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荟萃08 2024年 4月 8日 星期一 责编：魏雅斐 电话：0931-8159106 邮箱：gbwenh@163.com

本 报 地 址 ：兰 州 市 白 银 路 １２３ 号 邮 编 ：７３００３０ 甘 报 集 团 传 媒 分 公 司 ：８１５８７1７（带 传 真） 甘 报 集 团 发 行 分 公 司 ：８１５６４６８ 印 刷 ：甘 报 集 团 印 务 分 公 司（电 话 ：８１５６３４８） 昨 日 本 报 5 时 00 分 开 印 8 时 30 分 印 完

龙年央视春晚，以瓷器为题材的舞剧

《唯我青白》选段《瓷影》亮相，令人惊艳。

近年来，舞蹈作品如《唐宫夜宴》《龙门

石窟》《千手观音》，舞剧如《只此青绿》《五星

出东方》等，频频“出圈”，其背后贯穿着一条

共同的创演思路，即文物“活化”。

这些舞蹈作品，运用科技创意与文化想

象，通过舞者身体的形塑激活历史记忆，既

成为让观众喜欢看、看得懂的“历史导读”，

又是以舞蹈艺术形式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神标识与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行动。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穿越千年，既感受到文物

所属历史阶段的故事，又获得了审美享受。

从《丝路花雨》到《只此青绿》

文物“活化”的舞蹈创演历程

从舞蹈艺术创演实践来看，在 1917 年

前后由梅兰芳表演的戏曲《天女散花》中，

已 经 开 始 尝 试 将 敦 煌 莫 高 窟 中 的 飞 天 形

象 搬 上 舞 台 。 1954 年 由 戴 爱 莲 创 作 的 双

人舞《飞天》，同样借用了香音女神飞天的

形象。

1979 年 5 月，《丝路花雨》首演，诞生出

了新兴舞种“敦煌舞”，敦煌舞的舞姿取材

于莫高窟，通过石窟中大量的舞姿形象，创

造性地将静态的壁画造型转化为动态的舞

蹈语言。伴随着改革开放，这部舞剧犹如

春雷乍响，让整个舞蹈界萌发新机。

各地开始整理挖掘历史遗迹与文物，

试图通过仿建古乐，让中国古代乐舞重新

“ 复 活 ”，代 表 作 品 有《敦 煌 彩 塑》（1980

年）、《仿 唐 乐 舞》（1982 年）、《编 钟 乐 舞》

（1983 年）等。

继《丝路花雨》首演之后，时任甘肃省艺

术学校校长的高金荣，关注到敦煌舞创演的

价 值 ，她 再 次 深 入 敦 煌 创 作 出《敦 煌 舞 教

程》，为 敦 煌 舞 人 才 的 培 养 奠 定 了 基 础 。

1980 年前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舞蹈史的

孙颖，对重寻中国汉唐舞充满信心，他在北

京舞蹈学院任教期间创作了舞剧《铜雀伎》

（1985 年）、《踏歌》（1997 年）、《楚腰》（1997

年）等舞蹈作品，提出了“汉唐舞”与“汉唐古

典舞人才培养模式”，坚定要创建属于中国

舞蹈的艺术体系。

对古代乐舞的不断挖掘与整理，使文物

不再仅仅作为创演素材，而是兼具了探索中

国古代乐舞文化的新价值。敦煌舞、汉唐舞

由此与戏曲舞蹈共同成为中国古典舞的三

大流派。

21 世纪初，中国现代舞、当代舞的发展

启发了这一时期编导们的创作，以中央电视

台 春 晚 的《千 手 观 音》（2005 年）、《飞 天》

（2008 年）为例，在舞台装置与身体表达上

更加突出新颖与创意。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现代

舞 剧《莲 花》（2014 年）、芭 蕾 舞 剧《敦 煌》

（2017 年），又 为 敦 煌 石 窟 艺 术 的 舞 蹈“ 活

化”提供了不同舞种的演绎新形式。聚焦当

下《唐宫夜宴》（2017 年）、《龙门石窟》（2021

年）、《只此青绿》（2021 年）、《散乐图》（2023

年）等舞蹈作品，创演方式已打破了固有的

模式，不再聚焦于“形”与“像”，而是在“情”

