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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 娜

这是江西兴国的客家山歌。江西地

处长江中游，全省为多山丘陵区，刚好

处于楚文化与吴文化的过渡带，它的民

歌风格也表现出一种交融性特征，大致

可分为四个分布区：（一）、以九江、上

饶以及南昌、景德镇为代表的“赣北分

布区”，它与鄂、皖、浙三省交接地区的

民歌具有一定共同性；（二）、以萍乡、

铜鼓、永新、莲花为代表的“赣西分布

区”，与湘东地区的民歌有一定的共性；

（三）、以赣州和吉安地区的万安、遂川

为代表的“赣南分布区”，其代表曲目与

粤东北、闽西地区的客家山歌属同一品

种；（四）、以宜春地区的高安、新余、

清江、丰城及吉安、抚州部分县区为代

表的“赣中分布区”。

此歌属赣南分布区的优秀作品。这

类山歌有一个明显的音调标志，即开始

的“哎呀唻哎”这个“引腔”和中间的

过渡腔“同志哥”，前者为当地日常生活

中的感叹语，凡以“哎呀唻”作为“话

引子”，即表示他要讲话了；后者则是一

种亲近的称谓，也有记成“同志格”

的。引腔以后的段落，基本上是即兴性

较强、非方整性的“四句头”结构。兴

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客家山歌是客

家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但由于它们

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差异，赣南客家与粤

东北客家和闽西

客家的民歌又分

别形成了自己的

风格传统。通过

本歌，我们所能

感受到的是它的

明畅、粗放和豪

迈的山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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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杂技与诗赋描绘的梦里水乡

《小桥?流水?人家》讲述采莲女小乔和运河船工刘水
的爱情故事，蕴含着诸多的中国特色、地域元素。全剧
分为《夏》《秋》《冬》《春》四折，有机融入了汉乐府
《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刘禹锡《竹枝词》、苏轼
《望江南》等诗词歌赋的意境，以及杆技、空竹、绸吊、
软钢丝等高难惊险的杂技技巧，把江南文化元素和建湖
杂技艺术发挥到极致。

据江苏省杂技团团长吴其凯介绍，为了呈现江南的
诗意和水性，舞台用静态的纱、动态的纱、薄的纱、厚
的纱、硬的纱、层层叠叠的纱，营造了烟雨江南的朦胧
美，用烟花三月的红、莲叶田田的绿、金秋硕果的黄、
微雪轻霜的蓝，渲染了四季变换的斑斓美。“若有若无的
朦胧美，不设不施的真实美，有限无限的超越美，我觉
得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所呈现的江南意境。”中国
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表示。

一次技艺文化向内容文化的突破

秀技巧，追求惊险奇是以往杂技剧的固有模式。《小
桥?流水?人家》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与西方结合、
音舞与戏剧综合、创新与时尚汇合，赋予单纯杂技技巧
以性格、情感、灵魂与生命力，开创了中国首部诗词歌
赋杂技剧场的先河。

“‘杂技剧场’这个概念，源自于皮娜?鲍什的‘舞
蹈剧场’，即强调演员不再单纯地作为舞台角色去叙事，
而是把他们的情感、情绪解放出来，参与剧场的表
达。”《小桥?流水?人家》编剧曹路生说。
“杂技语言相对来说短于叙事，更不擅长抒情，以往

一些杂技剧的技巧，更像是被标签化地贴到故事上。”该
剧总导演何晓彬表示，《小桥?流水?人家》创作的初衷和
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对传统杂技的传统印象。该剧在
杂技艺术的本体之上，融入诗词歌赋的文学性、故事人
物的戏剧性、舞美各元素及音乐舞蹈的综合性，创造出
一种可看可听可感可惊、处处引人入胜又时时令人惊叹
的新型杂技舞台表演样式。

