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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不久，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
周年之际，“为人民而舞   为时代建功”专

场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近千

名师生同台共舞，古典舞、民族舞、芭蕾

舞、国标舞、音乐剧、创意情景表演竞相

展示。演出“一票难求”，学院舞蹈告别

传统印象中的“高冷范”，成为舞蹈艺术

蓬勃发展的又一缩影。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演出超过

600 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同名电影

全国上映，舞蹈《唐宫夜宴》《朱鹮》《咏

春》《锦鲤》一夜火爆出圈……这些年，舞

蹈艺术真的离观众更近了，更能舞到观

众的心里。

舞蹈走出了舞台，走向广场，走上更

广阔多元的时代舞台和公共空间。2014
年南京青奥会开幕式，2015 年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2016 年

中埃文化年开幕式演出《两大文明的对

话》，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文艺演出《千年之约》，2021 年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

程》，2023 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舞蹈

承担了大量的主题性表现，舞蹈艺术的

生命力和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上

述大型文艺活动总导演的陈维亚，见证

了舞蹈艺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大型文艺活动不断
绽放艺术魅力，锤炼新的
审美品格

11 月 1 日下午，中央戏剧学院昌平

校区剧场中心。正在放映的大型情景史

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将观众带

回 2021 年 6 月 28 日晚近乎沸腾的国家

体育场。赞叹、感动、振奋，时隔 3 年重

温这一历史时刻，现场观众仍沉浸其中。

放映结束，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总

导演陈维亚、电影《伟大征程》总导演侯

克明以及参与创作的 6 位青年师生走上

舞台，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再忆创排演

出的点点滴滴，每一位参与者都十分动

容。侯克明感慨：“现场上万人用心去抒

发去表演，镜头所到之处，每一位参演者

都全情投入。”

气势恢宏的合唱、激情澎湃的交响、

绚烂绽放的烟火、热血沸腾的瞬间……

近年来的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激荡着

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塑造了中华民族共

同的文化记忆。

大型文艺活动不断绽放艺术魅力，锤

炼新的审美品格，也锻造了不同领域的人

才队伍。据陈维亚介绍，《伟大征程》约

8000 名演员，约 5000 人为舞蹈演员，其中

1000 余人为北京舞蹈学院师生，对他们

来说，这种记忆与影响刻骨铭心。中央

戏剧学院舞剧系老师朱晗饰演一位战

士，他回忆：“成千上万名演员夜以继日

地排练，我们的表演与每一个音符、每一

个节奏共振，与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共情，

不知不觉深化了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和内

心的情感。”2021 年春节过后，主创人员

和部分学生演员入驻位于北京昌平沙河

镇的“阅兵村”。还原真实的情境，才能读

懂内在的历史逻辑。主创们聆听多位党

史专家的授课，去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

址，在嘉兴南湖之畔感悟信仰的力量。

生活与排练，是一堂堂生动入心的党史

课。“从哭到不哭再到哭，是这群孩子们

的情感转变。”陈维亚清楚记得，“阅兵

村”里，很多孩子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把

钻进鞋子里的毒蝎子捉出来。一开始，

他们因为吃了没有吃过的苦而落泪；排

练中，因为未曾亲历过的艰苦而流泪；演

出结束，又因为舍不得告别而泣不成声。

10 月 24 日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舞 蹈 剧

场后台，在校生王江瑶带着珍藏的 T 恤

衫 ，找 到 陈 维 亚 签 名 。 3 年 前 ，她 穿 着

这件衣服参加《伟大征程》排练，如今穿

着这件衣服参加母校演出。一个是“饱

含激情”、一个是“饱蘸深情”，两个时间

点、同样的深爱，成为青春年华里最特

别的记忆 坐 标 。

“高度浓缩时代信息的舞台，锻造创

作者的品质与品性。”陈维亚认为，年轻

人参与大型文艺活动，熔铸了深厚的感

情基础，他们内心的自豪、自信与激情来

自对时代变化的感同身受。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好口碑是硬道理

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刘冰一直关注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追踪观众对“为人

民 而 舞   为 时 代 建 功 ”专 场 演 出 的 评

价。她惊喜地发现，“观众是罕见的‘零

差评’，有的观众说看完下午场，连着看

晚场演出，有的观众从国家大剧院又追

到了北京舞蹈学院。”

