝情境

音画《如梦令》将舞台情境表演融入古筝音乐

会，营造具有写意感的表达空间。音乐诗画

《江山竞秀》以中西交融的音乐风格，将一幅

描绘祖国青山绿水的视听画卷徐徐展开。

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深入挖掘

作 品 的 文 化 内 核 ，是 这 些 作 品 的 创 作 立 足

点。《只此青绿》是其中的典型。作品以故宫

博物院珍藏的文物、北宋画家王希孟所创作

的《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背景，成为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

动艺术实践。

《只此青绿》之所以打动人心，“青绿”的

角色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根本原因在于创

作过程中将人民作为艺术呈现的主体。作品

的每个戏剧关键点都由剧中角色“展卷人”的

视角推进。台上的展卷人，是王希孟的“观

众”；台下的观众，又何尝不是这无垠山河的

“展卷人”？《千里江山图》的问篆、唱丝、寻石、

淬墨，正是由“展卷人”“织绢人”“磨石人”等

平 凡 劳 动 者 创 造 的 ，处 处 凝 结 着 人 民 的 智

慧。舞剧为他们画像，用他们的故事展现中

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记忆，传达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及其创造者、传承者的崇高敬意。

归根结底，“青绿”的广受欢迎是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根基。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提炼灵

感，才能充分激活观众对文艺作品发自内心

的认同和喜爱。

文化“出海”，内容是根
本，渠道要通畅

立足文艺“国家队”的定位，向世界展示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的创作目标和重点之一。舞乐

《中国故事·十二生肖》、舞蹈诗画《国色》等作

品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将“中国式

舞剧”的概念以鲜明的审美特征、深厚的文化

底蕴、扎实的艺术呈现，写入世界观众心中。

一座三苏祠，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苏东坡出众的才华、浓厚的家

国情怀和旷达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生动缩影，

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样的“文

化 IP”，值得文艺创作者深入挖掘、生动呈现。

《诗忆东坡》努力运用世界观众熟悉的艺

术语汇、表达方式，让世界更好地读懂诗歌的

美，领略文化的美。比如，作品将对苏东坡诗

歌的艺术理解转化为个体感知，通过身体动

作和视听语言等综合表达形式进行外化。剧

目没有直接铺陈苏东坡的人生境遇，没有陷

入具象的事件描写，也没有将苏东坡以“剧中

人”的形式立于舞台，而是从当代剧场的审美

样态出发，将现代舞深度融合戏曲等艺术语

汇，让古琴曲与现代音乐“对话”。

舞台空间充分体现了舞蹈的表现力，体现

出克制凝练、沉稳清宁的风格，拓展了舞剧的

表意空间。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

的多重展现，让《诗忆东坡》呈现出简洁有力的

美学调性。苏东坡的诗人风骨和意趣，诗人的

眷爱、忧思与乡愁，都以这种更为内敛的艺术

方式呈现了出来。

文化“出海”，内容是根本，渠道要畅通。

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海外传播中，我们努

力运用市场手段扩大文化产品的影响力，不

断增进有效供给、优质供给、弹性供给。我们

以“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依托海

外中国文化中心等对驻在国的传播力，推广

商 业 和 交 流 演 出 双 模 式 ，持 续 开 拓 海 外 市

场。以《只此青绿》为例，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此前以“影响力先行”的方式，充分挖掘线上

传播渠道，与权威媒体合作，在海外平台进行

多元化媒体宣传，营造“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的效果，近日，剧目已开启海外巡演，在海外

引发中华文化的讨论热潮。

开辟演艺新赛道，增强
舞台艺术作品传播力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全面重塑演

艺业态，科技的发展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广

阔的想象空间和更多元的传播可能。线上线

下、在场在线，推动演出“跨界”，不仅可以激

发舞台艺术的活力，还为开拓潜在的观众带

来更多可能。仅以《只此青绿》为例，到剧场看

演出的已超 60万人，而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数字

媒体了解到这部舞剧的人次则是百亿级。

经过不断实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逐渐摸

索出一套创作机制，总结归纳出艺术创作、打

造精品的六个重要环节，即选题、解题、创作，

推广、运营、传播。前三个环节是创作过程，

后三个环节是传播过程，六个环节相辅相成。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不断尝试创作与

传播的新方式，为舞台艺术探索新空间。原

创音乐剧《将进酒》以 LED 技术延展舞台视

觉呈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

让观众体会到“超写实”的视觉语言，努力扩

大 作 品 在 年 轻 观 众 中 的 影 响 力 。 顺 应“ 数

字+演艺”的发展趋势，我们积极对文艺资源

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建设东方“云剧院”，

探索线上消费模式，以定制化的线上演出服

务，惠及更多观众。同时，我们提出零距离感

受数字化概念，创作 VR 舞蹈《十二生肖·卯

兔邀月》，对表演艺术展演形式、表演空间、艺

术语汇与体验形式进行探索。

舞蹈艺术具有独特的韵律感和结构方

式，更容易受到年轻人喜爱。我们努力将文

化融入作品，用艺术赋能品牌。围绕“青绿”，

我们拍摄完成了《只此青绿》电影、高清戏剧

现场版，打造有中华传统文化风格的实体空

间“青绿空间”，努力以文创产品研发推广开

辟演艺新赛道，让作品从舞台走向生活，带动

更多人热爱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舞台艺术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越是

