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22 □2024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舞剧舞剧《《天下大足天下大足》》在京首演在京首演

让大足石刻在舞台上浪漫让大足石刻在舞台上浪漫““跃动跃动””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近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委宣传部
等 共 同 出 品 的 舞 剧《天 下 大
足》，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得
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舞剧《天下大足》基于对重
庆市大足区境内大足石刻这一
文化瑰宝的深入理解和挖掘，
从珍贵的历史文物中汲取创作
灵感，用舞剧唤醒沉睡的文物，
充分展现其不同于其他石刻群
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的
特色，在烟火气息中表达大足
人对“人间小满”的向往。舞剧
以大足石刻题记中所署名的

“文氏”“伏氏”46 名工匠为灵
感，以大足石刻真实历史为背
景原型，以一位流民“小福”的
视角，讲述人世的喜与悲，致敬
每一位平凡但不简单的匠人。

还原石窟艺术精髓

1999 年 12 月，大足石刻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作为人类石窟艺
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和巅峰之
作，它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深
厚的历史底蕴，更成为中华民
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专家认为，大足石刻凝结
着传承久远的工匠精神，也承
载着深厚的中华审美，其以鲜
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的
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
窟艺术典范。“开山化石、励志
图新”，这 8 个字不仅是对大足
石刻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生
动描绘，更是中华民族绵延不
绝、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与精
神图腾的深刻体现。

大足石刻的崖壁上，市井
百态栩栩如生，热闹中也包含
着行孝扬善、崇明尚德的谆谆
告诫。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
到，在舞剧《天下大足》里，大足

石刻的元素十分丰富，各色形象
跃然而出。比如，北山第125龛
媚态观音、北山第113龛水月观
音、石篆山12号龛志公和尚、宝
顶山第 17 号龛吹笛女等形象，
都在舞剧《天下大足》中得以被
艺术还原，实现让造像“走下崖
壁、走上舞台”的创作意愿。

无论是取谐音于星云法师
“ 福 满 人 间 ”的 男 主 人 公“ 小
福”，还是一众设计灵感源于石
刻工艺工序的角色——负责构
思与制图的“师父”、以精雕细
磨工艺为原型的“老铁”和“小
学徒”、以拉粗胚工序为主的

“大力”、脱胎于书丹工序的“秀
才”、负责测绘的“和尚”等，生
动鲜活的匠人群像在舞剧《天
下大足》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关系与个
体成长，与温婉却以柔克刚的

“师娘”、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泼辣的“刀妹”等形象多面的川
渝女子群，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
烟火气的南宋川渝生活图景。

当爱情、亲情、友情、兄弟

情等人间真情被浓墨重彩地渲

染于舞台，当“小家”“家园”“家
国”三重主题随故事发展递进
演绎，在舞剧里挑战强叙事性，

让有的观众惊呼：“好一台充满
人味儿的戏！”

舞美造型出新出彩

在舞剧《天下大足》的舞台

上，以“照见自己、照见众生”为
主题的舞美设计亦受到很多观
众喜爱。

只见舞台左右高悬着两块

被风化的崖壁造像，中间硕大

的镜面在拓宽舞台视觉空间的
同时，既似一面崖壁，也若一扇

穿越时空的窗口，映射并记录

着古今传承的匠心，将崖壁众

生与当代人民深刻链接。
在 古 朴 神 秘 的 光 影 交 错

间，在古老的崖壁造像与现代

数字艺术相结合的虚实相生

里，观众感受着岁月凝固于石

间的未完诗篇，体悟着生生不

息的匠心精神的传承。

“在舞台见崖壁众生相，赏
万家灯火景，铭记匠心的力量，
收获人文与自然的共鸣。这部
剧，真过瘾！”有观众观剧后如
是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留意到舞
剧《天下大足》的造型设计也有
独特之处。“我们融入了很多大
足石刻和川渝文化的造型，都
很漂亮，而且都是大家以前没
见过的。”舞剧造型设计贾雷表
示，《天下大足》在造型上的最
大特点，是展现了古代劳动人
民的魅力和风采。“以剧中女性
劳动者劳作时佩戴的头饰为
例，我们采用了川渝地区传统
的编制方法，同时作了一些时
尚化处理，让其既延续传统风
格又符合当代审美。”

在 服 装 上 ，舞 剧《天 下 大
足》也下足了心思。“全剧的服
装，我们都从重庆的人文历史
中去发掘设计元素。因为重庆
夏季比较热，我们在服装设计
中还加入了很多绳编、草编和
竹编的概念。” 服装设计阳东

霖说，“以前我们做的舞剧很多
是以唯美浪漫飘逸为主，而在
这部剧里，我们更想表达的是
如何呈现出这一批平凡工匠们
的朴实精神，以及气质中的‘颗
粒感’。”

阳东霖介绍，舞者们演绎
的媚态观音堪称全剧最美的桥
段：“我们在服装颜色的体现
上，想彰显出一种人物从石刻
崖壁上走出来的感觉。所以，
媚态观音的服装与灯光配合
后，极具美学张力。”

生动展示工匠形象

大足石刻于山岭间屹立千
年，虽遍遭风雨，却因代代工匠
的接力传承历久弥新，展现出
永恒的魅力。

作为主演之一，舞蹈演员
张翰在舞剧《天下大足》中扮演

“小福”这个角色。张翰表示，
“小福”在整个剧中经历了 4 个
阶段的心理变化——流民、拜
师学艺、历经天灾、刻石留名。

“为了完美呈现这 4 个阶段，我
每天都在努力练习相应动作。

‘小福’太苦了，他经历了无家
可归的阶段，之后虽然被收养，
拥有了短暂的友情、亲情，但最
后还是要一个人扛下去。我在
舞蹈的过程中与他共情，去接
近他的内心。”张翰说。

长河有尽，山石如初；生生
不息，天下大足。据了解，自
2025 年 2 月起，舞剧《天下大
足》将首批开启重庆、成都、南
宁、合肥、杭州、苏州、南昌、深
圳、福州、厦门、长沙 11 座城市
共 50 场演出，并将在 2025 全
年 完 成 100 场 巡 演 。（图 片 由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

感受多彩年味
“过年——春节主题展”在京展出

近日，“过年——春节主题展”亮相位于

北京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120余项与

春节相关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带领观众感受

神州大地丰富多彩的年味。

本次展览叙事从冬至开始，至元宵节结

束，以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为主题

线索，串联起与春节相关的不同地区的非遗

代表性项目；融入不同地区各有特色的节日

习俗，还原当地居民的生活场景。300余件

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相关作品的

展示以及展览期间多场次的展演互动，让观

众体会到回家过年的感觉。展览将持续至

2025年3月2日。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舞剧《天下大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