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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朗照，18岁的白衣少年挥毫赋彩，行云流水
间“青绿”一步步由暗至明，盛放于眼前。行至最后
一笔，画作终成，少年热泪盈眶、仰天大笑，随即转
身，留下一个孤寂的背影，一幅千古名画——无名无
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这是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 后半段的高潮——
“入画”。

从 2 月“青绿”片段在总台虎年春晚“出圈”，
到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18场，再到写进《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只此青绿》已然成为现象
级舞台艺术作品。

一幅古画如何从博物馆走到舞台？该剧如何打通
传统与现代？对未来舞台创作又有哪些借鉴意义？近
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举办的线上研讨会
上，《只此青绿》主创与专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交流。

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人民网共同出品，采用时空交错结构叙
事：《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一位故宫研究员 （展
卷人） 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即将完稿之时，观众跟
随展卷人的步伐，循着“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
淬墨、入画”的篇章，进入希孟的绘画世界……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一向被视为
宋代青绿山水的巨制杰构，2017年曾全卷展出，引发
了“故宫跑”的观展热。彼时熙熙攘攘的观展人群
中，就有《只此青绿》的两位编导周莉亚、韩真。惊
鸿一瞥却令两人终生难忘——千年之后，画中明艳的
青绿色彩依旧令人赞叹。可以说，《只此青绿》是两
位编导情之所至、由心而发的一次创作。

然而《千里江山图》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关于
希孟的记载也极少，如何建构起一部舞台剧呢？
“《只此青绿》的题材决定了无法以极强的戏剧冲突
呈现。我们尝试以情感逻辑进行叙事。”周莉亚说。

“我认为《只此青绿》有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的特点。一方面有叙事，比如这幅作品的产生过程，
包括各种工艺、步骤都是以叙事性展现；另一方面也
有抒情性的场面，包括展卷人面对这件国宝的心情、
织绢女优美的舞蹈样态等，有着丰富而超拔的艺术追
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说。

周莉亚表示，《只此青绿》有多重维度，蕴含着
古与今、静与动、虚与实。比如，展卷人是一个真实
的维度，观众透过展卷人的眼睛和想象回到过去，看
到了少年希孟和画作背后的工艺人；“青绿”是将

《千里江山图》概念化的一个生命体，是一个虚化的
维度，它又带领观众从古走到今，如此完成时空交错
的古今对话。

“在舞台上呈现多维需要开辟一种新的叙事模
式，我称之为‘新的视觉连续性的叙事系统’。”《只
此青绿》舞美设计高广健说。为此，《只此青绿》的
舞美设计打破常规，舞台以同心圆结构表现卷轴的概
念，也是时间的概念。地面四层转台，空中三层轨
道，那转动不息的舞台仿若是镌刻着民族记忆的年
轮，引领观者踏入时光的循环。

一种内敛温厚的古典美

观看《只此青绿》，一种内敛温厚的古典美扑面
而来，令人赏心悦目。错落有致的造型变化，动静
结合的节奏转换，清丽雅致的服装色彩，让一幅古

画在今天的观众面前鲜活生动了起来。
宋宝珍认为，《只此青绿》让人耳目一

新，视觉美的冲击力尤其强。作品重视意
象之美、意韵之妙，强调了东方美学的
温柔敦厚、含蓄慰藉。

这正是主创们想要表达的意象。例
如，舞蹈编排以静为出发点，以内敛、
内收为基调，设计了静待、望月、垂思、
独步、险峰、卧石等造型动作，呈现出一种
静雅之美。

“青绿”片段把这种静雅之美演绎到了极致。
“青绿”是全剧中纯写意的一段，青绿的衣衫，高耸
的发髻，美而不柔的身姿……宋韵之美随着舞者轻缓
的步态走进观众心中。

“我们创作这段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一种山石的
状态和一种身处山峦当中的感觉。比如大家熟知的

‘青绿腰’，我们设想的是山石在岁月变迁中，形成的一
种缓慢而强大的张力。”韩真表示，就像是博览群山时
的慢镜头，观者在慢节奏中感受一种连绵不断的气魄。

尽管《只此青绿》基于传统美学，却又并非一卷
宋代图画的具象“复刻”或简单“还原”，主创们在
一分一毫中寻找守正创新的平衡点。比如舞蹈编排，

“我们更多是取其神而轻其形，是从宋代的审美特点
出发，以当代视角反观古典美学的一次探索与实
践。”韩真说。

服装造型同样如此。“我们要表现的是宋制服
饰，但也许剧中并没有一件完全复原的宋制服饰，更
多是一种对宋代美学的感受的体现。”《只此青绿》的
服装设计阳东霖说，比如“青绿”片段的服装，并不
是特别传统的宋制样式，但它传递出的是宋代美学中
简约雅致的态度。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副所长卿青认为，《只此青
绿》呈现了一种沉静、简约、克制又坚韧的美学，剧中使
用的大量留白也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开阔与包容。

一次传统文化的回望

“此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但见青绿足
矣！”希孟的独白体现出《只此青绿》的又一层深意
——《千里江山图》 千年不褪的色彩，由无数劳动
者匠心创造，又经一代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接续
守护。正是这样一群人，最终凝成了这独具一格的
青绿，共同构成了层峦叠嶂、更具厚重深意的“千
里江山”。

