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年 1 月 ，北 京

国家大剧院都会从世

界各地的芭蕾名团广

邀顶级芭蕾明星同台

献艺。2011 年也不例

外。1 月 8 日至 9 日，

“第三届国际芭蕾明

星荟萃”将如期而至。

“ 第三届国际芭

蕾明星荟萃”依然可

以称得上是芭蕾界的

“顶级峰会”。来自美

国芭蕾舞剧院、英国

皇家芭蕾舞团、法国

巴 黎 歌 剧 院 芭 蕾 舞

团、德国柏林芭蕾舞

团、加拿大芭蕾舞团、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的 12

位明星舞者将齐集一

堂，带来一场令人眼

花缭乱的足尖盛宴。

这其中，既有北京观

众的老朋友，也有首

次到访的新面孔。来

自美国芭蕾舞剧院的

首席明星安吉尔·科

雷亚，2009 年曾在国

家大剧院惊艳全场。

当时，具有西班牙血

统 的 安 吉 尔 挑 梁 的

《堂吉诃德》，成为了

美国芭蕾舞剧院访华

演出中最为光芒四射

的一幕。此次安吉尔

带来的独舞作品《舞

我精彩》是专门为他

度身打造的具有爵士

风格的舞作，短小精

悍 却 引 人 入 胜 。 另

一个同样由他主演的作品《索莱

亚》，由西班牙弗拉明戈大师玛利

亚·佩姬将弗拉明戈与古典芭蕾

巧妙融合，创作了这部独一无二

的风格之作。

除安吉尔·科雷亚之外，英国

皇家芭蕾舞团的大明星阿莉娜·
约卡鲁也是一大亮点。英国皇家

芭 蕾 舞 团 2008 年 在

国 家 大 剧 院 的 演 出

几 乎 带 来 了 全 团 所

有的首席舞者，唯独

阿莉娜·约卡鲁因脚

伤缺席。此次的“芭

蕾 明 星 荟 萃”中，阿

莉 娜 特 别 挑 选 了 古

典与现代两部作品，

芭 蕾 舞 剧《葛 蓓 莉

亚》中的双人舞选段

和 由 英 国 芭 蕾 学 派

的 重 要 奠 基 人 阿 什

顿 根 据 拉 赫 玛 尼 诺

夫 的 音 乐 编 排 的 现

代作品《狂想曲》。

另外，柏林芭蕾

舞 团 的 首 席 明 星 波

丽娜·塞姆诺娃将进

行 她 的 中 国 首 秀 。

这 位 明 星 虽 然 没 有

来过中国，但是她通

过 网 络 在 中 国 积 累

的 人 气 却 不 可 小

觑。她的一段《唯美

芭蕾》的 MV 在土豆

网上被疯狂转载，她

的 一 则 广 告 在 一 天

之 内 创 造 了 过 万 的

惊人点击量，而她的

个 人 博 客 更 在 全 世

界拥有超过 4 万人的

“粉丝”。此次，波丽

娜 将 和 哥 哥 德 米 特

里·塞姆诺夫共同上

演《海 盗》和《晴 雪》

两部作品。

在本届“芭蕾明

星荟 萃 ”中 ，国 家 大

剧院还特别邀请中央芭蕾舞团

的庞大阵容上 演 独 幕 芭 蕾 舞 剧

《练 习 曲》，这 部 由 丹 麦 皇 家 芭

蕾 舞 团 首 演 的 作 品 以 舞 姿 优

美 、艺 术 性 强 、技 术 难 度 高 著

称，自 上演至今的 50 多年来，被

世界各大名团争相上演并列为

保留剧目。

杨丽萍：原生态舞蹈不是原始的
本报记者 张 婷

尤泓斐的高雅艺术普及之旅
本报记者 刘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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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戏剧进校园活动启动

