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4月 11日 星期四 责编：魏雅斐 电话：0931-8159106 邮箱：gbwenh@163.com 09文化·荟萃

文化
记忆

一

对英雄的歌颂与展现不仅反映着一个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念，也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气神。

舞剧《飞将李广》以《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

载的史实为故事依据，精选其中能够突显李广性

格的事件，通过不同形式的舞蹈语汇，呈现其戎

马一生的辉煌与失意。四幕舞剧虽道不尽其累

累功绩，却将不朽的英雄气质和保家卫国的英雄

精神刻入观众心中。

纵观近年来的舞剧创作，以历史人物为原型

的英雄题材剧作并不多见。首先，是因为舞蹈长

于抒情，而拙于叙事，在进行此类创作时，编创者

既要考虑故事内容对于史实的真实呈现，又要考

虑舞蹈语汇对于故事叙事的实现程度。不同于

话剧、戏剧、歌舞剧均有语言作为辅助，能够帮助

观众对剧作讲述的故事和人物进行深入、全面的

认识与理解，舞剧是一种依靠舞蹈动作和演员表

演展开叙事、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具有极高的

创作难度和挑战性。其次，人物题材的舞剧不仅

要长于用舞蹈语汇叙事，更要长于用舞蹈语汇立

人。主人公李广的故事流传千年，每个熟知的人

都有自己心中的“李广”。再次，从史料记载上

看，征战几乎贯穿李广的一生，单一的故事内容

既不能满足故事延展和情感递进的需要，更不能

满足舞台呈现的需求。因此，讲述李广哪些故

事，呈现他怎样的品格，如何呼应时代和观众的

需求，成为编创团队反复研讨的核心。

庆幸的是舞剧《飞将李广》无论是剧本，还

是编排都逐一应对了这些挑战和困难，并在舞

台上得到了较好呈现。经过反复抉择、取舍，舞

剧《飞将李广》的剧本数易其稿，最终将“为名将

立传”作为全剧创作的推动力。故事、舞蹈、音

乐、场景都是对《史记》中所述李广故事和“忠

正”品格的活态化呈现，也是对以李广为代表的

历史名将精神品格的艺术性转化。剧中紧张残

酷的战场上，主帅和士兵共赴生死，惺惺相惜、

相互扶助，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呈现出个体生

命的温暖；岁月静好，国泰民安，战场上的舍生

取义才有了价值和意义。

二

飞将军李广刚正不阿，对内不屈权贵、对外

不惧强敌。舞剧《飞将李广》依据史实，将创作

重点放在对李广独特个性的塑造上。李广出生

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境内），作

为西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他的一生功勋卓

著。和其他著名将领相比，李广性格鲜明且独

具人格魅力，视士卒如手足。同时期的名将程

不识曾评价李广，行军打仗较为随意，但士兵多

受其恩惠，愿意肝脑涂地。因此，舞剧《飞将李

广》以四幕既具有戏剧冲突，又能塑造典型人物

的故事，用以展现李广身上极具个性和共性的

英雄品格。

舞剧以倒序开场，引子中鬓发微霜的飞将军

从舞池一角冉冉升起。回首当年，白衣胜雪的翩

翩少年，无惧风雨，向着理想前行。激昂的战鼓

响彻天边，李广回到那个充满血色的战场上，眼

睁睁地看着奋勇杀敌的士兵们冲锋、倒下，却束

手无策。李广渴望再次与他们并肩而战，可无法

做到，遗憾、悲愤都化作弯弓搭箭的力量，让射出

的羽翎直冲敌军心脏。

战争与牺牲换来了短暂的安宁，舞剧进入第

一幕。城中，百姓们载歌载舞，喜悦洒满全场。

人们享受着生活的美好；李广带领士兵们集结训

练，严肃中透着轻松与愉悦，兄弟情在轻快的音

乐和舞蹈中荡漾开来。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即

将来临。欢乐的氛围被代天子巡狩的宦官打破，

李广的耿直激怒了宦官，他不悦离开，却路遇匈

奴精兵，仓皇逃回城内。为保百姓平安，李广与

众兄弟披挂上阵，快速出击，将来犯的匈奴击

退。这一幕通过三个小故事的衔接，呈现了当时

虽社会安定、与民生息，却不时有匈奴来犯的时

代背景，以宦官与李广的较量凸显了他不屈服于

权贵的耿介性格，也用李广与其士卒的互动，印

证了程不识对他的评价。

舞剧进入第二幕。李广的英勇被天子得知，

