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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传承：厚重与创新
本报记者 郑 娜

《跨界喜剧王》

能否跃为“千里马”
文 纳

舞中有剧：
剧情巧妙 极速推进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记载于《左
传》，在宋元之际被改编为剧本。中国歌
剧舞剧院的舞剧版 《赵氏孤儿》 就改编
自元杂剧《赵氏孤儿案》。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徐丽桥介
绍说，“赵氏孤儿”已被很多艺术形式搬
上舞台，而舞剧形式尚属首次，因此作
品在“舞中有剧，剧中有舞”上下足了
功夫。

全剧分为《托孤》《救孤》《成长》《复
仇》4 幕，隐藏着“一”“义”“孤”“行”的深
意。“一”是程婴接受庄姬托孤时的“一诺
千金”，“义”是牺牲至亲骨肉的“义薄云
天”，“孤”是抚养孤儿长大的“孤心血泪”，

“行”是终生保护孤儿的“行为敬仰”。
为了强化剧的概念，舞剧 《赵氏孤

儿》 将 16 年的故事浓缩到两天的时间
——上半场“屠杀夜”，下半场“成人
日”。上下两场的连接，是整部舞剧唯一
的一句台词：“程婴携子程勃，愿作屠岸
大人门客，追随大人，直到永远！”振聋
发聩的一句话在此处用得极为巧妙，增
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象征着剧情重
大转折的节点。

正是在如此精炼的时间内，舞剧
《赵氏孤儿》 的情节极速推进，再加上

黑、红、白简练抽象的主色调，杀、
孤、义高度提炼的主线索，演员情绪与
剧情高频率撞击，使整剧从一开始就给
观者强烈的代入感，仿佛故事不属于那
个久远的年代，就发生在眼前。

剧中有舞：
编排新颖 值得回味

剧立住了，舞剧 《赵氏孤儿》 对舞
蹈本体的回归也颇有亮点。剧中独舞、
双人舞、集体舞的编排、表演都颇具新
意，有新的舞蹈语汇，细节中表现了人
物的性格形象特点。

“舞剧《赵氏孤儿》的动律源自中国
古典舞蹈，其动作由心而发，情不到，身不
动。每一个动作都是一次内心的独白与宣
泄。所以观者看到的不只是故事的发展，
更是每一位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舞剧《赵
氏孤儿》总导演李世博表示。

根据故事发展、人物心理变化和矛
盾冲突设计舞蹈，使舞剧 《赵氏孤儿》
真正做到了舞与剧的融合，也塑造出许
多经典舞段，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
穷。如屠岸贾露出残暴面目欲杀全城婴
儿时的独舞与群舞，效果逼真震撼，有
着电影电视等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
身临其境之感。程婴、赵孤、屠岸贾之
间恩怨情仇叠加的三人舞也令人印象深
刻。三人如嬉戏如博弈如纠缠般的切

换，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使得舞剧的立
意更加厚重。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程婴与妻子
在开始与结束的两段双人舞，从甜蜜到
凄绝，从释然到放下，提供给观者解读
程婴心路历程的全新视角，让人唏嘘不
已。舞段里的药箱，一会是藏赵氏孤儿
的箱子，一会儿是夫妻举案齐眉的凳
子，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充分调动了观者
的想象力，丰富了舞蹈的表现空间，足
见主创之用心。

反响热烈：
传承经典 传递大义

舞剧 《赵氏孤儿》 通过挖掘经典的
中国故事，运用舞蹈语言以及舞美、灯
光等手段刻画人物，弘扬忠、孝、信、
义的传统理念和民族道义，受到观众的
好评和喜爱，也丰富了观众对这一经典
故事的思考维度。

“耳熟能详的故事，感染力十足的配
乐，精良的服装、布景和灯光，几位主
角的表演都很不错，扮演程婴的舞者尤
为出色。好久没看民族舞剧了，艺术化
的结尾让人感动。”网友喵星鸢尾说。