“意”“境”中追寻。

从思维开放到舞台创造

文物“活化”的舞蹈创演方法

文物“活化”的舞蹈创演方法基本围绕

着以下三个要素展开。

首先是思维的开放为编导打开了更加

自由的创作空间。

在创作过程中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是用

舞蹈身体表现文物形象；而创新性发展的难

点，是如何用舞蹈语言表达属于文物本身的

传统文化与精神内涵。例如敦煌壁画中的

伎乐天形象，如何突破藩篱，破壁而出？汉

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如何演绎

出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传世名

画《千里江山图》如何通过舞蹈带领观众通

达人类情感的深处？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

文化进行更深层的研究与理解。

其次是以模仿文物的典型形象来实现

文物“活化”。

模仿论是许多艺术理论的出发点，《千

手观音》的编导张继钢曾经在创作时多次赴

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太原崇善寺等洞窟

庙宇观看壁画造像，并得到启发，舞蹈的开

场造型就来源于佛教造像千手观音的典型

形象；《唐宫夜宴》也是在参考了河南安阳张

盛墓出土的隋代乐舞俑典型形象的基础上，

吸收了大量隋唐时期乐舞考古发现，塑造出

了带有强烈生活市井气息的唐代乐舞；而

《只此青绿》中的舞蹈，除了舞蹈身体造型的

模拟以外，还运用头饰的发髻、服饰的双袖

等，给观众带来了山石、山的纹理、山间瀑布

的想象。

第三个要素是借助文化想象，通过舞蹈

语言让文物“活”起来。

如何让静止的“千手观音”“陶俑舞人”

“传世名画”舞起来？需要借鉴中国舞蹈身

法规律，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的综合素养，通

过编导的想象与创造力转化为舞台舞蹈。

例如《丝路花雨》中的经验是运用中国

古典戏曲舞蹈中“欲前先后，欲左先右”的

动势规律，将戏曲舞蹈身体运动语言的逻

辑，注入到敦煌壁画舞姿形象中，让静态的

敦煌壁画造型“舞”起来；《五星出东方》从

汉代织锦护臂展开历史爬梳与文化想象，

再现出了西域多民族交往、交融的乐舞场

面，舞段《灯舞》参考了今天西北少数民族

民间舞蹈的“活态”遗存，用旋转、扭胯、S 形

曲线动作，表现出古代西域乐舞的婀娜，使

得舞蹈创作既不扁平地依靠想象，又兼具

丰富的“活态”依据，既不丧失传统，又保持

一定的创新。

古代诗词与乐舞文献也启发着创作。

唐代大量诗歌中均有对乐舞的描写，例如白

居易《霓裳羽衣歌》、元稹《胡旋女》、刘禹锡

《观柘枝舞》等，唐代乐舞广泛吸收了多民族

乐舞文化，淬炼出技艺高超与博采众长的舞

蹈名目。

《霓 裳 羽 衣 歌》中 的“ 飘 然 转 旋 回 雪

轻 ，嫣 然 纵 送 游 龙 惊 ”，以“ 转 旋 ”与“ 回 雪

轻 ”“ 嫣 然 ”与“ 游 龙 惊 ”的 对 比 书 写 ，描 绘

出古代乐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的风格

特点，这些特点在《唐宫夜宴》《飞天》等舞

蹈作品中均有体现；再如《只此青绿》中舞

者 通 过 身 体 模 拟 出 群 山 层 峦 叠 嶂 的 视 觉

画 面 ，恍 惚 间 就 有 苏 轼《题 西 林 壁》“ 横 看

成 岭 侧 成 峰 ，远 近 高 低 各 不 同 ”、陆 游《游

山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 村 ”之 感 ，舞 台 之 上 群 舞“ 峰 峦 ”被 赋 予