擢拔他担任未央宫卫尉。上元节，李广对月兴

叹，思念着如手足般的弟兄，思念着能快意恩仇

的疆场。恰逢此时，路遇冤家，傲娇的公主在宦

官的挑唆下向李广发起挑战。李广收放自如，见

招拆招，公主悻悻而败。边地再燃战火，李广终

于又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地方。但因为宦官

向匈奴单于通风报信，李广大军惨败。舞台上弯

刀垂下，倒下的将士们鲜血浸湿披风，染红天

际。伤痛欲绝的李广如同游魂在惨烈的战场上

踽踽独行。天边垂下一轮圆月，那是他与士兵们

约定好一同归去的故乡的方向。这是极具故事

性和情感张力的一幕。血泊中，一个个魂灵在雄

浑的战鼓声中执戟而起，他们用生命谱就的悲歌

恸穿观众的内心。

此 战 败 ，李 广 被 贬 斥 回 乡 ，舞 剧 进 入 第 三

幕。常年在外的李广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欣

赏着阡陌如织、郁郁葱葱的风光，感受着妻子的

温柔与深情，他只能将伤痛埋于心底，在梦中与

牺牲的战友们重逢。睡梦中，李广回到自己曾

经征战的边关，他与士卒们用甘醇的美酒驱走

寒 夜 的 冰 冷 ，用 欢 笑 的 舞 蹈 战 胜 对 死 亡 的 恐

惧。面对可能的牺牲，他们不畏惧，不退缩。这

一幕告别了战场的激烈，让观众紧绷的神经得

到安抚和舒缓。李广与妻子在斗篷下的并肩、

拥抱诉说了无尽的爱恋与深情；李广梦境中呈

现的场景，是他深埋于内心无法抹去的伤痛与

不甘，他渴望用一场胜利为死去的战友复仇，他

要用永久的和平告慰他们的牺牲。梦醒时，将

军再次临危受命。妻子为他准备好行囊，依依

不舍地送夫上战场。

愿 望 成 真 ，李 广 重 上 战 场 ，舞 剧 进 入 第 四

幕。彰显着雄壮军威的旋律再次响起，隆隆的战

鼓敲击着剧场里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李广与士兵

们再上沙场，集结布阵、飞驰攻城，一批士兵倒

下，另一批继续推进。李广搭弓射箭，冲锋在前；

将士们执戟冲刺，紧随其后。战事异常惨烈，但

每个人都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勇往直前。终

于，汉军获得了胜利。此时，李广持弓，傲然屹立

于舞台最高处。这一幕将观众的情绪推向最高

潮，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老

腔响起，舞台上幻化出一座刻满功绩的丰碑。青

春、热血、忠义、担当，李广的故事虽然落下帷幕，

但他的精神却穿越古今。

整台舞剧故事张弛有度，音乐、灯光、服化道

也配合得相得益彰。首先从音乐看，为配合不同

故事情节需求，主旋律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变

调，精准地烘托了氛围，与舞蹈配合传递了故事

所要传达的情绪。紧张刺激的杀伐，轻松愉悦的

生活，依依不舍的眷恋，悲愤压抑的怒吼……在

中国传统器乐与西洋乐器的碰撞、融合中，得到

完美呈现。其次从置景看，舞台道具采用写实与

写意相结合的方式，如士兵们训练时搬起的石块

是对弓弩手力量的考验；宫灯里透出的光亮是盛

世美好的慰藉；舞台上垂下的弯刀寓意战场上对

手的狠辣；天空中挂着的圆月是战死在疆场的士

兵对故乡的渴望。

岁月流逝，精神不朽。舞剧《飞将李广》带给

观众的不仅是舞台艺术的沉浸式体验，更是一场

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洗礼。

（本文配图均为《飞将李广》剧照，由郭一拍

摄）

流布在会

宁境内的剧种

主 要 有 秦 腔 、

眉户、影子腔、

小曲、陇剧等。

秦 腔

秦腔是大

型 剧 种 ，有 专

业团体和自乐

班演出多种形

式 ，是 广 大 戏

迷喜闻乐见的

剧种。秦腔唱

腔粗犷、豪放、

激昂、优美，旋

律既急促又婉

转 ，可 谓 行 云

流水之中见斩

钉截铁。表演

风 格 风 趣 幽

默 ，生 活 气 息

浓厚。因此，秦腔在会宁县流布广泛，

影响深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秦腔历史悠久，明代就已盛行。会

宁县秦剧团自 1978年 8月成立以来，到

2021 年，已发展成为演员阵容强大的

县级专业院团，在送戏下乡、丰富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如今，会宁县除专业剧团和民间

