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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甘肃戏剧演出市场异常火

热，线下体验的剧场艺术井喷式发展。由江

苏大剧院出品的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中

国东方歌舞团倾情演绎的大型舞蹈诗剧《只

此 青 绿 —— 舞 绘〈千 里 江 山 图〉》（以 下 简 称

《只此青绿》）、陈佩斯指导并主演的原创话剧

《惊梦》等知名院团和知名团队创作并主演的

爆款作品亮相兰州，给观众带来了美妙绝伦

的视听饕餮盛宴，掀起全民观剧热潮，助推甘

肃文旅发展。

一

2023 年 7 月，由江苏大剧院出品的原创民

族舞剧《红楼梦》在甘肃大剧院演出。超长红

墙海报、铺满鲜花的台阶、黄河文化奇石交相

呼应，在极具东方美学的视觉营造中带人“入

府”，开启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该剧采用章

回体小说结构，由“入府”“幻境”“含酸”“省亲”

“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

葬”“归彼大荒”十二个篇章组成，勾勒出大观

园中人物的命运浮沉与家族兴盛衰落。

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钱文教授评价道：

“舞剧《红楼梦》在选题与破题之间彰显出十足

的功力，对中国传统审美意象化的高度凝练以

及中国传统艺术背后折射出的人文精神的概

括，让观众精神和心理得到双重洗礼。”

《红楼梦》作为我国经典文学巨作，不断

被诸多艺术剧种改编和复排，但改编主线基

本围绕原著中贾宝玉与林黛玉及薛宝钗的爱

情故事。而民族舞剧《红楼梦》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指导下，尊重原著，深挖

曹雪芹的书写意图，舞剧叙事重心从爱情故

事转向了金陵十二钗女性群像的命运扫描，

创造性地呈现了《红楼梦》中十二位女性的内

心情感，将原著中的十二位女性群像集中呈

现于舞台之上，成为当代改编版本中的一大

亮点。此外，作品在视觉上借鉴明清古画的

美学特质，幕布、屏风、鼓凳等富有中国特色

的古典符号，端庄典雅的舞蹈群像和形式美

感，呈现出极致东方美学，以现代人视角重新

演绎文学经典。

2024 年 5 月，大型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再

次为甘肃文旅市场添彩。一部极具中式美学

的舞台艺术杰作惊艳四座，在演员亦真亦幻的

表演中，观众跟随展卷人的视角“画中舞”“舞

中画”，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追溯文脉，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只此青绿》以北宋画家王希孟所创作的

青绿山水画名作《千里江山图》为蓝本，突破传

统舞剧“三一律”的创作结构，以“舞蹈诗剧”为

体裁，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

“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展示。在亦诗亦舞、动

静相宜、写实写意的编舞技法和美学追求中营

造出极致的美学体验，乐舞绘出《千里江山图》

的气韵之美。

事实上，这部作品于 2021 年 8 月在北京首

演以来，圈粉无数，好评如潮。

《只此青绿》兰州站的演出，更是一票难

求。演出期间，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观众身着

汉服，在《只此青绿》展牌、主题餐台、文创市集

间驻足观望，身临其境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观演时全场座无虚席，观众静气凝神，演

出结束后，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以此致

敬历史、致敬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一位来自天

水的游客直言：“期盼已久，火爆全网的‘青绿’

终于到兰州了，开票之日第一时间抢票，连刷

三场。根本看不够，视觉、听觉和心灵都受到

了极大震撼，场场意犹未尽。”叫好又叫座的舞

剧彰显的不仅是对大众灵魂深处的美学触动，

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的赞誉和肯定。

舞剧之外，话剧市场也很火热。2024 年 5

月，著名艺术家陈佩斯指导并主演的“戏台三

部曲”之话剧《惊梦》在甘肃大剧院接连上演四

场。该剧脱胎于昆曲《游园惊梦》，以传统戏班

的命运作为主线，讲述了昆曲戏班和春社在战

乱年代竭力求生存的故事。该剧以“戏中戏”

的剧式结构，将昆曲艺术与曲折的故事融为一

体，在陈佩斯父子的深情演绎中诠释了中国传

统戏曲艺术的根脉与延续。

《惊梦》开演之前，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超

前谋划，邀请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师

范大学教授徐兆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副院长苏凤丽与陈佩斯

父子相聚网络直播间，畅谈文化艺术的守正创

新 ，介 绍 甘 肃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推 介 旅 游 资

源。许多外地游客特意赶来看戏，一位来自宝

鸡的游客直言：“就为《惊梦》而来，为一部戏奔

赴一座城，为一部戏爱上一座城。”

