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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舞与武

《山水》公演开场的半小时内，整个剧
场没有一点音乐声。舞者如流水落石涧般
渐次出场，一呼一吸间，融合了武术招式的
舞姿亦柔亦刚。舞台上方悬着仿佛从水墨画
里飘落的云雾，全场观众一起沉浸其中。

杨云涛是 《山水》 的编舞，出生于云
南少数民族村落的山水之间。他的舞蹈履
历丰富，但他对于中国舞和个人发展都曾
感到迷茫。

2011 年，杨云涛前往美国纽约进修。
辗转在各个舞蹈表演场地，他像一块海
绵，在舞蹈艺术的海洋中拼命吸收养分。

陌生的环境给了杨云涛独立思考的空
间，回到香港后他的目标变得清晰：“要发
展我们的艺术，一定要回到自己身上，回
到中国传统文化去探索、学习。”

香港有很多武馆，杨云涛就把师傅请
来，让舞者直接跟着练。“中国舞蹈与中国
武术之交互研究与成果呈现”计划从 2018
年起持续了3年。

练习武术动作，比如扎马步，对于舞
者来说并不难。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除了
肌肉的酸痛，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变化。

“当我想做一个书法的题材，如果舞者
都是西方芭蕾训练出来的，那味道就不太
对。”杨云涛希望以武术探索出一种属于中
国人的身体训练方式，“让舞者以一种一脉
相承的状态，去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这是个长期的探索，对舞者来说也是
个磨炼。《山水》从音乐到布景等舞台设计
都有大量留白，“‘静’比‘动’更难，我
们在舞台上，视线一直望着一片黑色，如
果专注力不够，甚至会有晕的感觉。”高级
舞蹈员何皓斐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主修
中国舞。

采访中杨云涛反复提到，中国传统文
化讲究的是内外统一，“舞蹈有时过分强调

‘外边’的动作、形象，我想通过武术里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解决舞者‘里边’
的问题，这才是我们东方最厉害的东西”。

挑战：感性与理性

潘翎娟是香港舞蹈团的首席舞蹈员之
一。排练厅里，穿着黑色舞裙的她像是宣
纸上的一只鹤。接受完采访后，她利落地
将头发盘起，就立刻加入了排练。

“肩膀给多一点”“这里收回来”，在反
复的调整中，杨云涛希望潘翎娟化成“偶尔
被吹散的一片枯叶”。这种源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气韵很微妙，他们不断寻找着最精准的
动作质感，再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潘翎娟在 2011年从内地来到香港。起
初习惯了跟着明确指令去跳舞的她，很不
适应香港舞蹈团的节奏，笑称自己经常挨
骂，“在这里，没人告诉我这个动作好不好
看，腿应该怎么做”。

在排练时，杨云涛只会提供一个框
架、风格，接下来就是舞者的独立创作。
他希望香港舞蹈团就像香港这座城市一
样，可以看到不同的个体，让舞者发掘自
己身体的最大可能性。

潘翎娟表示自己是个特别感性的人。
她饰演过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角
色，时而是 《花木兰》 里帅气的花木兰，
时而是《倩女·幽魂》里柔美的聂小倩。

每部作品需要的情感、形象气质各不
相同，她逐渐学习到如何在忘我状态中，
记牢舞步、控制表演力度，以及领悟编舞
背后的用意，“我一定是感性之中有一半是
理性的”。

《山水》正式演出时，舞台仿佛是一张
展开的画卷，舞者的身体化成一支毛笔，
于任何地方开始作画。伴着现场演奏的古
筝中流淌出来的旋律，舞动的身姿尽显高
山大川的磅礴和静谧。

舞蹈与水墨画这两种艺术形式虽是一
动一静，杨云涛却认为二者相通，都是在
运动中产生变化而具有表现力，“我想找到
一个平衡点，将中国传统文化、东方哲学的
精髓，透过不同手法和身体结合在一起”。

突破：跨界与交流

观看完 《山水》 演出，香港舞蹈团资
深“粉丝”陈先生很激动：“我看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舞者的舞蹈和武
术都做得这么好，很不容易，是很大的突
破。”他认为，这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
化传承。

香港中外文化汇聚，是艺术很好的
“助推剂”。在上环文娱中心八楼，舞蹈团
将排练室开辟为“八楼平台”实验舞蹈剧
场，让舞者尝试编创实验作品。

为了培养观众，舞蹈团一直积极跨
界。武侠舞剧《风云》《中华英雄》改编于
香港高人气漫画，舞蹈团把水和黄沙搬上
舞台，舞蹈难度、观赏性增加，效果十分
震撼。有读者表示：“如果没有你们改编这
个漫画，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走进剧场。”

受疫情影响，过去两年舞蹈团对外交
流的计划被打乱，但准备的过程也是一种
进修和沉淀。杨云涛表示，希望香港舞蹈
团能争取到更多交流机会，通过作品让观
众认识香港，借舞蹈在国际上展现中国传
统文化底蕴。

（据新华社香港电）

本报电（钟欣） 香
港政协青年联会与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推
出为期半年的“青年穿
越故宫之旅”活动近日
举行第四场闭馆专场。
活动中，香港立法会议
员林琳与百余名学生共
游展馆，了解中国历史
文化。