此时，我们越要清醒：只有不断实现舞台艺术

的质量提升，持续增强舞台作品的传播能力，

回应大众的文化期待与精神向往，才能不断

带动舞台作品持续提升。

（作者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

图①：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剧照。

图②：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提供

版式设计：蔡华伟 沈亦伶

用艺术魅力赋能作品传播力
景小勇

近日，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

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出品的杂技剧《天

山雪》在京上演。从杂技剧《战上海》到《天

山雪》，主创团队不断创新，在杂技剧主题立

意、叙事结构、美学风格的探索上留下了坚

实足迹，逐渐形成自成一格、由形入象的杂

技剧演艺风格。

《天山雪》包含序幕与尾声共 12 场，以故

事贯穿始终，串联起几十年来上海和新疆两

地 人 民 共 同 建 设 新 疆 、发 展 新 疆 的 动 人 历

程，讲述两地人民深情厚谊、携手奋进的故

事 。 舞 台 语 汇 丰 富 多 彩 ，总 体 呈 现 出“ 意 ”

“韵”“气”“力”的风格特征。

“意”是指该剧通过视觉意象传情达意，

以诗的意境贯穿始终。全剧注重细节的把

握和处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细节的考

究，舞台呈现的生动性和完整性，这是杂技

剧《天山雪》成功的关键。比如，第二场“光

荣花”的黑色大梁自行车、女青年鲜艳的布

拉 吉 连 衣 裙 ，展 现 出“ 灯 服 道 效 化 ”配 合 到

位 ；第 三 场“ 新 家 园 ”中 ，3 位 男 演 员 的 动 作

互为支撑，形成了对角线式的动作张力。舞

台审美上，既有一种力学质感，也用肢体语

汇呈现出静默之美，耍草叉、换草帽与插秧

农 耕 场 面 结 合 ，“ 插 秧 步 ”与“ 点 颤 步 ”相 得

益彰。

“韵 ”是 指 该 剧 深 入 挖 掘 地 域 特 色 文 化

故 事 ，具 有 人 文 韵 味 、民 族 风 情 ，杂 技 特 色

鲜 明 。 在 音 乐 设 计 中 ，《天 山 雪》使 用 了 新

疆地区一些常见的民族乐器，如鹰笛、都塔

尔、手鼓、热瓦普等。剧中配乐以当地民族

音乐为主，融入了《送你一朵玫瑰花》《送你

一束沙枣花》等民歌旋律。演员注重通过角

色心境表现戏剧情境，通过肢体语汇动静元

素的巧妙处理，以杂技艺术的独特方式有效

传 递 主 题 。 全 剧 尾 声 ，台 上 的 演 员 们 跳 起

来、唱起来，描绘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大美新

疆的画卷。

“气”是指一气呵成的全剧叙事节奏，注

重情节衔接的流畅性和紧凑性。该剧将杂

技 的“ 段 戏 ”串 连 起 来 ，表 演 的 形 式 感 较

强 。 该 剧 开 头 是“ 回 忆 式 ”铺 垫 ，通 过 引 人

入胜的场景、音乐和剧情展示来激发观众兴

趣，为故事的后续发展打下基础。技艺融合

的审美风范，转场换景的运用自如，情节结

构 的 处 理 得 当 ，使 全 剧 叙 事 流 畅 、富 有 张

力。比如，第六场“故乡情”中，饰演女儿的

演员通过绸吊表演，表达萦绕心间的母女情

思。长长的绸带，好似思念之弦，又如情感

纽 带 ，是 角 色“ 舍 小 家 为 大 家 ”的 心 理 外 化

与情感表现。

“力”是指该剧通过蹬棉花垛、飞杆、绸

吊、抖杠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高难度杂技语

汇，让观众感受杂技艺术的力与美。高空走

索技巧“达瓦孜”点燃了观众的欣赏热情，促

成 了 艺 术 假 定 性 的 发 挥 。 如 第 八 场“ 友 谊

路”中，惊、险、奇的杂技技巧通过演员精准

的配合，形象演绎了施工环境的复杂险峻；

高空飞人表演环环紧扣，生动表现了桥梁建

设者登上临时简易钢索时的惊险。

杂技剧《天山雪》的创排，是上海和新疆

两 地 杂 技 艺 术 创 作 者 互 动 交 流 的 实 践 成

果。下一步，作品还可以继续打磨。比如，

剧中主要角色戏份可以进一步加强，将主角

塑造得更为立体，还可考虑进一步深挖剧情

意象，增强戏剧性。期待杂技剧创作者守正

创新，不断用新的形式充实艺术表达，创造

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自成一格 由形入象
金 浩

电视剧《烟火人家》播

出后，我们收到了来自许

多观众的反馈。一部电视

剧能得到观众的喜爱，离

不开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

共同努力。除了一些“看得

见的要素”，还有一些“看不

见的要素”，那就是电视剧

创作中蕴含的当下性和前

瞻性。