舞蹈出圈传播的现象，不是孤立和

偶然的。前不久，陈维亚赴南京观看舞

剧《红楼梦》。下午四五点钟，距离演出

开场还有两三个小时，剧场周边就聚拢

了一大群从外地赶来、拎着行李箱的年

轻人。“他们在等待开场，像是追明星演

唱会一样。”陈维亚说。

这不禁让陈维亚联想到前些年的经

历。一次业内评奖活动邀请陈维亚担任

评委，当天参赛的 15 个节目，有 14 个节

目“以黑场开始，经过压抑沉闷的表演

后，以黑场结束”。点评环节，陈维亚不

吐不快：“表现阴暗、压抑、痛苦、忧愁，并

不是艺术创作的全部，我希望看到一些

阳光、明亮、漂亮、令人振奋的作品。”话

音刚落，全场响起掌声。

“这些年，昂扬、唯美的舞蹈作品越

来越多了。”陈维亚说，“舞蹈从诞生之日

起，就具有人民性、大众性的特点，是容

易被人们理解、接受、喜爱的艺术门类。”

在他看来，“艺术创作百花齐放，但终归

要将美的感受、美的启迪传递给观众。

舞者若仅仅沉醉在自我的感受之中，观

众会毫不犹豫地远离。”

科技发展到今天，全息影像、实时捕

捉、人工智能交互设计等技术的出现，对

舞蹈的创作、表演、传播提出了新要求。

陈维亚认为，舞蹈需要连接新的空间、新

的媒介、新的技术与材料。2014 年南京

青奥会开幕式上，200 多人凌空造型上

演“筑梦之塔”，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舞蹈与地

面光影的互动下，所有雪花聚合成一朵

大雪花，唯美震撼的场景深入人心；2023
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立体飞旋于空

中的男女演员“追梦”共舞，与地屏中的

浩瀚宇宙即时互动，新潮之力奔流涌动。

“舞出观众的心声、舞出他们的欢

乐、舞出蓬勃生命力的作品，无论男女老

少，都能产生共鸣。”陈维亚说，“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好口碑是硬道理。”

    艺术要创新，胆识和
方法缺一不可

“《风华》融合中国古典美学精神，

以万物归一起始，继而一袭白衣展万物

群像，在黑白阴阳的混沌中道出中国哲

学思想。”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

教师汪子涵写道。

“踏入《焦点》的空间，演员与光共

舞，不仅要关注舞蹈动作的质量，更强调

与灯光互动产生的感受，让身体的律动

更加生动而立体。”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

院现代舞系学生伍涵茜写道。

这次为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 周年创

作演出，作为总导演的陈维亚力求以创意

取胜。每个篇章的表演，由“亮点”“观点”

“焦点”“支点”4 个情景片段贯通。“亮点”

利用威亚，让舞者的身体驰骋在广阔空

间。“观点”聚焦人声，将舞蹈文本的丰富

内涵诉诸肢体。“焦点”运用灯光效果，舞

者与光共舞，强化肢体语言与情感表达。

“支点”致敬舞蹈幕后工作者，充满现代与

时尚的气息。人们通常认为舞蹈长于抒

情，但这场演出让观众看到，舞蹈不仅可

以讲好故事，也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

“艺术创新，胆识和方法缺一不可。”

陈维亚说。受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邀

请，陈维亚根据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

祭》编创舞蹈作品，不仅是对他个人创作

风格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国舞蹈界对西

方现代舞的一次大胆尝试。作为音乐史

上的经典之作，《春之祭》的创新性和复

杂性为编舞带来巨大挑战。“你敢站到大

师们的肩膀上去吗？要不要填补《春之

祭》中国版的改编空白？”短暂的自问后，

陈维亚下定决心。他一遍遍听音乐，一

遍遍用笔画下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终

形成了一幅“心电图”。

今天的舞台越来越丰富多样，个人和

编舞团队越来越有鲜明的叙事创新和美

学追求。以这些年的中国舞蹈“荷花奖”

获奖作品为例，古典舞更多地取材于诗词

歌赋、神话传说等，通过虚实相生的古典

舞语汇，传递一脉相承的传统人文精神。

很多挖掘文化遗产元素、让文物“活起来”

的作品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而现代舞从

个体的心灵感知出发，体悟生命的自在与

自洽，思索与探寻人生的哲学命题，有各

自的艺术表达和极致的审美追求，并寻求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

舞出新时代的共同心声，舞出艺术

的蓬勃生命力，众多舞蹈工作者一次次

打破陈规俗套，一次次突围，一次次舞向

新的高峰。

图①：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现场。

图②：文 艺 演 出《伟 大 征 程》排 练

现场。

图③：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 周年专

场演出剧照。

  以上图片均为林毅摄影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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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是我国流行最广、国际影响