业余剧团之外，秦腔自乐班遍地开花。

秦腔经过世世代代艺人的不断努

力，在剧目唱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

等方面已形成独特体系、稳定风格、美

学取向及地方特色，是会宁人深爱的

剧种。

眉 户

眉 户 是 流 布 在 会 宁 县 全 域 的 又

一个主要剧种，覆盖地域与秦腔一样

广泛。

1949 年以来，会宁一中宣传队先

后排演了大型眉户剧《梁秋燕》《两颗

玲》《鹰山春雷》《三里湾》等现代题材

的眉户剧目，赴皋兰、靖远、临洮等地

慰问演出。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专业剧团演出

眉户剧较少，但全县各地社火仍以眉

户演唱为主。

近年来，眉户在大墩梁、丁沟线川

等地非常时兴。每个村庄都有班社组

织，参加者既会唱又会演奏乐器。

影子腔

影 子 腔 是 皮 影 戏 的 主 要 唱 腔 形

式，亦称“灯影腔”，是流布在会宁的主

要剧种之一。

影 子 腔 唱 腔 以 字 定 音 ，声 调 豪

放、激越、委婉，一人主唱，其余人帮

腔，类似“老秦腔”。乐器以二弦子、

胡琴为主。会宁皮影戏班大多能演

唱影子腔。

近年来，会宁县十分重视非遗传

承和传播，使影子腔这一剧种大放异

彩，广为流传。

陇 剧

陇剧原名陇东道情。20 世纪 50

年代末，会宁红星秦剧团演出陇剧《吹

鼓手招亲》小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兴修北川渠时，工地宣传队演出以陇

剧唱腔为主，一人主唱众人和的唱腔

板式使人精神振奋，干劲倍增。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会宁县专业

剧团除《吹鼓手招亲》之外，再未演过

陇剧剧目。街头地摊自乐班偶尔可见

演唱陇剧清唱。

小 曲

会宁小曲的演唱，最早见于清同

治三年（公元 1864 年），会宁丁家沟胡

家坡蔺序堂和通渭流浪艺人张凤山合

建曲子班，后定名“昌盛班”，主演曲子。

会 宁 南 乡 社 火 ，广 泛 演 唱 曲 子 。

主要有在社火开演前和结束时的蜡花

调和入庄进院的秧歌调。社火节目中

的《十炷香》《绣荷包》均属曲子的范畴。

近年来，中川镇的大墩、王磨、马

莲盆、三岘以及丁沟镇的部分村社曲

子演唱较多，当地的中老年人大多会

哼几段小曲，演奏几样乐器。

碗碗腔

碗碗腔在会宁的演唱凤毛麟角。

1960 年 5 月会宁红星秦剧团演员王蕊

兰参加甘肃省第一届戏剧青年演员会

演，演出期间学了碗碗腔《拜月记》的

全部唱腔及表演程式。《拜月记》为碗

碗腔传统剧目。

王蕊兰学成归来，红星秦剧团排

练了《拜月记》，王蕊兰饰瑞兰，董秀珍

饰瑞莲。哀婉的唱腔和情深意切的表

演深深吸引了观众，上演后得到广泛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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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剧展现名将风采
《飞将李广》—

□ 程 裕

编者按
由甘肃省歌舞剧院新近

创排的大型民族舞剧《飞将

李广》日前成功首演。

《飞将李广》勾勒出一个

有血有肉的李广形象，展现

了一代名将宁折不弯、昂扬

进取的光辉风采。

整场舞剧以古典舞的汉

唐舞为主，同时融合了西北

地区的民族民间舞蹈，做到

既强调生动流畅的故事性，

也强调回味悠长的意境感，

在融合汉乐府、边塞诗文化

韵味之外，也在音乐、舞美、

布 景 等 方 面 实 现 了 较 大 突

破，让全剧实现了一气呵成、

流畅自然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