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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国家大剧院《阿依达》让小学生登上了歌剧大舞台

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的“联动”
□本报记者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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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姐妹”聚焦现代女性文化建设

20142014舞剧舞剧 救亡心志与追梦情怀救亡心志与追梦情怀
□于 平

新年伊始，由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歌剧《阿依达》拉开了神秘

的面纱。顶级主创的联手、如梦如幻的场景、摄人心魄的音乐，让观

众沉醉其中。尤其是在第二幕的开场埃及公主的花园内，一群可爱

的孩子与美丽的公主一起，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洒水、起舞、做游戏。

孩子们的童真烂漫、稚态可掬和剧情完美融合，为歌剧增色不少。

在世界各地《阿依达》的演出中，第二幕的这一段落往往有着不

同的处理方式，国家大剧院此次选择了用孩童的天真来进行展现。

据悉，意大利编舞马克·佩勒本打算采用有专业芭蕾功底的孩子，剧

院方听闻后向他建议：何不启用大剧院音乐附小舞蹈团的孩子们？

佩勒在了解了音乐附小一年来的成果后，亲自到校尉胡同小学挑选

出13名小姑娘。这些孩子都来自普通家庭，最大的11岁，最小的刚满

8岁。

为了在这个国际舞台完美亮相，两个月里，孩子们每天下午坚守

大剧院排练厅，在佩勒的带领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习。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在这段舞蹈中还有一段中国观众颇为熟悉的游戏贯穿其中，

那就是“一网不捞鱼”，这也是《阿依达》落地中国的独道处理。大剧院

制作团队介绍：“这段音乐非常欢快，是‘戏耍中的舞蹈’，将这个中国

的传统游戏植入其中，也是‘中国元素’的巧妙体现。”除了第二幕开场

长达5分钟的重头戏，这些孩子在之后的场景也屡有出场，表演时长

达到了30分钟，每一个孩子都以最饱满的精神全力以赴。而孩子们在

《阿依达》中的登台表演，只是大剧院参与小学美育工作的一个侧影。据

了解，自2014年5月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市自忠小学、校尉胡同

小学正式“牵手”以来，大剧院艺术普及部专门成立了“学校

组”，依托剧院优质的艺术资源平台和丰富的艺术普及经验，

开展两所学校的美育发展工作。

刚刚过去的秋季学期，大剧院为同学们精心设计“定

制”了一套完备的实施方案，在“歌、乐、舞、剧、戏、书、画”

等各个版块全线铺轨，纵向上覆盖小学所有年级，横向上

涵盖多元艺术门类。开设的 6 门艺术素养课以及合唱、舞

蹈、戏剧3类社团，每周共计授课182课时，一学期完成授课

约 2300课时。而在校园之外，大剧院还邀请同学们走进艺

术殿堂，更频繁地参与“浸入式”的艺术实践。这学期，两校

共计观摩大剧院演出 14场，参加大师课、工作坊、讲座、艺

术展览等活动十余次，每一个孩子都在这里接受了不间断

的艺术熏陶。此外，大剧院还让艺术家和专业院校的老师

承担了这些小学的艺术课程。经过半年的实践摸索，大剧

院音乐附小的打造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如何将已有的成

果总结经验，形成可以推广的体制机制，也被大剧院提上了日程。

在国外，艺术教育在学校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美、英等

国，艺术教育课程从小学一年级持续到高中三年级；在俄罗斯，孩子

们在普通学校里接受常规教育的同时，还可在艺术学校自由选择感

兴趣的艺术门类学习；而在委内瑞拉，面向全民的社会音乐教育项

目“音乐救助体系”，正在用音乐挽救着无数来自贫民窟的儿童。“当

前我国还没有面向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教材。下一步，我们将对教学

内容进行梳理、总结，整合规范相关教材，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科学

的教材。此外，还要继续打通艺术学科和文化学科，争取通过艺术课

对文化课有所促进，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国家大剧院相关负责人

说道。

让艺术成果渗透到学生社团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也成为下一

步的着力点。未来，大剧院将通过参与校园硬件设施建设、制作校园

广播、古典乐改造成校园铃声、寒暑假推出儿童开放日等，让孩子们

立体化、多渠道地接受高雅艺术熏陶。“我们的初衷在于通过高雅艺

术的滋养和滴灌，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能力，提升下一代

综合素养，促进下一代全面发展。”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表示，希望

通过国家大剧院的努力，让专业机构、学校、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让

艺术真正润物细无声地“滴灌”到孩子的心灵，“这并不意味着一定

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艺术家，而是要让他们拥有更完整、更有

质量的生命”。

2014年，是新中国成立 65周年。虽非“逢十”的“大庆”，

但舞剧创作却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纵览 2014 年的中国

舞剧创作，如果要概括众多作品的内在关联，我认为主要不

在于舞剧的叙述方式而在其表意取向，也即“救亡心志”和

“追梦情怀”。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救亡心志”视为“追梦情

怀”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呈现方式；因此我们也就可

以说，舞剧艺术在“中国梦”的形象体现中是大有用“舞”之地

的。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是“实现中国梦”的创作理念驱动促

成了舞剧创作的极大繁荣。

舞剧创作“救亡心志”的表意取向，主要体现为对“国家
公祭日”设定的民意所在。与某些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抗日神
剧”不同，我们的舞剧创作以浓重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精神，
“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为着表达“救亡心志”，江苏省无锡歌剧舞剧院创演了大