“青年穿越故宫之
旅”活动自 2022 年 10
月起至2023年3月，每
月举办一场闭馆专场，
让香港中小学生免费参
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此次闭馆专场活动
共有约 3100 名香港中
小学学生参与。林琳与
120 名来自油麻地街坊
会学校的学生在活动
中一起参观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并进行
深入交流。学生们对展
品非常感兴趣，不时向
博物馆导赏员发出提
问，更现场体验书法临
摹装置，执起毛笔摹写

《兰亭序》。
林琳表示，相信此

次参观活动可以加深学
生对于中华文化的了
解。她认为，从小开始
提高学生对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的认识，有助于
培养他们对香港及国家
的归属感，学校可以多
推广学习书法，让学生
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底蕴。

“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存在同质
化、一般化问题。”福建省乡村振兴
研究会副会长郑维荣直言，要实现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其中重要突
破口之一，就是要创意打造小众旅
游产品。

在近日于福建省三明市落幕的首
届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论坛上，百
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以“发展文旅经
济、创建美丽乡村”为主题，就两岸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及文旅康养等各
领域交流合作展开研讨。

小众旅游产品是适应旅游消费个
性化需要而开发的专项旅游产品、特
色产品、个性化产品，市场广阔，潜
力巨大。郑维荣强调，要充分而深度
挖掘资源，善于发现和利用同质化、
一般化资源的隐性特色，在劣势资源
中找出优势，在同质资源中找出特
色，在一般资源中找出亮点，强化创
意开发小众旅游产品。

“同质化会让游客丧失到这个
乡村旅游的兴趣。”三明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台湾博士黄三
麟认为，创造异质性的乡村，创造
游客的新奇感，是振兴乡村的关键
密码。

新近成立的“第一家园台青乡
建乡创联盟”发起人范姜锋表示，
希望未来乡村最大程度发挥好不同
特色与比较优势，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

“福建到处都有茶叶，能借助茶
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来自台湾的漳
州高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冠
颖提出，茶产业未来的经营方向，要
结合开展研学活动，打造茶人文空
间、茶观光工厂、茶旅民宿等，发展
休闲产业。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多元需求中
成长，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
变。福建农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

秋华认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要保持乡镇化，注意创意化，
尊重本土化，倡导低碳化，推进景
村一体化。

上趣开新创意策划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欣颐从台湾来到福建 8 年来，
已和伙伴们走过 100 多个乡村，服务
超过 20 个村落。她表示，由“耕读
李家”开创的乡建乡创服务模式，
包括讲好一个乡村故事、树立一个
乡村品牌、撬起一个带动村民的支
点、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交流融合模
式，未来可以用到更多的美丽乡村
建设中去。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建筑学院副
院长、教授李鎨翰认为，助力乡村
振兴，应传承乡土营建技艺；传承
乡土营建技艺，应在地区的传统中
寻根，发掘有益的“基因”，并密切
与现代科技文化结合，表达时代背

景，使现代建筑地域化、地区建筑
现代化。

对于乡村文旅的发展，福建新
蓝海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小兴认为，要坚持务实发展、差
异化发展、创新发展、精耕深作。
他表示，文旅项目开发已进入“资
源+创意”时代，在“创新制胜”时
代，乡村文旅更要坚持“小投入+大
创意”的发展理念，创新制造“差
异化体验”，创新实现“小投入+精
致化”开发。

“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在三
明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清水看
来，在乡村更广泛地普及数字化理
念，更好地改善乡村数字环境，加大
科技和教育投入；采取有效手段避免
数字鸿沟和数字歧视，增强数字技术
的普惠性，有利于帮助农民过上更加
富裕的生活。

香港舞蹈团：

起起舞于古舞于古今之间今之间
龙镜伊

香港舞蹈团的排练厅里，黑色的地板被舞鞋磨得发亮。作品《山
水》的公演临近，一班舞者和工作人员，每天在这里待9个小时以上。

成立于1981年的香港舞蹈团，是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专业中国舞
舞蹈团。既注重传统中国舞的古典美感，又兼顾香港地道文化和当代创
新，多重追求也意味着诸多挑战。

中国舞，既古老，又年轻。很多人觉得拿扇子、红绸就是中国舞，“我要打
破大家对传统中国舞的一种既定概念。”艺术总监杨云涛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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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传统
毛笔书法。 主办方供图

▲ 香港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传统
毛笔书法。 主办方供图

《山水》剧照。 香港舞蹈团供图《山水》剧照。 香港舞蹈团供图

《山水》剧照。 香港舞蹈团供图

两岸专家共话乡村文旅发展
雷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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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沙江镇葛洪山的生态茶山。 郑培銮摄 （人民视觉）

台湾新北市鸭鸭公园地景艺术展日前正式登场。本次艺术展以“童话森林 梦游时光”为
主题，设置了“糖果森林”“小黄鸭滑草场”等景观，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游玩。公园内还
设有多个兔子造型的艺术装饰，庆祝农历癸卯兔年的到来。

图为市民在公园内拍照留念。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