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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文 艺 工 作 者 应 该 牢 记 ，创

作 是 自 己 的 中 心 任 务 ，作 品 是 自 己

的 立 身 之 本 ，要 静 下 心 来 、精 益 求 精

搞 创 作 ，把 最 好 的 精 神 食 粮 奉 献 给

人 民 。”

暑期来临，《红楼梦》《李白》《只此

青绿》《孔雀》等多部原创舞剧在各地

上演。2021 年首演的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已演出 550 场，2019 年公演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迈过演出 600
场“大关”，一批 90 后舞者创作的民族

舞剧《红楼梦》在厦门闽南大戏院精彩

上演，一票难求。

这是 10 多年来中国当代舞剧艺术

迅猛发展的缩影。数量攀升，“爆款”

频出，口碑和票房共赢，原创舞剧成为

当下中国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这

不禁让人思索：舞剧艺术缘何备受青

睐？涌现哪些成功经验？还有哪些提

升空间？

从积累到绽放
舞剧的崛起与时代同步

梳理中国原创舞剧崛起的深层脉

络可以发现，当代舞剧艺术创新创造

的生动图景，镶嵌在波澜壮阔的时代

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

程为舞剧发展奠定坚实的动力，从高

原迈向高峰的艺术目标激发舞剧创作

者的创新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担

当让创作者焕发创作热情。原创舞剧

精彩亮相，舞剧艺术走进千家万户，根

本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对观众的需

求积极呼应。

如今，多元新颖的舞剧题材为观

众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独特深入的

创作角度让舞剧作品呈现鲜明的艺术

个性，变幻多样的舞剧叙事丰富舞台

艺术的审美样式。近年来涌现的优秀

舞剧作品中，《永不消逝的电波》深情

赞颂革命信仰，《草原英雄小姐妹》巧

妙呼应现实，《咏春》透过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之美展现文化自信，《骑兵》激

昂表达革命英雄主义……一大批激荡

人心的舞剧精品力作，是文艺工作者

向时代和人民交出的艺术答卷。

我们不能遗忘，在这崛起的背后

不仅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中国

舞剧名作的沉淀，还有对外来艺术精

品的吸收与借鉴。改革开放之后，外

国芭蕾舞剧作品拓宽了中国舞剧创作

者的视野，在一定范围内引发关于创

作观念的讨论。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

团的《驯悍记》、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

《乡村一月》、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的

《斯巴达克》、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

芭蕾舞团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带来

诸如心理空间、虚拟人物、双线叙事、

多线并置等一系列艺术新理念和新手

法，对后来的中国舞剧艺术创作产生

一定影响。由此，中国当代舞剧创作

形成了以《丝路花雨》《祝福》《林黛玉》

《沙湾往事》等为代表的一

波又一波创作热潮。

中国舞剧的飞速成长，

源于漫漫“艺术长征”和艰

辛艺术探索。当代舞剧艺

术从不太被关注到今天的

崛起，是一代代中国舞剧艺

术家前赴后继持续努力的

成果，是年轻一代向前辈艺

术家不断学习汲取经验的

呈现，是文艺工作者以博大

胸怀广泛吸收外来舞剧最新审美经验

的产物，是一个艺术门类从积累到螺

旋上升再到飞跃绽放的结果。

在继承与创新之间
形成中国舞剧的独特语汇

在如今的世界舞剧范畴内，中国

舞剧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艺术路径，

铺 展 开“ 中 国 式 舞 剧 ”的 画 卷 。 可 以

说，当今中国舞剧艺术不仅为观众提

供了精神食粮，也为世界舞剧发展提

供了“中国经验”，开始形成独有的审

美经验和艺术风范。

善恶分明的主题思想，强烈的戏

剧冲突配以场次明晰的戏剧结构，标

志着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双人舞，以“三

一律”为标志的戏剧处理，以制造逼真

效果为特征的舞台美术空间营造等，

是传统舞剧的基本美学特征。观察当

代中国优秀舞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舞剧的一些区别于传统舞剧、独特而

重要的“艺术标配”。

在结构上，中国舞剧强调虚实结

合、心理导引。获得文华大奖的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中，两个世纪的两

代“红领巾”在一个故事里，叙事交互，