为了实现“突破”，杂技剧场《小桥?流水?人家》自
2015年底建组后，就着手打磨杂技“遣词造句”的功能
——根据剧情叙事、特定情境的需要，提炼出特有的杂
技语汇。“像刘水在行船中遭遇风浪，我们运用了软钢丝
技巧；表现刘水与小乔的分离、相思和相会之时，又用
了杆技。”何晓彬解释着如何“用杂技本体来推动剧情发
展，赋予单纯的杂技动作以情感、诗词歌赋等文化元
素”。

用杂技艺术讲中国故事的样本

《小桥?流水?人家》既是杂技艺术的大胆创新，更是
一部用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样本。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观赏该剧后表示：“作品叙事非常清
晰，剧中小乔与刘水从懵懂的爱情到别离、思念，到历
经风险后重新见面的欣喜若狂，故事脉络非常完整清
晰。该剧选用的诗词歌赋的文化符号以及小桥流水人家
的江南爱情故事，凸显了南派杂技轻、柔、灵的特点，
整部作品动作很轻盈，线条很流畅，演出很灵动，风格
很柔和。”

作为中国南派杂技的代表，建湖杂技与河北吴
桥、山东聊城一起，被誉为中国杂技的发源地。2008
年，“建湖杂技”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
录。“保护与市场脱节，是当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
临的窘境。非遗不能躺在书本里，拷在光盘里，搁在
展厅里，而是要想方设法走向市场，赢得观众，向全
世界说好中国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湖杂技
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吴
晓林说。

从建湖县杂技团到盐城市杂技团，再到省杂技团，
半个多世纪以来，江苏省杂技团不断创新，探索着杂技
艺术空间的发展。边发吉感慨地说：“文化走出来，需要
从技艺文化向内容文化转变。《小桥?流水?人家》可谓一
次很好的创新突破。”

在何晓彬看来，《小桥?流水?人家》是一个全新的艺
术样式，它以舞剧的思维，用杂技这种世界通用的艺术
语言向世界讲好带有浓郁江南特色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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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遗”进行研发创作

“傩”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
始祭礼，发端于夏商，形成于周，
至今延续了数千年，被誉为“活化
石”，并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傩
文化对亚洲及东南亚各国，尤其韩
国、日本影响深远，日本的“能
剧”便是发端于此。

北京舞蹈学院的《傩?情》正
是基于这种古老的民间文化创作
的。这部作品被定位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创作品”，主要源于该剧
总导演、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对
舞蹈高等教育中创作实践的思考。
在他看来，学院的创作与商业演出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首要任务是
立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上的发
现和开创。
《傩?情》全剧分为“开天辟

地”“生命造化”“风调雨顺”“生
生不息”“神鬼情缘”“笃诚敦厚”
“崇文尚礼”“和合昌盛”等10个段
落。剧中，各路神仙带着夸张的面
具纷纷起舞并寄托着美好的寓意：
“开山神”除旧迎新、“大鹏雷神”
保佑五谷丰登、“傩公傩婆”致敬
生命的和谐、“魁星神”主宰文运
昌盛、“双伯郎”歌颂手足之情、
“和合神”寓意同心同德……

剧中的序和尾声由来自江西南
丰县石邮村的傩班出演。据石邮村
村长叶根明介绍，傩戏是明代万历
年间传入村子的，至今已有数百年

历史。这次演出，他们的服装、面
具、乐器都是从老家带来，与如今
每年仍延续的乡间跳傩仪式中的完
全一样。傩班中年龄最大的老艺人
罗会武已经77岁高龄，他在序中带
领“众神”开启仪式，在尾声中引
领“众神”摘下面具，完美诠释了
“戴上傩面是神，摘下傩面是人”
的神秘寓言，令人印象深刻。

让古老与当下对话

有数百年历史传承的傩班民间
艺人，与学院派的艺术家联袂演出，
就像传统与现代的一场对话，表演
与仪式的划分模糊了，古老与当下
被举重若轻地拉进同一时空坐标，
在艺术的高处相遇。