网友张仙儿看完后在博客上写道：
“乱世之中，命运纠葛，哪有什么对错，
这一切都是程婴的选择。无论他人鄙视
唾弃还是高歌颂扬，看着人们从安乐到

困苦，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一义孤
行’罢了。”

舞剧 《赵氏孤儿》 目前已在多个城
市上演，每场反响都很热烈。看到观
众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各自
感受着该剧对“生死”与“忠义”的
诠 释 ， 中 国 歌 剧 舞 剧 院 院 长 陶 诚 表
示：“舞剧 《赵氏孤儿》 传承了优秀的
传统文化，最大程度弘扬忠义诚信文
化。希望能向观众传递真善美，传递
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传递‘德不孤，
必有邻’的大义。”

春秋时期，晋国贵族
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
惨遭灭门，唯一的骨血被
托付给门客程婴。在赶尽
杀绝的危机中，程婴为了
保全赵氏孤儿和全城婴儿
的性命，牺牲了自己的亲
生骨肉。从此，程婴独自
走上了一条千秋忠义的漫
长路……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
中国可以说无人不晓。其
云谲波诡的历史背景、充
满戏剧张力的起承转合、
浓墨重彩的人物形象，构
成 了 中 国 经 典 的 悲 剧 故
事，流传至今，演绎出无
数 经 典 的 艺 术 作 品 。 日
前，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
排的大型民族舞剧 《赵氏
孤儿》，为这个经典题材的
艺术宝库里又增添了一部
佳作。

北京卫视的 《跨界歌王》 刚以
好口碑结束了第一季，又紧锣密鼓
地推出了 《跨界喜剧王》。首期节目
登台的邓亚萍夫妇、费玉清、乐嘉
等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跨界与喜
剧的创新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
应。

三个创新 别开生面

与其他喜剧节目的区别是，《跨
界喜剧王》 采取的是“25 位跨界明
星+5 位喜剧经纪人+1 位喜剧召集
人”的模式，启用了非专业喜剧表
演出身的明星们表演喜剧。他们来
自演艺界、音乐界、文化界、体育
界、商界等与喜剧界关系甚微、甚
至毫不相干的领域。

据北京卫视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喜剧的呈现上，《跨界喜剧王》 至
少有三个创新。一是创作方式的创
新。选择跨界嘉宾来演喜剧，本身
就是打破常规。同时，根据每一位
跨界嘉宾的不同个性、经历，量身
打造喜剧脚本，找到适合每一个人
的特殊喜剧表现手法。二是赛制的
创新。在这个舞台上，有三种角色
设定：喜剧召集人、喜剧经纪人和
跨界明星。喜剧经纪人和跨界明星
两两组合，展开比赛。三是组合的
创新。喜剧经纪人与跨界明星的

“一带一”组合方式，为跨界成功提
供了保障。

比如首期节目里，获得过 18 个
世界冠军的邓亚萍就与先生林志刚

上演了一出以“乒乓球”为主题的
喜剧，让人啼笑皆非。作为他们的
喜剧经纪人，高晓攀为邓亚萍夫妇
设计了各种别开生面的乒乓球对打
环节。节目中，邓亚萍发挥了自己
冷幽默的长处，表情虽然有些严
肃，但冷不丁来句话包袱十足。对
于自己的喜剧首秀，她幽默地总结
道：“奥运精神是更快、更高、更
强，喜剧则是更幽默、更真诚、更
智慧。我不是乒乓球运动员里面最
会演段子的，很多乒乓球运动员也
很有喜剧天赋。”对他们的表演，节
目里的另一位喜剧经纪人、喜剧演
员黄小蕾赞扬道：“他们都挺放得开
的，也结合了自身的优势，非常
酷。”

