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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川剧《江姐》参加“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该剧从 2018 年 1 月在重庆首演以来，

已经演出超过 130 场。中国戏曲是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信息时代，如何让戏曲被更多

年轻人接受和喜爱是新的挑战。近来，我们

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现象。比如，京剧程派

名家张火丁的《白蛇传》演出“一票难求”，北

方昆曲剧院的《红楼梦》在各地受到广泛欢

迎，“三度梅”获得者冯玉萍的《孝庄长歌》征

服众多观众，豫剧名家李树建改编的豫剧《鞭

打芦花》传播海内外，等等。这说明戏曲的创

新有规可循，剖析川剧《江姐》的创新，可以获

得一些启示。

创新不离本体，在川剧《江姐》中处处可

见。譬如开场，具有象征性的船工号子、朝天

门卖艺等场景，将川剧技巧运用其中，不仅展

现了川剧传统的艺术魅力，还通过戏曲程式

勾勒出江姐身处的时空环境，呈现浓郁的重

庆地域和人文特色。第三场游击队员上场的

一段舞蹈，是戏曲程式、道具和舞蹈的有机结

合，戏曲技法的合理运用，推动了剧情的发

展。第五场江姐、甫志高、蓝洪顺的三人轮

唱，运用传统的“三穿花”调度，外化人物的内

心情境，让三人进行穿越时空的内心独白，以

及甫志高的表演中对传统川剧踢褶子技法的

运用，强化戏曲性，达到舞台效果和观众审美

的高度契合。这些戏曲处理带有明显的川剧

特色，人们从川剧的创新中仍然看到传统，感

受浓浓的“川味”。第六场围绕江姐受刑这一

情境创作的“铁链舞”，充分发挥戏曲程式性、

假定性、技艺性的特长。第七场“绣红旗”是

戏曲虚拟性、意象性的诗化表达。剧中将舞

台当作一面红旗，以黄绸为丝线，江姐带着 4
名狱友饱含深情、手持黄绸进行舞蹈，最终经

过巧妙的设计，一颗金色的五星，出其不意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配合着灯光的处理，一面

极具象征意义的五星红旗飘扬在舞台之上，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成功的京剧、昆曲、评剧、豫剧剧目，大都

遵循创新不离本体的原则。但戏曲的生命力

不仅在于作为本体的根，也在于用来创新的

枝，这是新的生长点。川剧《江姐》的创新，用

力在深刻理解中国戏曲的美学理念，将之进

行心灵和诗化的表达。比如意识流的运用。

一把雨伞变为江姐与彭松涛时空对话的门

钥，演绎出江边漫步回忆，加深对人物内心世

界的刻画。“春蚕到死”大段唱腔的处理、囚室

里牢门移动与狱友的互动以及其他多处间离

理念的运用，都令人难忘。那些贯穿在绘画、

诗歌、传统戏曲中的写意与浪漫主义，在舞台

上具象化，并深化为舞美、剧情、人物、唱腔中

的情绪和情感。

戏曲的创新，本质上是对中国美学的当

代理解和诠释。1935 年，德国戏剧家布莱希

特在莫斯科观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后受到启

发，后来在文章中盛赞中国戏曲艺术的陌生

化效果。今天，我们探究中国戏曲的现代性

问题，也应该从中国的美学里寻找创新点。

中国戏曲史宛如长江大河，每个剧种都有其

源流，从源头开始浩荡东去，因时因地形成万

千气象，故而不废千古。川剧《江姐》提供了

一个创新的范本。以“一枝红梅”引来“山花

烂漫”，戏曲的未来春光无限。

（作者为剧作家）

从中国美学中寻找戏曲创新点
王海平

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是我国舞蹈艺术创

作的资源宝库。从大型舞蹈诗《清明上河图》

到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再到舞剧《五星出东

方》，文博题材的舞剧创作方兴未艾、精品迭

出，形成“文博舞剧”的新面貌、新现象。这些

作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了起来，开

拓了舞剧艺术的创新空间，进一步激活人们

心中的文化自信，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文化记忆”。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呈现“舞绘”的美好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有个副标题，叫作

“舞绘《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是北宋

画家王希孟传世的唯一画作，现收藏于故宫

博物院。这幅画作因为在设色和用笔上继承

传统的“青绿法”，被称为“青绿山水”。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共设置了 7 个情境，分别是