谈到与北京舞蹈学院的合作，
叶根明连连说道了不起：“能做这

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他们把乡村
的傩戏舞台化后，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更加时髦，能吸引到更多年轻
人看。”

为了让《傩?情》既有古朴原始
气息，又融入现代审美，北京舞蹈学
院研创团队在3年里数度深入石邮
村采风。青年舞蹈家们拜当地傩班
老艺人为师，一招一式地向他们学
习最原汁原味的跳傩技艺。剧中每
一个傩神形象与舞蹈动作都有明确
的来源和出处。在传统技艺的基础
上，舞蹈家们对其中最有特色、代
表性的元素进行了艺术加工。

由于几乎全程戴着面具，对于
舞蹈演员来说，演绎傩舞并不简
单。舞者用了大量的时间练习，以
适应沉重的面具以及由此带来的视
野上的局限。不仅如此，带上不会动
的面具，人物没有了表情，舞蹈的生
动便全要靠演员的肢体来实现，如
何将面具与舞蹈动作配合到一起，
创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这着实令
年轻舞蹈家们经历了一番考验。

演出后的采访中，观众提及最
多的关键词是“震撼”。一位观众
称：“看了演出，更多的是一种发
自心灵的震撼与敬畏，这种敬畏与
鬼神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种人的
信仰的升华。”还有观众说：“这是
一次精神之旅，看了民间艺人世代
相传的动作，再看专业舞者的表
演，我觉得就是在继承，在发扬，
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有魅力！应该多
一些这样的演出，让我们更好地了
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创作品《傩?情》日
前 于 国 家 大 剧 院 公

演。作品围绕中国古

老的“傩”文化，以

舞蹈独有的方式，生

动诠释了中国人的传

统价值观以及中华文

化精神的源远流长，

可谓是北京舞蹈学院

“2016年秋冬演出季”

50台82场演出中，既

富神秘古意又具现代

审美的一台视觉盛宴。

你能想象在同台演出中，外国歌唱家用中文演唱
中国歌曲，中国歌唱家演唱外国歌剧，台下中外观众
参半，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响吗？

日前，在纽约艺术殿堂卡内基音乐厅内，
“iSING！田浩江与大都会歌剧院明日之星音乐会”慈
善义演即呈现了这种文化交融的景象。当中国歌唱家
演唱《塞尔维亚理发师》《浮士德》《麦克白》等世界
经典歌剧选段时，台下美国观众掌声雷动；当乔治?伦
敦国际声乐比赛金奖得主、男高音杰迈斯?迈克尔库深
情演唱中文歌曲《那就是我》时，场下华侨华人动情
动容；当大都会歌剧院4位中外歌唱家分别用中文各唱
一曲《鸿雁》时，雄浑忧伤的曲调拉开观众的情感闸
门，浮云游子的思乡情如潮水一般涌来势不可当，“鸿
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台下随之吟唱，浓烈
的感情在这座百年西方古典音乐殿堂回荡。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旅居美国

30多年的华人歌剧演唱家田浩江说，歌唱是最感人、
最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些浸满时代记忆的音符，最能
唤醒和慰藉身在他乡者的故土情感。

歌唱也是有效促进沟通的一个文化桥梁。上世纪80
年代，田浩江只身来到美国闯荡歌剧界，经过艰辛努力，
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时间最长的中国歌剧演唱
家。15年前的一次经历，让他起意创办一个“帮助西方歌
唱家用中文演唱，感受中国文化”的项目。

2001 年，田浩江在意大利演出歌剧。中间休息
聊天时，20余人中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于是大家问
他来自哪里。田浩江回答来自北京。“北京？北京有
歌剧吗？有剧院吗？”看到外国同行们对中国如此缺
乏了解，田浩江心里五味杂陈，“哪一天我要带他们
去中国看看，对中国的印象不能总停留在中国功夫