型舞剧《金陵十三钗》（总编导门文元、刘仲宝），努力构筑捍

卫正义的国家记忆；广东歌舞剧院创演了大型舞剧《沙湾往

事》（总编导周莉亚、韩真），用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倾注民族

气节；辽宁歌舞团创演了大型舞剧《梅兰芳》（总编导杨威），

用“蓄须明志”重点刻画“一个人的抗战”。这几部舞剧表现

的都是普通文化人乃至普通平民的“救亡心志”，表现对强敌

入侵的殊死反抗。《金陵十三钗》虽依托严歌苓的文学原著，

但发挥了舞蹈本体的效应，营造出强烈的视觉震撼。舞剧的

四幕戏定名为“冻雨金陵”、“烈焰雄魂”、“凄美金钗”和“血肉

长城”。在内容的叙述上，一是将舞蹈本体与视频播放天衣无

缝地融合；二是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来强化视觉冲击力；三是

十分注意故事线索的“埋伏”和“照应”；四是每一幕戏都有

“点睛”细节凸显为亮点。《沙湾往事》表现的是“广东音乐”创

作世家的离合悲欢。情节推进中舞剧人物的情爱纠结面对日

寇入侵的暴行而转换，个人情感的焦虑让位于民族危亡的忧

患。舞剧视民族音乐为民生“大义”，巧妙地将广东音乐《雨打

芭蕉》和《赛龙夺锦》外化为“听雨舞”和“赛舟舞”——两段舞

既是风情渲染又是心志比拟，既是柔美、壮美互映又是和谐、

冲突比照。《梅兰芳》用舞蹈重塑戏曲大师形象，精彩之处一

是以“天女散花”来象征梅先生艺术境界的登峰造极；二是以

“独旗黑靠”来象征闯进家园的倭寇，倭寇的头领“黑”更是与

“梅”构织了阴暗与高洁的较量；三是在“散花”、“黑靠”等群

舞中，“舞蹈织体”的巧思妙想充当了“象征”的载体，幻化出

性情的风采。

对于“救亡心志”的舞剧表现，除前述“惨遭杀戮的死难
同胞”（包括“以死相拒”）外，还有缅怀“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和民族英雄”。这事实上还包括20世纪初期寻求救国、新民
道路的仁人志士。

着眼于这一视点的舞剧表现，有北京舞蹈学院创演的大

型舞剧《秋瑾》（总编导吴蓓），着力表现鉴湖“女侠”的自由精

神；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演的大型舞剧《恰同学少年》（总编导

吴庆东），抒发风华正茂的书生意气；辽宁芭蕾舞团创演的

《乌斯浑河的回声》（总编导王勇、陈惠芬），再度张扬起“八女

投江”的壮举。《秋瑾》的命名还有个长长的前缀，叫做“那个

秋天里的女人”；该剧的三幕戏分别是“秋雨——冲出樊笼”、

“秋赋——渡海寻梦”、“秋风——巾帼倩魂”。三幕戏的构成

可看出舞剧情节的“跳跃性”，看到编导着意淡写秋瑾与徐锡

麟（精神导师）、与王廷钧（丈夫）的关系，而浓墨重彩于秋瑾

的“精神自由”。《恰同学少年》从同名电视剧获得强大的结构

和人物支撑。该剧之所以能比较成功地塑造“毛泽东”的舞

剧形象，首先在于它塑造的是青年毛泽东——是“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润之。舞剧中青春、炽热、

激扬、勃发的舞蹈语汇更擅长表现风华正茂的书生意气。《乌

斯浑河的回声》由上、下两个半场分为两幕，一幕名为《密营》

而二幕名为《西征》，每一幕又由三个板块构成：一幕的三个

板块分别是《春漾》《桦书》和《激战》，二幕的三个板块则分别

是《离歌》《荒泽》和《霜雪》。这部颂扬一个英雄群体的舞剧，

通过个体的情感细节抒发和生活路径叙述，显得具体而生

动、殊途而同归——八位女战士向激荡的乌斯浑河坚毅地蹚

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归结为“救亡心志”表现的舞剧中，
也有“追梦情怀”的表现。不过，舞剧表现“追梦情怀”，似乎有
着更广阔的视域——既有思古之幽情，又有颂今之崇尚；既
有开拓之精神，又有家园之缱绻……