《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

《入画》。在序幕《展卷》中，一位被称为“展卷

人”的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以展开画卷的方

式开启舞剧叙事。在尾声《入画》中，一群仕

女打扮的、拟人化的“青绿”画材，由台沿向天

幕慢慢行去，直至融入天幕那用于作画的“绢

本”之中。作为正式情境的《问篆》《唱丝》《寻

石》《习笔》《淬墨》，才是编导由《千里江山图》

导出的用“舞”之地。这 5 个情境，均密切关联

着绢本设色的“青绿山水”。《问篆》着眼于绢

画款识的篆刻，《唱丝》吟唱蚕桑人家的织绢，

《寻石》研磨石青石绿的矿料，《习笔》挑拣着

千毫万毛的精粹，《淬墨》是翻晾松烟软胶的

凝脂。编导由一幅具体的画作抽象到材质和

技艺的层面，借此呈现“舞绘”的美好。该剧

美学顾问张晓凌认为，编导们创作的笔锋所

向，直指《千里江山图》背后那个被历史严重

忽略的、广阔的民间图景——由问篆、唱丝、

寻石、习笔、淬墨所构成的民间技艺体系，这

里所内蕴的智慧、激情、发现、创造力、想象力

以及巧夺天工的技艺，不仅是包括《千里江山

图》在内的一切伟大作品的根源，也是山水精

神的原点。张晓凌认为，沿着这种认知，可以

推导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人民山水”，“人

民山水”是《只此青绿》全剧的思想基石。

在舞剧创作中，“舞绘”一幅中国传统名

画，早已有之。在《只此青绿》之前，至少有 3
个演艺团体根据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创编了“大型舞蹈诗”。其中，香港舞蹈

团的版本较为成功。大型舞蹈诗《清明上河

图》透过典型动态，映照民生、折射盛世。对

于北宋时期汴京的盛世繁华，舞蹈诗从画作

中还原出 16 个场景。在 16 个场景之前设了

序幕《汴水晨曦》，然后有清晨之《春郊赶驴》、

正午之《肩摩毂击》、傍晚之《夜夜笙歌》；就空

间而言，舞蹈诗紧扣汴河做足了“水文章”，由

《隋堤烟柳》看荡风映波，由《逆水纤夫》看升

帆收缆，由《平桥观鱼》看人欢鱼跃，由《盛世

虹桥》看求雨承露……场景的提炼选择结合

了民俗风情与典型动态，场景的结构布局则

是基于视像迁移与艺术对比。舞蹈诗编导在

乐思、画意的民生民态上下功夫，捕捉与提取

典型动态，使作品不流于既成风格舞蹈的罗

列展示。要让作为“文物”的历史活在当下，

不能不在其中注入当下民众的生活和情思，

为了“活化”这样一幅内涵丰富的画卷，主创

们曾经深入河南采风。

彼时还没有“文博舞剧”这一说，但已经

有了“文博舞剧”的雏形。无论是当年的大型

舞蹈诗《清明上河图》还是当下的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创编这类“文博舞剧”要做到“入

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不能只是“发思古

之幽情”，而要努力实现时代的、社会的、人民

群众的“共情表达”。

以文物为切口，对“文化
记忆”进行现代阐释

广义的“文博舞剧”，其实并非单纯地去

“舞绘”或“活化”某件文物。不论这件文物有

多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深入阐释并不是舞

剧艺术的优长所在。在舞剧中，文物的文化

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博大精

深、大气磅礴的中华文化，5000 多年不间断的

“文化记忆”，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重要资源。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

大国，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的文化强国，需要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缺少“文化

记忆”，而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文化想象”，对

“文化记忆”进行现代阐释。

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同在第十三届中

国艺术节荣获“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

方》，就是一部对“文化记忆”进行现代阐释的

“文博舞剧”。该剧由一支中日尼雅遗址学术

考察队掀开帷幕。1995 年 10 月，这支学术考

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

墓中发现了一块汉代蜀地织锦护臂，护臂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是织锦纹饰的有

机构成。这个织锦护臂见证了中国各民族的

交流交往，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

方》成功地讲述了一个舞剧故事，与织锦护

臂的“文物切口”分不开，这是一个既包含深

邃“文化记忆”又可以开启丰富“文化想象”的

切口。

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难以磨灭且魅力长存

的，是促使民族亲和、凝聚、诚信、正义、宽容、

勤勉、奋发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性，这应当

是“文博舞剧”创作的立意所在。值得创作者

注意的是，如果过于纠缠只鳞片羽、一招半

式、残篇断简的形态与结构，有可能在对“文

化记忆”的回顾中，忘却“文化想象”的功能要

义和内容真谛。

“有意思”的舞蹈需要用
“有意义”的故事来充实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大获成功，舞蹈界