和中国菜上。”
10 年后，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田浩江创办了

“iSING！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项目，致力于培养
国际青年歌唱家并推广中文歌剧演唱。他把各国青年
歌唱家聚集在一起，请了一批业内专家做“教练”，教
他们学习用中文演唱，带他们和西方导演、指挥来中
国演出。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学员们被深深触动了，
一名年轻的美国男高音甚至数度落泪，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人生也丰富了，很不可思
议”。过去多是中国歌唱家用原文演唱外国歌剧和歌
曲，现在这些外国青年歌唱家登台中国剧院，深情而
专业地演唱中国歌曲，给观众带来惊喜，也丰富了自
己的见识。

5年来，iSING！项目从北京培训中文演唱起步，
到在美国大型演出，再到赴苏州办艺术节，规模渐
大，内容渐趋丰富。同时，项目通过美国亚裔表演艺
术中心协助，为来自30多个国家的160多名青年歌剧
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并助力中外歌唱家走上国际舞
台，包括帮助中国青年歌唱家寻求赴国外深造和演出
的机会。

此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慈善音乐会，全部
收入将捐赠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支持iSING！项目培
养青年歌唱家。参与演出的4名歌唱家都曾是“iSING！”
的学员，也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歌唱家。

在西方舞台上，带着西方人唱中文歌曲、东方人
唱西方歌剧，影响力有多大？“我们不是要一朝改观传
统认识，但是从这160位学员辐射出去的影响，是很积
极的。”田浩江说，希望通过“iSING！”项目带动更多
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全民阅读”是近年的热门话
题，学会读书、读好书已经成为当
代中国从上至下的一种诉求和愿
望。如何让当代人能够寻找到读书
的乐趣，如何发掘出读书的意义？
浙江卫视近期推出的全新升级的
《中华好故事》，试图通过一本书让
当代人和古人进行智慧碰撞、思想
交流，表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魅
力。

升级后的节目，从赛制环节、
题型内容，到导师阵容、参赛选手
和视觉舞美都完成了全面升级。首
先在节目编排上改变了以往名校学
子的对阵形式，由团体赛变成了海
选的个人战，更有助于展示选手的
不同个性。每期的节目主题，也由
原本海纳百川的全面综合题型，变
成针对某一册名著典籍的专门题
型，知识考察的指向性更加明确，
对于观众来说，也更容易对这部名

著有更加深入而彻底的熟悉和理
解，提升学习兴趣。

节目中每位选手都会手拿一本
自己熟读或喜爱的古典名著典籍。
他们面对的每一道考题及其所涉及
的知识点全部来自这本名著。每位
选手需要面对 6 道题目的关卡考
验、3位导师的终极考验，才能获
得争冠赛的资格，这些对选手的文
学素养和知识储备都提出了很高的
挑战。

具有趣味性、互动性的赛制，
是目前电视综艺节目的流行表现手
法。《中华好故事》通过这样的形
式吸引到更多人群的关注，特别是
当下主流的“90后”观众。播出两
期后，社交媒体上已经有网友留
言，“《中华好故事》里面的这本
书我也想读……”从“看人读书”
到“我想读、我要读”，这大概是
一种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也是节目升级之后的
良性反馈——背靠5000年传统文化
底蕴，我们的电视节目也能呈现出
中华文明之美。
《中华好故事》涉及的书籍既

有经史子集也有白话小说，甚至还
有当代作家的创作，将传统文化揉
开又整合，既展示中华文化的广
度，又挖掘其精深，让一档传统文
化节目不仅深刻，而且有趣，更重
要的是，节目在担当传播中华文化
责任的同时，对形式与内容进行了
“精雕细琢”和大胆创新，它将传
统文化与大众娱乐巧妙结合，同时
打通“书籍”与“电视”两大传播
载体的任督二脉。新颖活泼却充满
人文内核的节目，让国学文化换上
新装，从“人文”变成“人文
plus”，为原创文化类节目的发展创
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 纳）

“iSING!”在中西文化殿堂
本报记者 李晓宏

《中华好故事》：呈现中华文明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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