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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首演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与 1961 年上映的同
名故事片，可谓红色经典中的双璧。
1971年，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也
被搬上大银幕，广为流传。半个多世
纪过去，我们通过这部经典重温中国
工农红军革命历程、理想信念和斗争
精神的同时，仍然能够领略它的艺术
魅力和创作高度。

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以芭蕾
的形式讲述了一个革命故事。舞剧在

剧情和人物设置上比同名电影更为精
炼，这是舞台叙事的必要。舞蹈中的
人物无法像故事片中的人物那样自报
身份，人物关系过多会造成舞台叙事
的负担。对于编舞而言，运用独舞、
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基本形式塑
造人物形象并推进情节发展，需要发
挥的空间，因此，主要矛盾和典型场
景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
琼花与洪常青、琼花与南霸天构成主
要人物关系，为独舞、双人舞提供了
矛盾冲突的基础；另一方面，苏区明
亮欢快的基调与南霸天府邸阴郁压抑
的底色形成反差对比，为群舞编排提
供了情绪背景。

“常青指路”在谢晋导演的电影
中仅仅是一个叙事桥段，洪常青和琼
花共同面向通往苏区娘子军连部的小
径，镜头一闪而过。但在芭蕾舞剧
中，“常青指路”是剧情的转折点，

也是象征意味极强的场景。琼花逃离
南府后，与洪常青和小庞在椰林初
遇，心理上从提防、犹疑到接纳，一
步步转变，最后在红色娘子军音乐主
旋律的暗示和烘托下，三人共同面向
苏区所在的方向。这是琼花决定走上
革命道路的重要时刻，也成为舞剧的
经典造型之一。此外，在剧场版的舞
剧结尾处，洪常青被敌人架在烈火之
上，同时国际歌响 起 ， 革 命 精 神 在
火光中升腾。这两个场景中，革命
精神的感召和动作语言的诉说达成
统一，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在舞剧中
高度融合的典范。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艺术
本体上为世界芭蕾史提供的革命性
经验，是对西方古典芭蕾审美的挑
战，也是芭蕾创作与中国传统身体语
言相结合的有益尝试。西方古典芭
蕾的审美根植于宫廷文化，有着系统
完善的足尖技术作为支撑，手势、造
型亦有特定的规范。在此前提下，仙
女、公主、小姐等形象的塑造与舞蹈
技术体现表里合一，形成特定的优雅
格调。显然，古典芭蕾的固有模式限
制了琼花这个人物内在情感的张力，
优雅格调与琼花的身份和强烈表达无
法匹配，所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便需要对传统古典芭蕾进行改造。

琼花受伤逃离南府后，在椰林中
有一段抒情独舞——紧握的双拳和中
国传统戏曲动作中的各种技巧性翻
转，无不宣泄着琼花心中的愤怒和仇
恨，大开大合的动作幅度，时时在释

放着积压的苦情。这一切都与足尖技
巧进行了完美的嫁接和融合，使琼花
这个人物形象得到丰满生动的塑造，
也为芭蕾世界中的女性增添了一个红
色的革命形象。

对于突出足尖和腿部技巧的古典
芭蕾而言，上半身的表现力相对薄
弱，这一点在 《红色娘子军》 中得到
很大改观。“娘子军练兵”和“军民
同乐”两个场景中，女兵练枪群舞、
女兵练刀群舞、男子短刀群舞、斗笠
舞等都加上了符合剧情的道具，从技
术上丰富了古典芭蕾语言，也为芭蕾
群舞的编排提供了经典案例。以女兵
端枪瞄准前行的动作和造型为例，实
际上这不但是对古典足尖技巧的挑
战，要求演员具备脚尖的过硬技术，
而且还必须有端枪的手臂力量和平衡
能力，否则就无法有力地呈现勇武刚
健的女兵形象。另外，在“万泉河水
清又清”的悠扬音乐中，翩翩而起的
斗笠舞不仅传达了军民同乐的美好氛
围，也为芭蕾舞和民间舞的结合提供
了样板，艺术风格鲜明。

重温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令人不得不叹服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
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这部剧既凝结
着前辈艺术家悉心创作的集体智慧，
也体现着情动于中而发于外的革命精
神。重温红色经典的意义便在于用审
美的方式学习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
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副研究员）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文艺方面的主题创作百花竞
放。开天辟地的 1921 年，更是各种
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在此热潮
中，影片 《1921》 可谓颇具新意的
好作品。