我们一直努力把“当

下性”作为创作重点，力求

与观众产生真实可感的共

鸣。作为个体，如何处理

与家庭的关系、与亲人的

关系，怎样平衡事业和家

庭……一个大家庭中每个

人都好似一条河流，最终

汇入了家庭这个温暖的海

洋。电视剧《烟火人家》的

角色中，既有看似严厉但

宅 心 仁 厚 的 大 家 长 乔 海

云，也有女儿一辈的孟家

三姐妹：全心付出的孟明

玮、敢爱敢恨的孟菀青、理

性刚强的孟以安，还有家

庭中的第三代李衣锦和陶

姝娜。她们都是在生活中

不断成长的女性形象。

一 些 现 实 题 材 家 庭

剧 往 往 会 用 更 多 笔 墨 营

造 具 有 戏 剧 张 力 的 冲

突 。 我 们 则 尝 试 探 索 现

实 题 材 的“ 新 解 法 ”。 一

方面，最大限度还原真实

的家庭结构，展现当下社

会的真实生活，让观众有

代 入 感 ，能 产 生 共 情 ；另

一方面，从生活中寻找故

事，探究一些家庭矛盾背

后 的“ 解 题 ”方 案 。 我们

认 为 这 是 创 作 应 具 有 的

“前瞻性”。

《烟 火 人 家》从 创 作

之 初 就 秉 承 这 样 一 种 理

念：不仅要让观众看到生

活的复杂性，更要看到希

望，看到温暖。电视剧没

有 回 避 生 活 中 可 能 遇 到

的困境，但向上向善的基

调 贯 穿 故 事 始 终 。 不 管

创作什么题材，讲述什么

故事，要努力朝着光明美好的方向，这是文艺创作者的

责任。

电视剧受众多，影响范围广，是具备公共性的文化产

品。这种属性要求文艺作品不仅要提供情绪价值，还应

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对观众而言，电视剧中的角色往

往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我”。电视剧《烟火人家》中三代

人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也是不少观众要面对的问题。我

们希望观众能透过剧中人物的生活选择和担当，找寻自

身更美好生活的一种可能。

超越娱乐价值，努力让观众看到更广阔多元的现实

世界，这是影视作品值得深挖的公共价值。我们一直在

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领域不断深耕。比如，以上世纪 70
年代北京为背景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讲述了一群

年轻人成长、追梦、奋斗的励志故事；电视剧《好事成双》

致力表达“走出现在的低谷，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是向

上的”；还有一些目前正在制作的电视剧，有的还原城市

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追梦故事，有的将创作视角对准当

下年轻人，力求将青年的成长蜕变真实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个又一个观众个体在成长，一个又一个家庭也在

成长。如同《烟火人家》中演员宋春丽饰演的姥姥乔海云

的一句台词：“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要变成一个人，

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我们乐于见到，现实题材的

影视作品能在观众心中播撒下一颗颗“让我们变得更好”

的种子，进而发芽开花。

注重创作的当下性和前瞻性，是现实题材创作的两个

锦囊。作为创作者，要努力将作品置于当下社会的公共

问题的框架下进行思考，不只要有现实的真，还要呈现思

考的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底气，始终来自对社会生活

保持热情，对未来趋势保持敏锐，对传递美好保持初心。

（作者为电视剧《烟火人家》总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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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对传递美好保持初心

核心阅读

总结广受欢迎的舞剧作品
的共性，它们既是创作者在作品
的主旨、选材、审美等方面回应
时代的成功，也是艺术创新的火
花与观众审美深度契合的结果。

只有不断实现舞台艺术的
质量提升，持续增强舞台作品的
传播能力，回应大众的文化期待
与精神向往，才能不断带动舞台
作品持续提升。

杂技剧《天山雪》第二场“光荣花”剧照。

上海杂技团供图

电视剧《烟火人家》剧照。 电视剧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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