的“文物意识”被调动起来。已经初步亮相的

“文博舞剧”有《孩儿枕·家和兴》《唯我青白》

《俑 立 千 年》，蓄 势 待 发 的 还 有《天 下 大 足》

等。“文博舞剧”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对某部

成功之作的追随，而是一种在“文旅交融”文

化景观中的创编自觉。“文博舞剧”如何走得

更远，值得思考。

多年来，我们已有一些做得不错的“文博

舞剧”，比如《千手观音》《敦煌》等。尤其是在

新时期伊始创排、从敦煌莫高窟走出、带动风

气之先的舞剧《丝路花雨》。该剧创演于 1979
年，编导集体有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

建中 5 人。创作出发点是想“活化”敦煌壁画

（主要是唐代的“经变图”），但总得有一个故

事框架来支撑。《丝路花雨》的成功离不开这

个“有意义”的故事。重读舞剧《丝路花雨》的

“创作谈”可以发现，即便以舞蹈形象无比丰

富的敦煌壁画为切口，要为那些“有意

思”的舞蹈创编一个“有意义”的

故 事 也 绝 非 易 事 。 正 如 该

剧编导许琪所说，第 112
窟 南 壁 有 一 个 反 弹

琵 琶 的 舞 者 形 象

深 深 吸 引 了 他

们，与 其 他 舞

姿 不 同 的

是 ，她 那 特 有 的 柔 里 带

刚的气质。她高高抬起的右腿

矫 健 刚 劲 ，脚 趾 跷 起 充 满 活 力 ；丰 腴

的双臂斜上方反握琵琶，两眼微微下垂非常

陶醉的样子；左胯重心向后提起，上身前倾；

仿佛随着那手指拨动琴弦发出的清脆乐声，

她的重心定会冲击向前，随着落下的右腿而

引起一连串舞蹈来。就这样，根据他们的理

解，设计中心前倾或后移、爆发出快速前冲

或后退的步伐，使这一舞姿活动起来。舞剧

《丝路花雨》通过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活化

“ 有 意 思 ”的 敦 煌 壁 画 中 的 舞 蹈 ，这 离 不 开

“文化记忆”，更多的是要发挥“文化想象”。

《丝路花雨》之后，《编钟乐舞》（楚）、《汉风》

（汉）、《仿唐乐舞》（唐）、《清宫行》（清）纷至

沓来，形成了一股“舞蹈仿古风”。

这给正在从文物切入、进行舞剧创编的

创作者带来启示：一要用“有意义”的故事来

充实“有意思”的舞蹈，二要用丰富的“文化想

象”赋能深邃的“文化记忆”。如此，“文博舞

剧”才会形成精品内质和高峰品相。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

院长）

从《清明上河图》到《只此青绿》再到《五星出东方》，“文博舞剧”方兴未艾——

拓展创新空间 实现共情表达
于 平

广义的“文博舞剧”，其
实并非单纯地去“舞绘”或

“活化”某件文物。在舞剧
中，文物的文化价值主要体
现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
我们并不缺少“文化记忆”，
而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文化
想象”，对“文化记忆”进行
现代阐释。

“文博舞剧”的产生，是
一种在“文旅交融”文化景观
中的创编自觉。用“有意义”
的故事来充实“有意思”的舞
蹈，用丰富的“文化想象”赋
能深邃的“文化记忆”，“文博
舞剧”才会形成精品内质和
高峰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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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走向大西南》剧照。 片方供图

川剧《江姐》剧照。

重庆市川剧院供图

图①：舞剧《丝路花雨》剧照。

甘肃省歌舞剧院供图

图②：舞剧《孩儿枕·家和兴》剧照。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版式设计：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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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重大革