最 大 的 戏 曲 剧 种 。 梅 兰 芳 和 周 信 芳

是 20 世 纪 京 剧 的 杰 出 代 表 。 我 从 少

年时起就爱好京剧，有幸多次观摩两

位 艺 术 大 师 的 精 彩 演 出 。 又 因 在 戏

曲研究单位工作，也有机会参与对大

师 的 纪 念 。 今 逢 两 位 艺 术 大 师 诞 辰

130 周年，我想说点感想。

京 剧 形 成 于 19 世 纪 40 年 代 ，当

时称“黄腔”或“时尚黄腔”，1867 年到

了 上 海 ，“ 沪 人 创 见 ，趋 之 若 狂 ”。

1876 年《申报》称它为“京剧”，沿用至

今 。 京 剧 进 上 海 后 ，就“ 以 上 海 为 根

本 ”，“ 上 至 汉 口 ，内 及 苏 杭 ，远 去 闽

粤 ”，成 为 全 国 性 大 剧 种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它 的 艺 术 形 态 也 有 变 化 和 丰

富，反映在上海的演出市场上，“顿分

三派，鼎足而峙，竞求精进”。这三派

就是：北派，又称“京朝派”，是京剧正

宗；南派，指南方不少徽班、梆子班艺

人改唱京剧后仍留有徽、梆的某些路

子，亦称“乡土派”；海派，是受商业竞

争 推 动 与 中 外 新 文 化 影 响 而 从 南 派

中 分 化 出 来 的 新 潮 派 ，又 称“ 海 洋

派 ”。 在 过 去 ，“ 海 洋 派 ”是 常 被 人 骂

的，“乡土派”是常被人笑的。梅兰芳

与 周 信 芳 甲 午 同 庚 ，一 旦 一 生 ，就 在

这种舆论氛围中“竞求精进”，能取得

卓越成就，当同他们正确处理京剧的

南北关系密切有关。

梅兰芳的艺术根基是北派，但他

在 1913 年 19 岁 时 第 一 次 到 上 海 演

出 ，就 感 到 所 见 所 闻 对 自 己 大 有 启

发 ，是 他“ 一 生 在 戏 剧 方 面 发 展 的 一

个 关 键 ”，回 京 后“ 有 了 排 新 戏 的 企

图 ”。 他 的 新 戏 以 服 装 区 分 有 三 类 ：

穿老戏服装的新戏、穿时装的新戏和

穿 新 式 古 装 的 新 戏 。 最 受 欢 迎 的 是

他 1915 年 开 始 创 制 的 新 式 古 装 的 新

戏，载歌载舞，如《嫦娥奔月》《黛玉葬

花》等 。 1921 年 7 月《申 报》发 文 称 ：

“近来海上，一惟梅派之剧是宗。”“梅

派 ”名 声 渐 起 。 1922 年 推 出 的《霸 王

别姬》，更是古装新戏中享有盛名、久

演不衰的杰作。梅兰芳勇于创新，又

重视继承，不但不断加工从前辈那里

学 来 的 传 统 戏 ，使 之 经 典 化 ，还 学 演

昆曲，推动京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南

北戏曲“花雅”的综合。

周 信 芳 自 幼 在 江 南 地 区 辗 转 习

艺 ，起 点 是 南 派 ，1907 年 他 虚 龄 13 岁

到 北 京“ 喜 连 成 ”搭 班 唱 戏 ，合 作 者

中 就 有 梅 兰 芳 。 更 为 难 得 的 是 ，

1912 年 11 月 至 1913 年 1 月 间 ，周 信

芳 与 谭 鑫 培 在 上 海 新 新 舞 台 同 台 演

出 40 天 ，深 入 观 摩 谭 派 ，且 聆 听 谭 鑫

培 的 教 诲 。 周 信 芳 的 艺 术 经 历 可 谓

坎 坷 ，遭 受 过“ 文 字 上 的 讽 刺 和 言 语

中 的 嘲 笑 ”，然 观 众 支 持 、热 爱 ，“ 百

口 皆 称 萧 相 国 ，万 人 争 看 薛 将 军 ”，

“ 麒 派 ”终 于 成 为 南 方 京 剧 唯 一 流 传

至 今 的 老 生 流 派 。 由 于 梅 兰 芳 、周

信 芳 等 名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北 派 与 南

派 既 各 有 优 势 ，又 逐 渐 从 对 峙 走 向

融 通 ，使 京 剧 更 规 范 、更 富 有 活 力 、

更灿烂多姿 。

梅兰芳 、周信芳都是真善美的热

烈 追 求 者 。 他 们 为 人 、为 艺 最 大 的

“善”就是爱国。梅兰芳为躲避日寇利

用，“九一八”后由北京去了上海，演出

《抗金兵》。“八一三”后去了香港。香

港沦陷，梅兰芳返回上海。他蓄须明

志，拒绝演出，以卖画维持生计。周信

芳则在多地演出《明末遗恨》《徽钦二

帝》，“歌台深处筑心防”。他们艺术上

的“善”，更多地表现为演出剧目中对

善良者的颂扬、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具