“追梦”是中华民族自古而有的“情怀”，福建省歌舞剧院

创演的大型舞剧《丝海梦寻》（总编导邢时苗），宣叙着一份需

要传扬光大的担当；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创演的大型舞剧

《茶马古道的铃声》（总编导李进），倾诉着顶礼皈依的马帮道

义；浙江省杭州歌剧舞剧院创演的“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

（总编导崔巍），张扬起生态文明的时代呼唤。《丝海梦寻》以

“舟师如虹”拉开序幕，五场戏分别是“受命远航”、“魂归大

洋”、“月夜盼归”、“情满刺桐港”和“逐浪丝海”。舞剧从年轻

水手长小海的追忆落笔，这种倒叙风格，不仅强化了中华民

族不拒绝海洋召唤的担当意识，而且也为舞剧表现的“自由

时空”留出了充裕的“用舞之地”。《茶马古道的铃声》由上、下

两大篇章构成，分别是“铃响定情”和“铃恸争鸣”；裹挟着两

大篇章的，是序幕“铃命天授”、幕间“铃致生恨”和尾声“铃脉

永传”。这部用纳西族舞蹈语汇刻画纳西人勤劳、勇敢、朴实、

坚贞性格的舞剧，舞风剽悍、舞韵铿锵，顿踏有节、错落有致，

在真率的观赏性中投射出狂放的震撼力。《遇见大运河》的四

幕戏分别是“开凿”、“繁荣”、“遗忘”和“又见运河”。将演剧形

态称为“舞蹈剧场”，是因为有角色穿插串联，有舞者边说边

舞。当然，众多的舞段仍然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一幕的《生

命与泥土》《纤夫之舞》，二幕的《寸子》《五子登科》《绿伞》《团

扇》，三幕的《漠然》《淡忘》，四幕的《幻化》《生生不息》，显示

出该剧跳跃地用“舞段”讲述“运河”的特点。

“追梦情怀”的舞剧表现，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对某种历
史文化遗产的依恋与守望。这种依恋与守望并不像上一部分

讴歌历史中的“追梦”精神，它只是把历史中沉淀的“美好”以
及对传承这一“美好”的情怀视为当下的“追梦”。

正是基于对某种历史文化遗产的依恋与守望，天津歌舞

剧院创演了大型舞剧《泥人的事》（总编导邓林），借“泥人”这

一民俗工艺演述其工匠的悲剧人生；江苏省苏州市歌舞团创

作了大型舞剧《桃花坞》（总编导张云峰、赵小刚），焦点是“年

画”及其刻工的人生守望；河南省歌舞剧院创演了大型舞剧

《太极传奇》（总编导陈维亚），在阴阳相融中化解乱世情仇。

《泥人的事》演述的主要是“泥人齐”收为义徒的小五及其新

婚妻子秀儿生死离别的悲剧人生。舞剧编导在聚焦“泥人”的

同时，又拉扯上天津的“买办”——一面交代“买办丁”如何欲

将秀儿“纳妾”，一面交代小五如何不想入赘“泥人齐”，舞台

的场景始终在两家之间游移，形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叙述特色。《桃花坞》的叙述特色，在于刻工当下的情状与“年

画”昔日绚烂的往返穿越——穿越时是古人唐伯虎与沈九

娘，返回时是刻工阿桃与阿玲，最终是阿玲的坚守感动着阿

桃的回归。《太极传奇》讲述陈家沟“陈氏太极”掌门人陈云天

与武状元蒋龙飞之妹叠彩的生死之恋，讲述陈、蒋两大家族

如何经过恨与爱、生与死而彻底悟觉，化解情仇。

舞剧创作的“追梦情怀”，最能引起当下观众共鸣的，其
实还是那些从“现实”的金矿中开掘出的题材。虽然现实题材
的舞剧创作开掘不易、熔铸尤难，但真正有担当的舞蹈编导
还是能激流勇进、知难而上。