情感交织。该剧所采用的心理导引的

空间处理，以剧中人物的内心情感或

心理变化为依据来结构作品，突破传

统舞剧结构上的窠臼。这使得作品富

有中国艺术的诗性品格，非线性的空

间变化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

在叙事上，中国舞剧强调艺术视

角的自由转换，重视将艺术叙事视角

与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主题选择联系

起来。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

“夫妻双人舞”、江苏大剧院版《红楼

梦》中借贾宝玉之眼洞悉金陵十二钗

的命运。这样的视角转换，让人联想

到中国绘画意境无穷的散点透视。

在舞蹈语汇的编创上，中国舞剧

强调以内在精神为统领，大胆融汇中

外舞蹈精华，熔铸新的舞蹈语汇。舞

剧《咏春》“打通关”一段之所以引发热

议，正是源于它将中华武术与舞蹈较

好地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

舞，让人体验到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的

英武之魂和中华胆魄，强化了舞蹈的

艺术感染力。某种程度上，舞剧的编

与导要在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生

长出中国舞剧的独特语汇。

在当代舞剧舞台的美术设计上，中

国舞剧强调多变的舞台装置，配合精准

多变的灯光，营造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

意象。比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

层层环绕、层层相套的转动平台，让舞

者的表演或纵或横、或静或动，颇有出

神入化的效果。创作者们还强调利用

数字技术创作影像视频，构成与剧情

高度融合的视觉辅助元素，让舞剧艺

术表达有了全新的景观呈现。

在优秀的舞剧作品中，这些新鲜

的舞台创作理念和表达手段，达成与

中华美学意蕴相生相合的艺术效果，

构建出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性的艺术意

象。《只此青绿》的多层套环与中华文

化的“同心圆”寓意深刻关联，《绝对考

验》的时空转换与中国诗词的赋比兴

手法神韵相通，《朱自清》里的夫妻临

终诀别双人舞，超越了世界传统舞剧

的爱情双人舞意涵，触达中国人的生

死观。

当代中国舞剧艺术，已经发展成

兼具艺术理念前卫、舞蹈语汇创新、结

构样式多元、思想意义深刻等众多特

征的艺术形式，是承载当代文化创新

和艺术创意的一支重要力量。

探望艺术前路
“舞剧热”也需“冷思考”

近年来，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大力

扶持下，在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等的资助推动下，再加上国

家级评奖的引导，我国文化发展呈现

蓬勃生机。据统计，国家艺术基金成

立 11 年 来 ，共 资 助 舞 剧（舞 蹈）项 目

330 项。依据《国家艺术基金 2024 年

度资助项目申报情况报告》所示，2024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共计

899 项，其中舞剧类占比为 7%。扶持

资助、鼓励创作、培养人才、拓宽交流

演出渠道、量中求质、力作涌现、引领

方向……由此，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形成了一个经过反复验证并得到高效

应用的艺术创作良性闭环。

年轻人是当前舞剧艺术的观众主

体 ，他 们 伴 随 舞 剧 艺 术 的 成 长 而 成

长。《红楼梦》《李白》《只此青绿》《诗忆

东坡》等爆款作品多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题材，很多年轻观众不仅欣赏

作品，还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交流讨论，

扩大了舞剧的传播。“Z 世代”年轻人

成为演出市场的活跃人群。中国演出

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演出市

场年度报告》显示：演出市场消费主力

为 18 岁到 34 岁的年轻人群，该年龄段

人群连续三年在购票观众中占比超过

76%。年轻一代热爱“国潮”，这种日益

增长的爱国热情、文化热情，应该在舞

剧的艺术空间开拓更多出口。进一步

面向新一代的受众群体，舞剧创作者

可以更贴近当下年轻人的认知特性进

行创作、尝试创新。

探望中国舞剧的艺术前路，也有值

得警醒的现象。比如，一些舞剧取得成

功，可能引发后续创作一窝蜂似的涌

向同类题材，这一现象不但造成选材

雷同，更造成了资源浪费。一些作品

的主题立意还不够深，形象设计缺乏

艺术个性，开拓创新的空间还很大。

未来，舞剧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

作，要下大功夫解决生活真实和艺术真

实的二重关口。提炼和塑造典型，从

文化观念、艺术理念、戏剧概念出发，善

用中国化的舞剧艺术语言，创作更多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始 终 是 中 国 舞 剧 艺 术 创 作 的 重 要 方