除了表现希孟、展卷人和“青绿”，《只此青绿》
还以大量篇幅着墨于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
人、制墨人……正是“无名无款”手艺人穷其一生、
工于一事的精耕细作，希孟才得以自在挥毫，成就千
古名画。

“这部剧体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互望互
敬。我们讲文艺创作，往往局限在精神生产和创作者
本身，而忽略了物质生产。事实上，精神生产有赖于
物质生产基础，这是《只此青绿》的一个贡献。”中
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鲁太光
表示，少年希孟富有传奇色彩，容易形成个体叙事，
但《只此青绿》反其道而行之，把一个个人创作的故
事讲成了一个集体创作的故事，是对传统文化的回
望，对工匠精神的致敬。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所所长王馗认为：“《只此
青绿》虽然是传统题材作品，却深深地展现着现实主
义立场。其创作紧密围绕现实观照，即今天如何理解
传统、如何把身边活着的传统再现于舞台。”他表
示，对手艺人的表现，实际上是把现实性的物质载体
解构到艺术作品里，通过对物质性构成的追溯，来展
现一幅画形成时的群体性价值。

全剧结尾处，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希孟与展卷人
在画卷两端四目相对、远隔时空惺惺相惜，这是跨越
千年的文脉传承。“只此青绿，又不止青绿；是青绿
山水画卷，也是情景交融的人文画卷——见画，见
人，见故事，见精神。”周莉亚、韩真表示，《只此青
绿》是为《千里江山图》而作，也是为中华五千年的
文明传承而作。

本文图片均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昆曲作为中国传统
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
者，具有独特的的审美范式，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
化石”。

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为纪念
成功申遗21周年，近日，江苏省昆剧院、上海昆剧
团、北方昆曲剧院等昆曲院团或搬演经典剧目，或举
行线上直播，或推出新作，以不同形式向大众展示昆
曲的魅力与风采。

5月14日至18日，江苏省昆剧院推出传承版《牡
丹亭》《武戏专场》《伯龙夜品》《朱买臣休妻》以及
传承版《桃花扇》等5台系列演出。江苏省昆剧院院

长施夏明说：“此次，我们拿出压箱底的剧目，由第
三、四、五代演员同台献艺，连演5天，就是为了展
现这些年来昆曲传承的力量。”

据介绍，传承版《牡丹亭》是江苏昆剧院第一代
演员、昆曲名家张继青摘得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
的代表作，如今已传至第五代演员，此次他们在戏中
有不俗表现。同样让第五代演员大放异彩的还有《武
戏专场》的经典武戏名段。在《伯龙夜品》《朱买臣
休妻》中，正值“黄金期”的第四代演员挑起大梁。
而压轴大戏《桃花扇》则由第三代演员、昆剧名家钱
振荣和龚隐雷领衔主演。

往年，为纪念5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海昆
剧团都会举行线下演出或主题活动。今年，因为疫情
暂时无法与观众相逢于剧场，但剧团自5月15日起连
续推出4场“云端”特别放送，涵盖纪念演唱会、剧
目赏析、创作导赏、曲友清唱等。在“心连馨，我们
在一起”特别直播中，昆曲名家计镇华、张洵澎、张
静娴、梁谷音、蔡正仁以及谷好好、黎安、吴双、沈
昳丽等老中青演员汇聚一堂，演出了 《昭君出塞》

《长生殿》《牡丹亭》《玉簪记》《邯郸记》《铁冠图》
等经典唱段，以及今年新创作的抗疫主题昆歌作品。

除了艺术家的专业演唱，昆曲爱好者也受邀录制
节目，一起在“云端”以曲会友。上海市文联副主

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多年来，上海昆剧
团在高校、社区等地方坚持推广昆曲艺术、打造品牌
项目，培养了一批爱看戏、爱聊戏、爱唱戏的昆曲爱
好者，此次线上演出体现了昆曲普及推广的成果。

在长江以北，北方昆曲剧院以新作《晨钟暮鼓》
表达对昆曲的致敬。《晨钟暮鼓》由北方昆曲剧院青
年导演霍鑫执导，讲述了荣昆社班主白世睿半世纪的
人生浮沉，生动展现了一代戏曲人的气节以及一个民
族的精神。霍鑫表示：“600 年昆曲发展史是一部长
剧，场景更迭，人物纷呈，有起有伏，但从未谢幕。
在现代戏的背景下，《晨钟暮鼓》融入《安天会》《千
金记》《桃花扇》《弹词》等经典剧目片段，故事情节
更贴合当代人的想象和认知，更容易带领观众走近昆
曲、了解昆曲。”

“继承、保护、革新、发展，是每一个昆曲人的
职责与使命。600年来，昆曲未曾停下与时代同行的
脚步。回望昆曲的非遗之路，21年来，昆曲艺术早已
旧貌换新颜，更多地走进大众视野，知音遍布全世
界。我们将继续用心灌溉这朵戏曲‘幽兰’，让这门
古老艺术在当代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北方昆曲剧
院院长杨凤一说。