现实题材的追梦情怀，有山西省吕梁“山里娃”歌舞团创

演的歌舞剧《山里娃》（总编导穆青），显露出扑面而来的青春

飞扬；江苏省无锡歌舞剧院创演的大型舞剧《丹顶鹤》（总编导

赵青），让我们想起歌中“走过那片芦苇坡”的女孩；广东省深

圳市舞蹈家协会创演的大型舞剧《四月的海》（总导演李建

萍），使我们看到“浪花让大海不再寂寞”。《山里娃》讲述的是

一群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孩子，怀揣着艺术的梦想，走出大

山、融入城市、改变命运的故事。其中有支歌唱到“风吹雨打，

我还站着；低头流泪，抬头唱歌。心里有话，可就是不说；我的

好日子，还在奋斗着”。歌曲是其精神的写照。《丹顶鹤》由“鹤

之梦”、“鹤之缘”、“鹤之殇”和“鹤之悲”四幕构成，编导着力构

织人与鹤之间的某种“张力”。舞剧一方面直接而简洁地讲述

小娟为救鹤而献身的故事，一方面也精心考量视角对比、层次

递进和高潮蓄力，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四月的海》演述的是

“器官捐献”的故事，故事的真谛在于鼓荡社会的“爱心传递”。

舞剧用浪花、大海来象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浪花消失

了，大海会守候寂寞；大海平息了，浪花便无处漂泊……”

2014年，还有些舞剧借古喻今、或者说是以今释古——

以今人的眼光重新阐释“古典”，这类舞剧主要有北京舞蹈学

院由肖苏华编导的《爱情好像回来过——后白蛇传》、浙江省

歌舞剧院由苏时进编导的《王羲之》、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由张

玉照编导的《奔月》和山西省长治歌舞团由杨威编导的《女

娲》。这几部舞剧或许也体现出编导的某种“追梦情怀”，但属

于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之类。

日前，“中国梦·绿色文化产业工程”启动仪

式在京举行。启动仪式上，该工程旗下的综合期

刊《中华姐妹》杂志首期刊物也正式与读者见面。

《中华姐妹》杂志为大型综合双月刊，定位为

面向全球女性的专业杂志，致力于促进全球女

性、特别是华人女性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女性

文学、艺术事业进步，关注女性健康、心理以及职

业发展，为女性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支持。

据了解，从2015年起，《中华姐妹》杂志社与

“中华姐妹网”将每年在海外举行两次大型女性

公益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多样的载体和丰富的活

动，促进各国女性间的了解与互信，发挥女性文

化交流交往的独特作用。

“中国梦·绿色文化产业工程”发起人、中华姐

妹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郗娟表示，发展现代女性

文化事业和绿色文化产业，以先进的文化育化人

的灵魂，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中国梦·绿色文化产业工程”的重要

愿景。

据悉，该工程还包括打造舞台剧《抗倭英雄

戚继光》、出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儿歌集、

建立大唐樱花园与野三坡樱花园等绿色产业基

地项目。

（张 婷）

由中国摄协和 nubia智能手机共同主办，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资助的“nubia智能手机杯”第

二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首展开幕式暨作品集首

发式日前在京举行。137位入选作者、145件入选

作品、1220 余幅图片集中呈现出当代青年摄影

人的多元创新和出众才华。“nubia智能手机青年

摄影师成长计划”同步启动。

相比首届，本届大展的作品画面生动、影像

感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各有特色，观念、内

容、风格、流派各不相同，凸显了青年摄影人锐意

进取、多元创新的特点。此外，本届大展还有很多

创新之处：首次设立导师制，首次设立手机摄影

单元和多媒体类别，同时，本届10名最具潜力新

人将在各自导师指导下分别完成一个拍摄项目，

并在下一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中特邀展出。这些

创新既适应了新媒体环境下摄影的发展变化，也

更契合青年人思维活跃、个性独立的特点，充分

尊重他们，给予他们更好地提高创作水平和更多

展示的机会。

第二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于 2014年 6月正

式启动征稿，共收到11243件来稿，计41053幅

图片、165 件多媒体作品。大展致力于发掘、

培养、推介我国优秀青年摄影人，以期为中国

摄影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据介

绍，北京首展之后，第二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将

进行全国巡展。 （徐 健）

第二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在京开展

2月3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

艺评论中心特约评论员聘任仪式及座谈会在中

国文艺家之家召开。刘玉琴、彭程、白建春、田水

泉、李雪慧、祁述裕、王镛、解玺璋、周星、周海宏、

张先、谢柏梁、方宁、陈阳波、唐凌、戴清、慕羽、吕

益都18位来自音乐、戏剧、舞蹈、美术、影视等各

艺术门类及社会各界文艺评论专家学者获聘首

批特约评论员。据悉，本届将在全国聘请50余位

特约评论员，聘期两年。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结合自身实际工作展开

讨论，指出文艺评论应侧重专业性、学理性评论，

针对当下具体作品具体问题，迅速发声，致力于

建构当代中国批评话语体系，同时也要注意利

用新媒体，线上线下多路径发力，提高文艺评

论正能量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探讨特约评论员

在文艺评论工作中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加

强特约评论员队伍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一项重要

举措，对凝聚文艺评论人才，提高文艺评论工

作的组织化程度，壮大主流文艺评论的声音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晶晶）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聘任首批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