命题材电视剧《走向大西南》。

作为中宣部、广电总局“与时代

同行 与人民同心”庆祝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电视剧展播剧

目，《走向大西南》鲜明的主题

思想表达和独到的艺术呈现引

发关注。

该剧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创建新中国

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1949
年 4 月 20 日，根据中央军委的

战略部署，由以邓小平为书记

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

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

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

合下，发起渡江战役。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5 月 27 日上海完

全解放。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

败，猥集西南进行顽抗，大西南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军事、政治较量的

大战场。中 央 军 委 将 进 军 大

西南的任务主要交给刘伯承、

邓 小 平 率 领 的 第 二 野 战 军 。

这 支 身 披 渡 江 战 役 硝 烟 的 部

队又长驱数千里挺进大西南，

在 贺 龙 率 领 的 第 一 野 战 军 第

18 兵 团 及 其 他 兄 弟 部 队 的 配

合下，击溃蒋介石苦心经营的

西南防线，胜利完成了解放大

西南、改造大西南和建设大西

南的历史使命，推动西南地区

实 现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该剧

反 映 了 邓 小 平、刘 伯 承、贺 龙

等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领 导 解 放 大

西 南、改 造 大 西 南、建 设 大 西

南 的 光 辉 业 绩 和 他 们 崇 高 的

精 神 品 格 。 在 这 个 革 命 家 的

群 体 里 还 有 一 批 著 名 军 事 指

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们大

都刚参加渡江战役，完成接收

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任务，又走进了进军大西南的行列。

这些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人物，赋予剧集厚重的历史感。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邓小平长期担任重要的大战略区

的主要负责人，以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党内著

称。主政由战争转入建设的大西南，对他也是全新的考验。

在大西南，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留下一个社会矛盾重重、匪

特横行、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的烂摊子。剧中真实描写了这

样的社会环境，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下加以表现，多

方面刻画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

品格，同时细腻地刻画他同普通人一样的美好情感。大西南

“问题至为复杂”，他号召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依靠人

民群众打一场特殊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选择从稳

定社会、改善民生入手，提出要让西南人民都有饭吃，同刘伯

承、贺龙等西南局领导同志一起，组织打好人民币进西南之

战，稳定金融和物价，解决粮荒，并制定符合西南实际的政策

措施，推动迅速恢复发展城市工商业。

在城市接收、改造工作告一个段落后，西南局将工作

重点转向农村，组织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土改斗

争，铲除农村封建势力，变革农村生产关系。邓小平参加

领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建设大西南“交通第

一”，西南局组织领导西南人民修成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大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的地区，

西南局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消弭民族隔阂，创办民族

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打下了重要

的基础。这些都在剧中有所呈现。

毛泽东曾将党中央进驻北京比喻为“赶考”。邓小平

将西南局进驻重庆也比喻为“赶考”，要求干部和部队要克

服享乐思想，过好“胜利关”。他率先垂范，常年一身旧军

服，军帽还是经妻子卓琳缝补过的。在重庆，他一大家子

同刘伯承一家挤住在一栋房子里，搭伙做饭。邓小平是从

西南的土地上走出去的，现在率领胜利之师回到这块土地

上时，他的乡情、亲情溢于言表。他将在广安的继母和同

父异母的妹妹接来同住，一家人布衣粗食却充满团聚的快

乐。该剧展示了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家庭生活，让观众从中

看到同普通老百姓一样爱家、爱亲人的邓小平。

《走向大西南》专门铺开一条故事线，描写进军大西南

千军万马中的一个特殊的年轻群体，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服务团。二野在准备进军大西南的过程中，为解决缺

少干部的问题，从刚解放的南京、上海等地招收青年学生

和青年知识分子 1.7 万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

团。西南服务团跟随大部队进入西南地区工作。有的人

在剿匪、征粮、土改等斗争中牺牲，长眠在大西南的土地

上。该剧依据史料，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塑造了武思文

和王步先、沈苛、袁振全等西南服务团干部战士的艺术形

象，真实、生动地反映这群年轻人选择为新中国服务并为

理想和信仰奋斗。他们的奋斗史和人生道路，给今天的青

年提供了深刻的人生启迪。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走向大西南》坚持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用富于时代特色的艺

术手法拍出了历史的厚度和质感，拍出了伟人的高度和温

度，谱写了一部走向大西南的壮丽史诗。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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