向。沉下心来，我们将为世界舞剧舞

台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图①：舞剧《朱自清》剧照。

图②：舞剧《李白》剧照。

图③：舞剧《骑兵》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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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舞剧实原创舞剧实现口碑和票房共赢
冯双白

“我是小青鸟，凤凰的儿子，请问怎样

才能找到光明本源？”随着小青鸟的追寻

脚步，长江沿线森林水泽的美丽图景次第

展开。青头潜鸭、白鹭、金丝猴等动物化

身“光明守护者”，在与“小青鸟”的互动中

展示精彩绝伦的杂技技巧。他们在独轮

车上叠罗汉，在高空中翩翩飞舞，一个跟

斗翻上云霄，又稳稳落在摆动的桥面上

……走进武汉杂技团最新创排的杂技剧

《凤凰说》演出现场，高难度的表演，层层

推进的故事情节，IMAX 大屏一样的裸眼

3D 视觉效果，牢牢吸引观众的目光。

过去，杂技主要以一个个短节目的形

式呈现，以新、奇、特、惊为主要艺术特征，

重“技”而不是“艺”。武汉杂技团团长陈健

介绍，近年来，他们试着用杂技讲故事，每

隔两三年创排一部杂技剧，在展现杂技本

体的基础上，将歌舞、话剧等艺术门类的

表现手法融入杂技剧，深受观众的欢迎。

武汉杂技团成立于 1953 年，新中国

第一代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便是从该

团走出。 2014 年，武汉杂技名列第四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悠久的历史、辉煌的过去，为武汉杂

