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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这个源于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的艺术形式，是世界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在中
国，芭蕾艺术自20世纪50年代引入以来，历经创新
与探索，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风格。中
国芭蕾工作者在西方芭蕾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
传统文化精髓，创作出了许多融合东西方元素的
佳作。如《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样里
程碑式的经典作品，它们将中国故事与西方
芭蕾技术相结合，为观众展现出一个个既充
满中国特色又富有艺术创新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芭蕾更是走向国际，受到
广泛关注和喜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牡
丹亭》 等作品，在国外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和
高度评价，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芭蕾已
经从单纯模仿和学习西方经典走到了与其并肩的
地位，推出了一批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芭蕾艺术作
品。在风格上，中央芭蕾舞团的《敦煌》、北京舞蹈
学院芭蕾舞系的 《黄河赋》 和苏州芭蕾舞团的 《西

施》 都是中国芭蕾舞蹈探索中西结合的杰出代表。
这些作品积极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与西方
的芭蕾舞蹈技巧、表现形式相结合，打破了芭蕾的
传统身体运作方式，为其注入了新的艺术魅力和生
命力。《敦煌》将芭蕾舞蹈技巧与敦煌壁画中飞天的
形象相结合，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既具有中国传统
特色又具有芭蕾舞蹈现代性和国际化的艺术形式。

《黄河赋》通过描绘黄河的壮观景色和中华民族坚韧
不拔的精神，成功地将中国古典舞蹈元素与芭蕾舞
蹈技术相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具有强烈民族
风格又具有现代感的舞蹈作品。而 《西施》 则将中
国古代历史故事与芭蕾舞蹈技巧、表现形式完美地
交织在一起，使西施这一中国古代美女形象焕发出
新的魅力。

在题材上，中国芭蕾已经从西方古典芭蕾单纯
地表现恋爱和宫廷生活，转向了更多地表现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上海芭蕾舞团的 《闪闪的红
星》 是近年来的代表作。该剧以深情又热烈的方式
讲述了红军战士潘冬子为保护母亲和千千万万家庭
英勇斗争的故事。它不仅是对理想信仰的颂扬，更
是对革命精神的抒写。强烈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成

功打破了芭蕾舞常有的“冷感”，使之更加接近国
人的审美习惯。广州芭蕾舞团的 《旗帜》 从广州
起义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汲取灵感，讲述了革
命先烈为民族大义献身的英勇事迹。舞剧中的动
作设计，充分考虑到中国舞蹈的艺术特点，使得
这部作品在展现芭蕾舞技巧的同时，也展现出浓
郁的民族风情。辽宁芭蕾舞团的 《八女投江》用芭
蕾的灵动语言、厚重的艺术韵致，将东北抗联“八
女投江”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举演绎得生动感
人，荡气回肠。

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芭蕾在新时代的探索和
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芭蕾在继承和发扬其古典
特点的同时，深入挖掘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
取得的成果。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从中国芭
蕾感受到凝练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而中国
芭蕾也为世界芭蕾艺术增添了色彩，为国际舞蹈艺
术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芭蕾艺术是一种世界性语言，这就要求中国芭
蕾必须具备开阔的眼界和国际化的视角。自芭蕾艺
术进入中国后，世界芭蕾各大学派之所长在这里熔
于一炉。东西文化通过芭蕾这门艺术形式进一步深

化交流，一大批世界一流艺术家、编导、演员前来
中国交流合作，中国本土人才也走出国门，参与国
际邀约创作演出。国际交流合作不仅加速了中国芭
蕾的技术进步，也为其艺术创作带来新的灵感。中
国芭蕾不断探索、总结和发现芭蕾这门西方艺术形
式在东方的艺术土壤里如何更好地完成对世界文化
的诠释，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经过几代人耕耘，中国芭蕾以世界芭蕾艺术为
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不断长出新枝，收
获累累硕果，呈现出中国芭蕾独有的风采，承担起
文化传播的使命。中国芭蕾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有着无尽
的可能性。未来我们坚信中国芭蕾会持续发展创
新，为世界舞蹈艺术注入更多活力和能量。

（作者单位：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

本报电（宗祖盼） 日前，2023文化科技创新论坛暨第
二届深大湾区论坛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100 多
名专家与青年学者以“全球视野下的文化数字化进程与展
望”为主题，在主题报告环节和“数字科技综述及展望”

“非遗保护与数字化”“数字技术与文化旅游”“数字媒体与
文化艺术生产”四个分论坛上，深入探讨了全球视野下文
化数字化的进程，以及文化科技创新的挑战与机遇问题，
以期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