有深刻的人民性。从两人的表演风格

来说，梅兰芳在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中

突 出 的 是“ 美 ”，周 信 芳 则 突 出“ 真 ”。

梅兰芳塑造的赵艳容、杨玉环、虞姬、

杜 丽 娘 、李 桂 枝 等 形 象 ，不 仅 鲜 明 生

动，还贯穿着独特的美：华丽而不失简

约 ，细 致 入 微 又 无 雕 琢 痕 迹 ，高 雅 清

新，自然大方。他晚年创作演出的“我

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穆

桂英，由优美而进入壮美。周信芳表

演的“真”，吸取了话剧的心理技术，而

整个表演又建立在全面掌握传统技艺

的基础之上。他所塑造的宋士杰、宋

江、萧何、萧恩、张元秀等形象，都以性

格之鲜明、技巧之纯熟把观众深深吸

引 ，台 下 有 掌 声 、笑 声 ，也 有 泪 珠 滚

滚。他嗓音沙哑，却善于运用，韵味独

特，演出时一唱众和，成为麒派戏特有

的剧场效果。

戏 曲 是 前 辈 典 范 型 文 化 。 前 辈

典范不可复制，却可以学习。纪念梅

兰 芳 、周 信 芳 二 位 前 辈 ，会 激 励 我 们

做 好 三 件 事 。 一 件 事 是 把 他 们 的 拿

手好戏，尽可能多地传承下来。如梅

派 名 剧《宇 宙 锋》《贵 妃 醉 酒》《洛 神》

等 、麒 派 名 剧《四 进 士》《乌 龙 院》《清

风 亭》等 ，继 续 征 服 观 众 。 我 们 还 要

深 入 开 掘 ，在 现 有 基 础 上 扩 大 传 承 。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变化，传承不

是 照 搬 ，必 然 会 有 选 择 性 和 创 造 性 。

另一件事，是在新创作中发扬他们的

艺 术 精 神 以 及 艺 术 风 格 。 就 我 观 摩

所及，梅派青衣李奕洁主演的《花蕊》

《青 衣》，麒 派 老 生 陈 少 云 主 演 的《成

败 萧 何》《金 缕 曲》，都 是 这 方 面 的 优

秀 成 果 。《曹 操 与 杨 修》的 主 演 尚 长

荣 、言 兴 朋 都 不 是 麒 派 ，但 该 剧 导 演

马 科 说 ：“ 整 个 舞 台 的 韵 律 、风 貌 ，是

麒 派 ”。 可 见 传 承 又 可 以 跨 越 流 派 ，

道路宽广。我们要格外珍惜新创造，

让 它 们 成 为 新 时 代 的 新 传 统 。 第 三

件事，就是要从理论上探讨和总结前

辈 艺 术 家 的 艺 术 道 路 、艺 术 作 品 、艺

术 思 想 。 近 些 年 对 梅 兰 芳 的 研 究 较

多 ，对 周 信 芳 的 研 究 较 少 ，深 化 对 两

位艺术家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创建

戏曲美学的有机部分。

我 相 信 ，梅 兰 芳 、周 信 芳 的 艺 术

精华会与戏曲命运结合在一起，历久

弥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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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舞蹈走出了舞台，走
向广场，走上更广阔多元
的时代舞台和公共空间。
舞蹈承担了大量的主题性
表现，舞蹈艺术的生命力
和表现力令人印象深刻。

气势恢宏的合唱、激
情澎湃的交响、绚烂绽放
的烟火、热血沸腾的瞬间
……近年来的一系列大型
文艺活动，激荡着中国人
的爱国情怀，塑造了中华
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艺术创作百花齐放，
但终归要将美的感受、美
的启迪传递给观众。舞者
若仅仅沉醉在自我的感受
之中，观众会毫不犹豫地
远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好口碑是硬道理。

纪念梅兰芳、周信
芳二位前辈，会激励我
们做好三件事。一件事
是把他们的拿手好戏，
尽可能多地传承下来。
另一件事，是在新创作
中发扬他们的艺术精神
以及艺术风格。第三件
事，就是要从理论上探
讨和总结前辈艺术家的
艺术道路、艺术作品、艺
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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