影 片 聚 焦 在 上 海 召 开 的 中 共
一大，所有的叙事都朝着这个聚焦
点努力。李达成为故事的主线人物
之一，他在上海串联起所有心向上
海、奔赴上海的角色。在北京，李
大钊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寄予厚
望；在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冒雨
启程；在欧洲，马林从奥地利出
发，邓小平等在法国兴奋眺望。每
一个奔赴上海的人，前路都不平
坦。马林一落地就陷入被追捕的危
险之中；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近藤
荣藏来到上海后，一直被特务盯
梢。其他从北京、汉口、广州、济
南等地赶来的参会者，无不历经艰
难险阻。影片还通过众人向刘仁静
等询问五四运动的情形，闪回了两
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爱国运动。

各 地 的 参 会 者 纷 纷 来 到 上 海
后，又开始了寻找、确定开会地点
的历险记。这就使影片形成了一种
奇特的结构：在故事的演进中，多线
索纷呈交错，每个人物又有自己的线
索。这种立体交叉的叙事方法，难度
有如构建现代都市的立体交通网，
纷繁复杂又自有其内在秩序。

叙事性文学艺术形式发展到今
天，结构几乎成为成败的关键。这部
影片让一个个历史人物穿行于故事
的脉络之中，有交汇又有独特性，实
属不易。与此同时，其他的故事线
索以最精练的方式表达而不完全展开，人物之间的对话极具
主题色彩，都围绕如何救国救民于水火这一核心，而为了实现
这个共同的理想，必须以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思想建党、政治建党、组织建党就成了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的最大共识，就有了先进知识分子从全中国甚至海外奔
赴上海的盛景。影片直接切换故事线索的方式，从创作表达上
也是一种新的探索。编剧、导演都做得可圈可点，展现了众多
人物形象，从容地讲述了故事。随着剧情的推演，一幅巨大的
画轴徐徐打开，纷繁中不乏清新，简洁又纲举目张。

《1921》是一部具有现代审美意识并努力通过艺术创新来
表达、传递历史真谛的影片，在传统与现代、主题与艺术、
内容与形式的融合上做得较为出色，成功实现了创作目标。
主体故事的时间有如话剧艺术一样严格控制，空间则又充分
展开，突出了电影艺术的优势。影片还集束式呈现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观众可以从中感受
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1921年这个红色起点值得
格外珍视，需要永远铭记。电影 《1921》 生动地、恰切地表
达了这一主题。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电（记者郑娜） 伴随着一曲
二胡独奏的《红梅赞》旋律，由中国音
乐学院师生演出的音乐会版歌剧《江
姐》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

歌剧 《江姐》 根据小说 《红岩》
中江姐的英雄事迹改编创作而成，由
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
曲。该剧于 1964年 9月首演后轰动全
国，其中的 《红梅赞》《绣红旗》 等
唱段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唱。本次
音乐会版歌剧《江姐》在原剧本44个
唱段基础上精选出21个唱段，以故事
讲解的形式将唱段串联起来，引领观
众走近红岩年代，走进江姐的内心世
界，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

本次排演音乐会版歌剧 《江姐》
是由中国音乐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艺术

实践部基于现有课程开设的实践类集
体课，是一次全新的教学尝试。它打
破了系别和年级界限，在声歌系、国
乐系不同年级的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
究生之间进行了一次跨越式合作课，
同时也是专业主课与思政课有机结合
的实践课程模式。第四代江姐的扮演
者、原空政文工团一级演员、歌唱家
铁金担任本次音乐会版歌剧 《江姐》
总导演，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
育家、指挥家曹文工担任乐队配器和
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担任
故事讲解人。在几位专家的指导下，
参与演出的 100 多位学生阅读原著小
说和历史资料，仔细分析剧中人物，
揣摩人物性格，不断提升音乐理解力
与表现力，用美妙旋律唱述英雄故
事，透过音乐读懂党史。

近日，“时代楷模”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原纪委书记李夏
的事迹被改编成黄梅戏搬上舞台。作为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新创优秀剧目展演作品之一，《初心》由朱万
曙编剧，滁州演艺集团创作、排演，通过聚焦李夏平凡而伟
大的一生，深挖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
一个鲜活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成为黄梅戏现实题材创作的
重要收获。

该剧特色之一是展现出小人物的大情怀。李夏在2019年
第9号台风“利奇马”袭击荆州乡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战斗
在防灾一线，不幸因公殉职。《初心》一开场就展现出他与群
众的鱼水之情。李夏主动放弃了调到城里工作的机会，扎根
基层，用实际行动使高杨村基层党组织重新获得了村民的拥
护。这个情节具有典型意义，揭示出以李夏为代表的优秀党
员的前行动力，正是因为有着“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
使命不因风雨坎坷而淡忘”（李夏微信签名） 的情怀。