了 人 格 化 的 特 征 ，相 信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编

导也是受到诗歌的感染，用群舞“活化”出

《千里江山图》中山的灵性与生命力，透过

舞 蹈 使 得 观 众 体 会 宋 人 在 天 人 合 一 之 境

中，通达的人生感悟。

从再现到表现

文物“活化”的舞蹈创演嬗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活化”的舞蹈创

演嬗变主要体现在身体语言、内容题材、表

现形式三个层面。

身体语言方面，主要体现在从《天女散

花》的戏曲动作表达，到《飞天》的舞蹈化语

言，再到《丝路花雨》《踏歌》为代表的舞种语

言，最后是以《只此青绿》《唐宫夜宴》为例的

“去舞种化”的嬗变过程。

内容与题材方面，早期内容多是以人表

演“神”，例如舞者表现飞天形象；第二个阶

段是通过“神”的形象来塑造人，如《丝路花

雨》中的英娘形象等；第三个阶段是表演文

物中的“世俗人像”，依据文物对古代世俗乐

舞的想象而创作，如《踏歌》《唐宫夜宴》等；

第四个阶段是以人来表现“物”，例如《只此

青绿》（表现古代绘画中的山）、《骏马图》（表

现画家笔下的马）等。

表现形式方面，一开始运用“长绸”表

现 飞 天 的 形 象 ，主 要 以 抒 情 为 主 ，通 过 独

舞、双人舞等小节目形式呈现；从敦煌舞诞

生之后，发展出相适应的舞蹈语言为叙事

服务，有独舞、群舞、舞剧等多种形式；最后

是以现代舞剧《莲花》、舞剧《只此青绿》为

代表的重构形式阶段，编者力图超越固有

的身体表达与角色限制，重视文物背后的

历史、精神与情感，为当代人与历史之间建

立超时空连接。

虽然作品形式与类型多样，但是也面

临一定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叙事模式的创

作想象力不足等方面，基本上采用“博物馆

奇妙夜”的叙事模式，使得很多作品只停留

在“再现”阶段，而没能进入“表现”层面。

同时，史学理论应与舞蹈实践更加紧密

地结合，在当下构建中国舞派时，从文物实

例中探讨中国古代舞蹈的真实面貌如何？

或能否透过舞蹈研究与艺术实践，挖掘各邻

国与各民族之间早已有的“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艺术交流？这都应当成为当代舞蹈

人不懈的追求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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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庙

龙泽故土，许翠柏千寻，唤雨呼云携后起；

道启新元，看春潮万里，题霞飞绮著重光。

卦台山

俯仰山川日月，共济同生，玄机悟透成一画；

参察正反阴阳，相关互对，大道书来著两行。

麦积山石窟

一垛冠秦州，看庾信为铭，少陵题句；

千龛开胜境，得宋皇赐墨，魏后栖身。

李广墓

经百战，历三朝，功存一传；

李无言，桃不语，名贯千秋。

武山水帘洞

慧眼观来，半卷天书涵妙谛；

禅心到处，一帘圣水洗俗尘。

天水关

遥对祁山堡，破策摧锋，一战当年惊蜀相；

雄踞汉水源，联川锁陇，千寻不复见秦关。

张家川老爷岭关陇古道遗址

俯仰问苍茫，是谁将万古顽石，铺成丝路；

留连思今古，任梦把三秋陇坂，染作画图。

街亭遗址

攻心有策，守土无方，千秋恨唱失空斩；

古道东横，春风西度，万丈尘封蜀魏吴。

南郭寺杜公祠

晚景卧钟边，柳色未饶秦地绿；

诗名满天下，文章惟许谪仙俦。

（与程凯先生集句联）

□ 陈 琳

题天水名胜古迹
楹联

兰州大学文化传承创新项目——原创音乐剧

《敦煌·星》研讨会于日前召开。

“《敦煌·星》是整合了兰州大学文史哲艺多学

科资源优势，以现代审美视角表达敦煌文化历史

风貌的原创音乐剧。”兰州大学中华诗乐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刘桂珍谈及该剧的创排初衷时说。据介

绍，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当代青年“走进”敦煌史，向

一位唐代爱国诗人学习的故事。

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

就该剧发表了意见和建议。“敦煌在汉唐时期是

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多样的音乐文化在这里碰

撞、融合。这部原创音乐剧《敦煌·星》很好地体

现了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郑炳林说。

马德说：“该剧故事主线清晰，传承和弘扬了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敦煌·星》对敦煌的音乐元素把握准确，建

议在此基础上增加更加多样的音乐体裁，从音乐

方面增加戏剧的冲突感。”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姜万

通表示。

作曲家、乐评人康胜认为：“该剧有非常大的

潜力，从目前的内容和形式上看，可以不拘泥于

音乐剧的体裁，去尝试探索属于中国舞台剧的新

形式。” （魏雅斐）

原创音乐剧《敦煌·星》

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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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只此青绿》剧照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舞蹈《瓷影》剧照 资料图

《丝路花雨》剧照 甘肃省歌舞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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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壁上的石窟·麦积山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