跨界是形 喜剧是核

北京卫视和喜剧的渊源由来已
久。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 《我爱我
家》 就是在北京卫视首播的；历年
北京卫视春晚，语言节目都是重头
戏，先后推出了苗阜、王声、贾
玲、白凯南等喜剧明星；甚至音乐
节目都自带喜剧基因，如杨洪基领
衔三位老歌唱家翻唱 《不想长大》
的视频就曾刷爆微博；此外，《武林
外传》 十年聚首、冷面杀手吴镇宇
第一次说相声……许多喜剧行当的
经典画面都是在北京卫视的平台上
发生的。

正因为一直坚守在喜剧的阵地
上，北京卫视深知做喜剧的不易。

如何把节目做得既有可看性又有艺
术性，也是 《跨界喜剧王》 必须面
对的问题。“比起跨界，我们更想让
观众看到的是喜剧。跨界只是形
式，喜剧才是核心内容。我们希望
通过跨界来引导大家发现生活中快
乐的东西。”北京卫视相关负责人表
示。换句话说，《跨界喜剧王》 不是
为了博眼球、博一时的新鲜感，而
是要真正为喜剧、为观众做点什么。

考虑到每一位跨界嘉宾都拥有
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同于其他
人的行业特点，《跨界喜剧王》 的每
一个喜剧脚本都是量身定制的，通
过专业创作团队、喜剧经纪人团队
加上跨界嘉宾本人三者之间的思想
碰撞和头脑风暴产生。脚本力求贴
近生活、符合跨界嘉宾个人特点，
让观众在欢乐开怀的同时，不仅能
够看到跨界明星们充满意外的另一
面，还能看到最鲜活的生活，带来
心动和共鸣。

在看了孙楠和周杰表演的一段
关于网络主播题材的喜剧后，学者
张颐武就对节目内容表示了肯定。
他认为节目切中时弊，对当下大众
关注的问题，用喜剧的方式做了生
动的解读和引导，让人对一些看起
来习焉不察的现象有反思，值得关
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鸿在看完节目后则表示，《跨界喜
剧王》 的节目形态、赛制设计、跨
界组合都相当考验原创能力，喜剧
气质颇有味道，是今年卫视电视模
式原创的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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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吉林省代表团选送的朝鲜族原创舞剧《阿里
郎花》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精彩亮相。

《阿里郎花》汇集了中国朝鲜族最具实力的主创班
底，由国家一级编导金姬担任总导演，中国朝鲜族著名
诗人、词作家金荣健担任文学编剧，国家一级作曲家朴
瑞星为艺术总监，演员阵容180多人。创作团队先后赴韩
国、朝鲜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云南红河、湖北恩施等
地采风。从剧目的主题设计、剧情创作，到艺术风格和舞
美设计，都渗透着朝鲜族的独特民族风情。

作品以艺术家回忆的倒叙形式，通过蓝、红、白、黄
四个色调，将一个民族、一对恋人、一个艺术家的梦想在
国家大义、生死存亡面前再现，以情为线贯穿全剧，演绎
了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今朝鲜族艺术家波澜壮阔的艺术
人生和辉煌成就，是众多毕生献身民族艺术的朝鲜族艺
术家们的群体缩影。

舞剧突破了以往传统的舞台展现方式，运用幕布、
灯光等道具形象地呈现出多维空间，巧妙地把时间与空
间结合起来，勾勒出剧情发展的主脉络，展现出逝去的
男主角和现实中的女主角之间深情未了的唯美爱情故
事。在舞蹈语汇的运用上更是大胆地创新，不仅囊括了
既有的传统民族舞如甩袖舞、农乐舞等，也有非物质文
化遗产类的长鼓舞、象帽舞、鹤舞、假面舞等。

8月30日演出当天，《阿里郎花》吸引了千余名观众
观演。对于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朝鲜族民众来说，能够近
距离观看本民族最优秀的舞蹈团队带来的震撼人心的
表演，实在是既兴奋又难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金红花看完演出后感慨道：不
管身处何地，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一直留存的。通过这
样的载体，一下子就唤起了记忆深处的民族认同感。家
住西城区的安女士当天带着孙女一同来观看表演，她表
示，当旋律响起的瞬间，感觉又重新回到儿时的故乡。