压题图片为江苏省昆剧院纪念昆曲入选“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系列演出之《桃花扇》。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融于血
脉里的精神基因。崇尚劳动、致敬奋斗
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集体共
识。新时代为奋斗者干事创业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广阔舞台，而在文艺舞台上，
如何刻画劳动者的新风貌、展现新时代
与奋斗者的同频共振，是当代文艺创作
的重要课题。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系列
以“劳动”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涌现，如
电视纪实片《瞬间中国》、纪录片《中国
想象力》、文艺晚会 《中国梦·劳动美》
等。这些作品走进真实火热的劳动现
场，讲述奋斗者的动人故事，在个体中
寻找时代发展的脉络、于细微处构筑起
团结向未来的信心，给当代文艺创作如
何“扎根泥土，向阳生长”提供了一些
有益借鉴和启示。这其中，《瞬间中国》
将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平凡劳动者和他
们为之奋斗的广阔天地，通过亲切自
然、真实感人的故事刻画奋斗者群像，
展现对幸福生活的珍重、对未来的期
许；《中国想象力》 集中展现了大国工
匠、行业先锋的奋斗历程、深邃思考；

“五一”晚会则以多彩节目铺展时代画
卷、礼赞劳动之美。

从传唱千载的古诗歌到如今题材丰
富的影视剧，劳动者始终是文艺作品中
不可或缺的主角。曾经，围绕劳动者的
叙事样式悲情化是众多作品的美学追求。劳动者形象总是与
汗流浃背的劳作、艰难困苦的生活深度捆绑。随着时代的发
展变迁，曾经可能贴近现实的艺术形象，慢慢变得刻板固
化。这也导致一些观众，尤其是成长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对
当下真实乡村生活、当代工人风貌的理解失之偏颇。

新时代是逐梦的时代。中国梦在每个人心中深深扎根，
新发展理念在祖国大地拔节生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
期实现，这些历史性变革与成就不仅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每
个角落，反映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也内化于人们的思想情
感之中。在《瞬间中国》这部纪实片中，观众发现，纵然经
历着世纪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大地上的生命力依旧鲜活旺
盛，劳动者身上自信自强的精气神依旧昂扬。导演以几乎白
描的手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汇聚起数十个颇具代表性的劳
动场景，记录了具有新时代印记的中国瞬间：一代代防沙治
沙的内蒙古磴口人，用沙筑牢安全屏障、画出锦绣文章；乡
村医生依拉深入青海牧区走村巡诊，为高原农牧民迎接新
生；湖南十八洞村的返乡创业大学生通过直播让世界走进这
座世外桃源，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从纪实片中，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新思维、新风
采、新气象，他们延续着脚踏实地、勤劳奋斗的优良传统，
秉承着精益求精、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更具备了丰富的知
识储备、宽广的视野格局。他们心中有诗、眼前有光、脚下
有远方，以永不言弃的奋斗精神换来生活的巨变。可以说，
他们是推动中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是中国经济韧
性的基底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无往而不胜的力量之源。

讲述普通人的奋斗故事，离不开蓬勃奋进的时代底色。
在《瞬间中国》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个人奋斗与国家
发展的同频共振。基于越来越广泛的“绿色共识”，才有了

“悬崖植树人”和长江“水医生”，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乘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东风，曾经“靠天吃水、出门无
路”的深度贫困村甘肃布楞沟迎来生活蝶变；抢抓冬奥机
遇，长白山脚下的吉林果松村用冰天雪地换来真金白银；集
结在民族团结的号角之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什玉吉买村
的石榴花结出丰收硕果……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的劳动者们
用火热的生活，写下他们关于“新时代”的答案，无数份答
卷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图景。

人间烟火最抚人心。聚焦普通人的生活闪光点，以小切
口展现大主题，见人见事见精神、见情见理见思想，见家见
国见时代，是纪实片《瞬间中国》等作品给予文艺工作者的
重要启示。而这需要文艺工作者更加深入地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观照现实，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的奋斗者故事，展现
故事背后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民族复兴的征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美好生活也会时而
抛出难题，唯有迎难而上、接续奋斗才能找到正确答案。永
远相信劳动的意义、相信奋斗的价值，中国将永远坚韧、永
远向上。而从波澜壮阔的奋斗实践中汲取灵感，通过创作赋
予更多人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则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使命担当。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一幅古画从博物馆一幅古画从博物馆到舞台——

《《只此只此青青绿绿》》舞绘千里江山舞绘千里江山
本报记者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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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昆曲成功申遗21年，戏曲“幽兰”再吐芬芳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本报记者 郑 娜

5月18日，由武汉大
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
的“万里千年”——敦煌
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
万林艺术博物馆举行。展
览共展出文物近百件，多
数文物为首次走出莫高
窟。展览还选取了有代表
性的壁画及彩塑临品、复
制洞窟等，全方位立体展
示敦煌石窟考古的丰硕成
果和重大学术价值。

图为参观者在观看
展出的壁画临品和塑像
作品。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敦煌石窟考古

特展在武汉举行

敦煌石窟考古

特展在武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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