论坛开幕式上举行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
室—深圳大学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创新发展重点实验室揭牌
仪式。这是目前唯一落户深圳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
验室，未来将围绕文化产业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化、数字艺术创意设计三大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实验室的建
设和发展。此外，开幕式期间还发布了 《文化科技蓝皮
书：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3）》。该蓝皮书是关于文
化与科技融合背景下的产业发展现状、应用、理论探索及
创新实践的研究报告，其主要内容吸收了国内外相关领域
专家的前沿性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集合了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文
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3）》 关注产业、技术、数字人
文融合与文化强国的建设实践，配合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切实有效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和可行性路径。

本届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指导，深圳市委
宣传部、南山区政府、深圳大学主办。

本报电（记者郑娜）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3
中国原生民歌节将于11月16日至2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赣
州市、鹰潭市举办。

2023 中国原生民歌节以“唱响原生民歌谱写时代华
章”为主题，邀请田歌、山歌、小调及吹奏乐、丝竹乐、
鼓吹乐等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参加，将举办开幕式、闭幕
式、集中展演、走基层巡演 （进乡村、进社区、进景区、
进公共文化场馆） 及专题研讨会等，全面展示中国各地
区、各民族传统音乐项目及保护成果，为传统音乐类非遗
项目搭建展示、交流、弘扬的平台，加强各民族传统音乐
项目的交流沟通。

为进一步丰富中国原生民歌节表现形式，扩大活动规
模，增强节会观赏性和吸引力，今年的中国原生民歌节首
次尝试增加传统器乐类非遗项目的展示，届时将为观众奉
上63个民歌节目、16个器乐类节目。活动还面向全国传统
音乐保护研究工作者开展论文征集，专题研讨会上全国传
统音乐领域的专家学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保护工
作者将就中国民歌、传统器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发展的实践和经验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共同探索传统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实践路径。

展演节目中，包括传统音乐类国家级非遗项目59个、省
级非遗项目16个、市县级非遗项目4个。参演人数共388人，
年纪最大的80岁，年纪最小的5岁。

中国原生民歌节每两年举办一届。2023中国原生民歌
节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世代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鄂伦春族如何用歌曲表达
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与追求？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最为古老的
艺术形式“扎恩达勒”有什么代表曲目？鄂温克族的叙事
民歌凝聚了古老狩猎民族怎样的智慧和品格？日前，“来自
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记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典民歌
讲唱会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本次讲唱会缘于

《来自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记忆——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
温克族民歌精选》 专辑的出版发行，该专辑是基于中国音
乐学院教授张天彤多年来的田野调查，立足于对中国北方
人口较少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抢救与保护而形成的成果。

讲唱会汇集了高等院校师生、非遗传承人、基层文化馆
群文工作者、民间艺术团的农民和猎民，演唱了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的 11 首民间歌舞作品。其
中，中国音乐学院达斡尔族硕士研究生佳乐演唱了达斡尔
族“扎恩达勒”曲目《心上人》，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文化馆的群文工作者们表演了《森林中的思念》《绣花鞋》等
节目；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关金芳演绎了

《大兴安岭我的家》《歌手的威力》，中央民族大学鄂伦春族
本科生葛仁娜诠释古老民歌《你知道吗》，内蒙古鄂伦春自
治旗莫日根民间艺术团展示了 《斗熊舞》；“吉祥三宝”演
唱组合主唱、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讲唱了鄂温克族民歌《母
鹿之歌》《额呼兰德呼兰》等曲目。

老中青文艺工作者精湛的演唱和表演，不仅将民族音
乐和舞蹈的魅力展现给观众，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
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且传递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理念。现场观众被民族歌舞的旋律和舞姿吸引，跟随音
乐律动打起节拍，纷纷拍摄记录表演的精彩瞬间，其中不
乏一些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小听众，大家沉浸在多姿多彩
的多元文化中，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做田野调查就是盘点民族音乐历史，深度回溯过去，
正确看待当下，更好走向未来。希望这次讲唱会能搭建一
座桥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在现实
生活中作用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张天彤表示。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怀梆戏、源于道教乐歌的太康
道情……11月3日、4日，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
协主席李树建携河南稀有剧种第五次走进清华大学，
参与清华大学2023校园戏曲节演出。短短2天时间的3
场演出，让 2000余名清华学子切身了解到河南地方戏
曲艺术的魅力，感知了中原文化的丰富与多样。

怀梆是中国古老的稀有剧种，已有 400多年历史，
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次在清华大学
的第一场演出是怀梆现代戏《杨介人》，该剧讲述了革
命先驱杨介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历经艰难、百折
不挠，三次入狱、铁骨铮铮的革命生涯。第二场演出