二

观察当下文艺创作，不难发现根植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潮”艺术作品大受欢迎，以

“破圈”之势成为现象级的“爆款”，这对推动我

省文艺创作与发展有着启示意义。

第一，艺术与文化的联动超越。文化在回

望、总结、反思与超越中不断发展，以史为鉴为

当下的文化创新注入新的活水。以上几部“爆

款”剧作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形式的突破，

均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总

结、反思和阐释中国传统艺术所蕴含的美学思

想和人文精神，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风韵、时

代精神的艺术杰作，展示了根植于民族血脉里

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自信。

第二，艺术形式的解构与重构。从舞剧

《丝路花雨》到舞剧《千手观音》《只此青绿》等，

其创作都有一些规律可循，就是对静态图像文

本的动态叙事。但《只此青绿》的形式表达不

墨守成规，另辟蹊径，它不是临摹性的具象，而

是揭示性的意象，是“超越”绘画之上的艺术重

构。在叙事结构上摒弃传统舞剧创作范式，以

时空交织、场景转换的叙事方式，搭建起古与

今的对话方式。在舞蹈语言上突破中国古典

舞固有的身体运动模式，重新解构与重构，在

以静制动的行进轨迹中呈现出特有的动作指

向，让观众沉浸于舞蹈动作与山水交融的意境

表达中，流连忘返。

第三，创作主体的跨界融汇。近几年，从系

列“爆款”文艺作品创作主体来看，跨界已成为

打造精品的有效措施。故此，我们要进一步开

阔眼界和创作思维，积极探索与众多文化团队

（文化研究院、博物馆、院校等）跨界合作的模

式，形成双赢局面。事实上，当我们回顾 1979

年甘肃省歌舞剧院创作《丝路花雨》时也会发

现，早期《丝路花雨》创作的艺术家们到达敦煌

后，在敦煌研究院诸多学者的带领下完成对敦

煌壁画舞蹈的准确把握，发挥各自优势，创作出

既有文化深度又有艺术美感的经典作品。

第四，艺术与传媒的深度连线。不可否

认，在数字化时代的艺术创作和传播，更加需

要“艺术与传媒”深度融合。从《只此青绿》传

播数据可以看出，该剧在线上线下的持续发

酵 中 以 出 人 意 料 的 速 度 生 成 为 现 象 级 的 作

品。此外，该剧借助数字技术重现《千里江山

图》，将绘画、舞蹈、诗句同步演进，“舞中画”

的意境营造，丰富了表达层次，提升了观众的

审美感受。

第五，精品意识的创作追求。文艺作品的

创作者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在题材选择、主题

确立，形式呈现，动作设定，舞美考究等方面要

做到精益求精。文艺作品要体现观众所盼、时

代所需、文化所依的创作方向。另外，注重每

一次舞台呈现的质量，这不仅是对艺术作品的

重视，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三

高品质的文艺创作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遵循，通过

审美引领和精神的洗礼，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在加强全民美育和提升人民的人文素养

方面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

丰裕，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滋养，也需要文艺工

作者不断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供给，通过有

根、有情、有形的高雅艺术和精品巨作，加强全

民美育，以文艺润心、润智，引导群众形成积极

健康的审美趋向，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同时，以“国潮”为审美基调的爆款作品成

为当代中国文艺作品表达民族情怀和文化态

度的方式。从市场反馈来看，观众的赞誉与追

捧体现出大众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也是

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转型的需求与表征。以

高度凝练的中式美学气韵，引发一股审美潮流

上的传统文化热，在艺术的熏陶中感受中华千

年文脉，激发大众的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让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成为全民“舞台上的思

政教育”，以美求真、以美导善、以美立德、以美

育人，提升大众德育素养。

与此同时，高品质和常态化的文艺演出也

对提升城市文化魅力、扩大城市影响力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今天，“文

艺+旅游”的模式成为旅游市场的宠儿，高品质

的文艺演出既能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又

能借助“国潮文艺”推出“国潮文创”，激发文旅

市场活力。

（本文配图来源于甘肃大剧院，由江苏大

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北京大道文化节目

制作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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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 话剧《惊梦》剧照

◁ 民族舞剧《红楼梦》剧照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 话剧《惊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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