技团奠定深厚的技艺基础。在文娱方式

越来越多元的今天，要赢得观众青睐并非

易事，武汉杂技团的探索表明，守正创新

的杂技永不过时。

解决“技”“艺”两张皮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观众接触的艺术门

类相对少，杂技表演广受欢迎。为满足

观众不断提升的艺术品位，2000 年之后，

各地杂技院团积极创新，排演杂技剧成

为潮流。

2003 年，武汉杂技团成立 50 周年之

际，排演了该团的第一部杂技剧《英雄天

地间》。以中国历代英雄故事为主题，将

传统的杂技绝活融入其中，《英雄天地间》

展开一幅多彩的史诗画卷。自 2003 年 10
月上演以来，累计演出 1800 多场，在海外

同样受到青睐，海外巡演累计 500 多场。

杂技的叙事能力相对较弱，当时，杂

技团将一个个节目以“英雄”这一主题串

联起来，每个节目相对独立。 2009 年推

出的《梦幻九歌》，以屈原的《楚辞·九歌》

为灵感，用柔术、转碟、绸吊、跳板等 9 个

杂技节目来展示《东皇太一》《少司命》《东

君》《山鬼》等 9 个篇章的神话故事。各篇

章以《九歌》为魂，内在统一性、连贯性进

一步加强。此后，武汉杂技团编排了《江

城》等原创现代剧，展示武汉的都市生活

图景，杂技剧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不断增

强 。“ 剧 情 更 流 畅 ，但 剧 没 有‘ 压 住 技 ’，

‘技’和‘艺’两张皮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陈健回忆。

一部部杂技剧，记录杂技团发展进步

的足迹。从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开始

演出的《凤凰说》，不仅通过旁白、字幕讲

故事，主要演员还通过对话、歌唱的方式

塑 造 人 物 、推 进 情 节 ，表 演 形 式 富 有 新

意。“声音是提前录好的，但在舞台上这样

表演还是第一次，非常考验演员。”《凤凰

说》主演鲁雪娇说。

不断创新节目形态

狭窄的“小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桥的两端，演员们奋力将桥荡得更快更

高，突然，“小青鸟”足尖一点，跃上高空，

在空中连翻两个筋斗后，稳稳落在摆动的

小桥一端。“小青鸟”安全落下的一刹那，

观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这一幕，在武汉杂技厅反复上演。

这是武汉杂技团的独家绝活“浪船”，

也是该团近年新创的代表性节目。其创

意源于经典节目《浪桥》，又与传统《浪桥》

节目不同，从以往的一桥一人变成一桥多

人，创造了“四人连翻”“六人连翻”“单人

180 度飞跃跨桥”“团身三周自落桥”等超

高难度动作，气势宏大。2022 年，该节目

荣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2023 年 12
月在德国纽伦堡圣诞马戏演出中压轴登

场，大获成功，25 天连演 60 多场，在摩纳

哥第四十六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斩

获“银小丑”奖。

创作这个节目需要研发更新道具，

演 员 们 也 足 足 训 练 了 两 年 。“ 空 中 翻 腾

后要落到桥上，而不是地上、垫子上，这

要 求 力 量 、角 度 、时 间 都 控 制 得 非 常 精

准，演员也要配合非常默契。”青年演员

唐英栩说。

经历数不清的失败和再尝试，武汉杂

技团磨练出《飞轮炫技》《独轮车技》《技炫

黄包车》《寒梅疏影》等一大批创新节目，

多次荣获国内国际大奖。《寒梅疏影·杆上

技巧》将杂技技艺与传统戏曲进行创造性

融合，千回百转的戏腔中，戏装打扮的演

员在一棵硕大的“梅树”上四肢腾空，展现

柔术之美，也暗合了杂技人“梅花香自苦

寒来”的坚韧品质。这一节目在武汉国际

杂技节上荣获芳草金奖。

充分了解观众需求

“过去，杂技演员离观众非常远，更看

重在舞台上‘炫技’，现在，要尽可能地和

观众互动，走到观众身边去。”武汉杂技团

编导曹心说，演出中走近观众，演出后和

观众合影、交流，了解观众对演出的评价，

成为杂技演员们的日常。

武汉杂技团通过传统文化进校园、

进社区、“三下乡”等多种方式将演出送

到观众身边。通过参演春节晚会、杂技

节、杂技比赛等方式，团里的精彩节目广

泛传播。2016 年，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

武汉杂技团设计编排节目《人猿泰山》，

进 园 驻 场 演 了 3 年 ，深 受 孩 子 们 的 喜

爱。现在，他们正准备通过“快闪”等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杂技吸引更多

年轻人的关注。

近 年 来 ，武 汉 旅 游 人 数 屡 创 新 高 。

“我们将创造更多既有国际水准又有武

汉风味的节目，希望有一天，武汉杂技厅

能成为武汉的文化旅游打卡地。”陈健满

怀期待。

高超的杂技是一种“世界语言”。近

10 年来，武汉杂技团几乎每年都组织优

秀节目赴外国演出，累计出访 40 余次，足

迹遍布 38 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年初，我

们在德国表演时，由于舞台比较小，我感

觉就在观众席的上空翻腾跳跃，观众的掌

声、欢呼声听得更清晰了。”唐英栩说，将

中国的杂技绝活带到世界观众的身边，通

过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是他们的心愿。

武
汉
杂
技
团

—
在
守
正
创
新
中
拓
宽
发
展
路
径

田
豆
豆

核心阅读

多元新颖的舞剧题
材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
的选择，独特深入的创作
角度让舞剧作品呈现鲜
明的艺术个性，变幻多样
的舞剧叙事丰富舞台艺
术的审美样式。近年来
优秀舞剧集中涌现，是一
个艺术门类从积累到螺
旋上升再到飞跃绽放的
结果。

年轻一代热爱“国
潮”，这种日益增长的爱
国热情、文化热情，应该
在舞剧的艺术空间开拓
更多出口。进一步面向
新一代受众群体，舞剧创
作者可以更贴近当下年
轻人的认知特性进行创
作、尝试创新。

图为改编融入杂技剧《凤凰说》的获奖节目《扬帆追梦·浪船》。 武汉杂技团供图

数据来源：国家艺术基金

数据来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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