是道情新编历史剧《王钝》。太康道
情源于道教乐歌，历史悠久，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该
剧通过王钝查办地方豪强、为民除
害的故事，塑造了王钝以人为本、
民比天大、清廉正义的人物形象。

除了怀邦现代戏、道情新编历
史剧，11 月 4 日晚，李树建还携弟

子和稀有剧种传承人，举办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汇报演出，既有豫剧经典剧目《花木兰》、新编历
史剧《程婴救孤》以及现代戏《我爱我爹》，又有怀梆
传统剧目 《汉宫血泪》 和道情传统剧目 《王金豆借
粮》、光山花鼓戏 《夫妻观灯》，还有武戏 《美猴王》、
戏歌《我是豫剧人》、网络戏曲小品《国潮戏韵》等节
目。现场观众用此起彼伏的掌声和喝彩声表达对传统
文化的喜爱、对基层演员的敬意。

此次公益演出由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中国戏
曲学院主办，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河南李树建戏曲
艺术中心等承办。近年来，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

多次与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开展戏曲培训、交流、
演出、讲座等活动，推进了戏曲进校园的深入开展。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赵洪说：“校园是继承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主要阵地，河南基层
院团带来了清新的乡野气息，和校园文化互补，让青
年人在接受现代时尚艺术的同时，更了解民俗文化、
地域文化、传统文化。”

此次演出是太康道情第三次进清华展演。太康县
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天印表示，进清华对太
康县和太康道情知名度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
展演、学习、交流，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得到了锻
炼，站到了舞台中间，对太康道情剧种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

在李树建看来，河南戏曲特别是稀有剧种，都有
上百年的历史。“五进”清华证明了稀有剧种既能坚守
民间草台，也能登上高雅殿堂。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去
传播，小剧种也能变成大剧种。

上图：李树建 （前排中） 携弟子和稀有剧种传承
人在清华大学演出。 主办方供图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之际，大型国
际文化交流节目 《美美与共》 将共建“一带一路”10
年间的真实故事和丰硕成果，转化为视听语言呈现在
荧屏上，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节目中，跨越山海联结友谊的中老铁路建设、奏
响“钢铁乐章”的河钢塞钢合作、中俄科学家探路

“冰上丝绸之路”、非洲青少年绘画登上中国空间站等
标志性工程化身成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中老铁
路上的“最美师徒”间，是中国铁路技术和标准的传
帮带，双方共同维护中老两国的“友谊路”；9人的中
方管理团队与 5000多名塞尔维亚员工团结合作、共同
奋斗，短短半年就让亏损达7年之久的百年钢厂重现活
力；中俄两国科学家携手在北极共探奥秘，凝聚着为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共识；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举
办国际画展，介绍非洲朋友们创作的绘画作品，成为
中非友好合作的又一例证……这些故事彰显“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心脉相连，合作前行。
《美美与共》汇集了来自近50个国家的嘉宾，如何

将舞台打造成国际化的交流平台？节目通过丰富多元
的视听手法，将传统与创新相融合，音乐、舞蹈、视
觉艺术等多种表现形式被“活化”得淋漓尽致。《钢铁
交响曲》中，3D舞台让旧钢厂到新钢厂的过渡充满仪
式感；《春江花月夜》 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古筝
与巴扬琴、冰上芭蕾等巧妙融合，两位男声的高音声
线形成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对话；耳熟能详的 《啊，朋
友再见》 通过多种器乐演绎焕发出新光彩。文化艺术
的交流穿越空间的阻隔，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人文基础，充分展现了各国各民族艺术在历史沉淀与
融合中形成的多元特质，生动诠释了“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美美与共》节目还创新运用访谈、展览、纪实等
多种手段，无论是选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参与

者作为讲述人，以瓷器、铁路、音乐等意象为线索，
还是远赴多国实地拍摄纪录短片，都让节目整体更具
真实性，凸显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和相近的价值理
念。节目让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故事亲历
者、艺术家和文化院团登上舞台，通过讲述、对话与
表演，带来多姿多彩的艺术交融盛宴，为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写下了“和而不同”的生动注脚。

中国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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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
芭蕾舞剧《黄河赋》。 孙 凯摄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王小京摄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 朱敬江摄

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举行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举行

民歌讲唱会传承民族文化
杨雨千

从左至右依次为葛仁娜、关金芳、乌日娜、张天彤。
主办方供图

稀有剧种“五进”清华传薪火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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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 娜

讲述“一带一路”美美与共的故事
郝方园

中国歌手李玉刚和俄罗斯歌手维塔斯合作演绎《春
江花月夜》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出品方供图

中国原生民歌节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