通过细节小事营造现实质感是这部剧的另一个特色。《初
心》 表现的是李夏驻村帮扶工作中的各类日常小事，以现实
主义的细腻手法，呈现了一幕幕感人画面。李夏在帮扶智障
人士冯孝华的过程中，被冯孝华姐姐冯香兰深厚的姐弟情打
动，替孝华穿上鞋子，背他去车站。在这里，观众对李夏

“做点对他人有益的事”的人生理想，产生了深切认同。
《初心》每场都以李夏母亲、妻子的回忆引入，通过亲人

的讲述，丰富了李夏“忙着工作，也爱着家庭”的人物形象
内涵。李夏因防灾连续3周没有回家，剧中用大段抒情唱段表
现他对妻女的愧疚之情，带观众进入李夏的情感世界。

表现乡村生活是黄梅戏的优良传统，《初心》堪称表现当
代乡村尤其是表现模范人物的黄梅戏现代戏佳作。《初心》由
黄梅戏作曲家徐代泉谱曲，体现了黄梅戏唱腔的原汁原味，
唱词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每场结尾时4句幕后曲，与该场主
题非常契合，如第二场“帮扶”幕后曲“你是冬天的火光，
寒夜里带给人温暖。你是夏日的清泉，炎热中滋润人的心
田”，文辞优美，寓意隽永。

近些年来，谍战剧在家国情怀与民
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中，融入悬疑、动作
与爱情等元素，赋予剧集传奇性和浪漫
色彩，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涌
现出《暗算》《潜伏》《风筝》等一批经典作
品，深受观众喜爱。近日，又一部谍战剧

《叛逆者》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
和爱奇艺播出，引发观众关注。

《叛逆者》 从新手特工林楠笙的角度
切入，并没有设置过多悬念和包袱，而
是通过全知视角，开篇就向观众交代事
件的缘由，并将剧中关键人物“邮差”
的身份透露给观众，让看似复杂的谍战
剧情变得容易理解。同时，该剧节奏紧

凑，通过一个个矛盾事件推动主人公林
楠笙不断自我叩问，为人物实现从寻找
信仰到坚定信仰、升华信仰的转变做了
铺垫，使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成长蜕
变，鲜活而具有内在逻辑。

生逢乱世却能坚守信仰、不随波逐
流，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我
的“叛逆者”，是这部电视剧表现的重
点。作为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表，林楠
笙、朱怡贞等虽年轻稚嫩，却坚定沉
毅，义无反顾地奔向信仰所指的方向。
剧中也塑造了以顾慎言、纪中原为代表
的地下工作者形象，在隐蔽战线上，他
们冷静地面对突如其来的艰险，书写着
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忠诚。这些“叛逆
者”选择追光逆行、为信仰而战，体现
了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大无畏的牺牲精
神。陈默群、王世安等反面角色同样立
体生动，衬托出共产党人的勇敢坚毅和
革命信仰无坚不摧的力量。

《叛逆者》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融为
一体进行描摹，书写了平凡人不平凡的壮
阔人生，是对烽火年代革命先烈的一次致
敬，也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次精神洗礼。

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
军》根据梁信编剧的同名电
影集体创作改编而成，李承
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
导，吴祖强、杜鸣心、戴宏
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
曲，马运洪担任舞美设计，
梁红洲担任灯光设计。这部
芭蕾舞剧在创作中留下了许
多令人记忆犹新的舞蹈段落
和脍炙人口的音乐旋律，其
中以黄准创作的主题歌《娘
子军连歌》以及《万泉河水
清又清》 等传唱最广。自
1964年首演至今，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已累计演出
4000余场，是中国芭蕾史上
傲人的里程碑式作品。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足尖上的革命故事
刘晓真

第一代琼花、舞蹈家白淑湘（右二）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资料图片）

第二代琼花、舞蹈家
薛菁华表演经典动作“倒
踢紫金冠”。（资料图片）

2021年6月19日，中央芭蕾舞团新一代演员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刘 方摄

▶▶▶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以
艺
术
创
新
传
达
历
史
真
谛

阎
晶
明

情系百姓写初心
吴新苗

中国音乐学院演出《江姐》

美妙旋律唱述英雄故事致敬为信仰而战的

壮阔人生
黄典林

致敬为信仰而战的

壮阔人生
黄典林

黄梅戏《初心》剧照。 顾菲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