“里面洗衣服用的那个道具（棒槌舞），我年轻时就用过，
那声音太熟悉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李哲勇在观看完演出后觉得
很骄傲：“朝鲜族民族舞蹈如今稳稳地屹立于民族舞蹈
之列了，它总是给人一种柔中带刚的气质。比如，男生们
在呐喊声中大步向前的场面就很鼓舞人心；妇女失去丈
夫的那种哀伤和思念又表现得很柔美。这种表达能力，
在民族舞蹈领域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这是一首河北民间小调。以往，凡提到河北民歌，人
们一定会先点出“二小”，即《小放牛》《小白菜》这两首民
歌。特别是这首《小白菜》，堪称河北乃至整个华北平原
民间歌曲的优秀代表。在文学主题方面，它反映的是旧
时代的一个普遍社会现象：幼年丧母，继母偏心，儿童在
精神上长期受虐的家庭悲剧。作品的词曲概括性强，易
唱易记，几乎传遍大半个中国。全首歌词采用上、下句
式，共7段，扼要地唱出了家庭变故后，小主人公受到欺
辱的痛苦和凄凉的遭遇。

一般认为它是三三七体，或七七体：“小白菜，地里
黄，三两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只怕爹爹娶后
娘。”如果结合贯穿全曲的节奏型，即“XXXX-，”“X
XXXXX-”，而且唱词每半句加一个“呀”，则很像是四
言体，或者说它留下四言体的某些痕迹。《小白菜》的词
曲结合方式基本上是一字一音，不作任何修饰，保持了
叙事体民歌的主要特征。

为适应歌词内容的要求，全曲的旋律趋势依次下
行，每一个乐句也都由高而低，体现了一叹再叹的主题
内容。四个乐句，每句五拍，结音分别为 Re（2）、Do（1）、
La（6

·
）、Sol（5

·
），起始音为 Sol（5），落音为低八度 Sol（5

·
），

逻辑关系紧密而清晰。特别是
第二乐句结音与第三乐句的
头一个音同为 Do（即传统的

“顶真格”句式），为保持旋律
的总体下行趋势起到了一种
均衡作用。曲尾的两个短衬，
是小主人公的自哀自叹，对于
进一步烘托全曲的悲切气氛
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年编剧创作人才培养项目日前在北京
举行结业仪式暨汇报演出。该项目是国家艺
术基金 2015年度的资助项目，由北京演艺集
团主办、《新剧本》杂志承办。

在为期 1 个月的时间里，共有来自全国
15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0位学员
参加了学习。48 位戏剧、戏曲、影视领域的
专家、学者为学员们授课。学员们还先后到
北京电影公司、国家体育馆、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国家大剧院参观交
流，并利用业余时间观摩了《等待戈多》《南
柯记》等多部戏剧作品。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文联的白金
龙是此次培养项目的学员之一。他表示，作
为一位来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能够参与如
此高质量的学习是件幸运的事情，在自己对
创作迷惘彷徨的时候。这段学习经历为自己
重新确立了方向，自己将会在今后的创作
中，充分利用学到的知识来提升自己，创作
出更好的作品。

9月1日，30位学员按照儿童剧、戏曲和话
剧分为 5 组，进行 30 个新创剧目的汇报演出。
学员们的精心编排和表演，生动而富于表现
力，充分展示了剧本各异的风格和全新的视
角，得到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郑 娜）

青年编剧培养项目结业青年编剧培养项目结业

《中国故事》系列主题微电影日前在北京
举行开机仪式，该活动是由人民政协网、中
央新影微电影台与央视微电影频道联合发起
的。它将联合两岸四地和国际知名导演与优秀
微电影创作团队，每年创作一批高质量的纪录
微电影和百姓创业微电影，围绕中华文化、中
国品牌、民族脊梁、创业励志、公益慈善、绿色
发展、创新精神、人民公仆、百姓人家、民族团
结等诸多主题，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内涵。 （文 政）

《中国故事》系列微电影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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