据记者所知，国内很多人都

喜欢舞蹈家杨丽萍，而且这种喜

欢与喜不喜欢舞蹈无关，只要看

过她的舞蹈《雀之灵》、原生态歌

舞《云南映象》的人，都会瞬间爱

上这个在舞台上时如精灵、时如

妖魅的女人。

令记者惊叹的是，台下的杨

丽萍依然魅力不减。坐在对面的

她年轻、漂亮、高贵且与众不同。

细嫩的皮肤让人很难相信她已年

过五十；从头到脚，色彩鲜丽、造

型 新 颖 的 民 族 服 饰 让 她 格 外 醒

目；她的眼神里居然同时拥有自

信、霸气与娇柔、妩媚几种完全不

同的气质；修长的指甲更是她独

一无二的标志。

从跨过大象粪到攀踩树根

可能是因为出生于云南白族的

小村庄，杨丽萍浑身散发着一种大

自然的味道。她说，村子里的人都

喜欢跳舞，婚丧嫁娶、种收庄稼、祭

祀神灵等无不跳舞，她自然也从小

跟着祖辈、父母一起跳。她喜欢观

察大自然，看云朵如何变化、孔雀怎

么开屏、蜻蜓怎么点水……天资聪

慧的她把这些看来的美放进自己的

舞蹈中，很快就成了全村舞跳得

最好的姑娘。

13 岁那年，杨丽萍被云南西

双 版 纳 州 歌 舞 团 看 中 并 招 收 入

团。入团后，她开始了游走于云

南这片土地上长达 7 年的访演生

活。每次巡村访演，演员们都是

自己背行囊，徒步行进。而村庄

之 间 没 有 路 ，几 乎 都 是 原 始 森

林。演员们经常得跨过冒着热气

的大象粪便，躲过乱窜的蛇、吸血

的旱蚂蝗前行……每次访演的时

间至少长达 3 个月，演员们跟村民

们同吃同住，白天帮村民收庄稼，

晚 上 演 出 。 这 个 村 子 待 一 段 时

间，就接着去下一个村子演。这

样，她走访了许多村落，见识了许

多民族，学习了多种舞蹈。

这种“送戏上门”的经历对杨丽

萍来说是宝贵的，也为她后来的艺

术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杨丽萍

看过各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后很感

动，她认为，作为舞蹈者的自己不应

局限在只跳白族的舞蹈，而应是集

各民族舞蹈的大成者。杨丽萍留一

头长长秀发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

漂亮，而是看了佤族人的舞蹈后受

的启发。佤族人把太阳奉为神灵，

也崇拜由太阳照射产生的火。他们

无论男女，头发都是披散着，从来不

剪，跳舞时用甩动长长头发的方式

来表现火，以此表达对太阳神的崇

敬。因此杨丽萍身上有了佤族人这

一标志性的舞蹈动作元素。她看到

傣族前辈毛相、“孔雀公主”刀美兰

所跳的孔雀舞太美了，所以，她选择

了傣族舞蹈作为自己舞蹈的主要表

现方式。她吸取了两人不同风格的

孔雀舞的特点及其他民族的舞蹈

元素，同时加入自己的感悟，创造

了独树一帜的“杨氏”孔雀舞。

1980 年，杨丽萍进入中央民

族歌舞团，之后很快以“孔雀舞”

闻名。可是，在这期间，杨丽萍觉

得这里古板的芭蕾式训练并不适

合自己。所以，她毅然离开了中

央民族歌舞团，回到云南继续钻

研民族舞蹈。于是，她又开始了

走 村 串 寨 与 村 民 同 吃 同 住 的 生

活。但与原先访演的经历不同，

这次是为了舞蹈调研。杨丽萍的

弟子虾嘎就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哈 尼 族 的 虾 嘎 所 住 的 村 子 没 有

路，因为哈尼族是居住在深山半

山腰的，通往村庄的唯一道路就

是一团团的大树根，人只能攀踩

着树根到达村落，用杨丽萍的话

说：“活像电影《阿凡达》的场景，

树根就是梯子，十分有趣。”

连母亲也不愿穿民族服装了

各民族生活中的舞蹈，是杨

丽萍舞蹈创作的灵感来源。如南

涧彝族人会“跳菜”，这是那一带

的彝族举行婚礼、丧事等活动之

时 必 不 可 少 的 习 俗 。 每 一 种 活

动 所 唱 的 曲 调 各 不 相 同 。 村 里

的 人 生 病 了，要 给 他 驱 魔，全 村

人 围 着 他 跳 舞；妇 女 生 孩 子，生

不 下 来，全 村 人 为 给 她 使 劲，也

要 围 着 跳 舞 …… 杨 丽 萍 把 这 些

舞蹈经过自己的少许改编，统统

运 用 到 了 大 型 舞 蹈《云 南 映 象》

中 。 还 有 某 个 村 子 里 有 一位 70

岁的老太太会打一套古鼓，从“盘

古开天地”打起，这样打是“婴儿

睁开眼”，那样打就是别的名字，

总之有十几套打法，很讲究……

这 些 神 奇 的 美 让 杨 丽 萍 目 不

暇接。

杨丽萍认为，原生态的含义

不是指原始的，而是原本的。这

些原生态艺术记录并体现了少数

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态度和生命

状态。可惜目前这些原生态艺术

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甚至是非

常糟糕的。杨丽萍告诉记者，村

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

族的古老艺术，也不愿意穿民族

服装了。例如，就连她的母亲也

不穿民族服装了。当她吃惊地问

母亲为什么时，母亲回答说是想

学 城 里 人 。 杨 丽 萍 所 创 排 的 原

生 态 歌 舞 集《云 南 的 响 声》中 所

用 到 的 被 誉 为“ 文 物 级”的 几 面

巨 鼓，是 从 云 南 边 境、没 有 受 城

市 文 化 影 响 的 德 昂 族 村 子 里 收

集来的，因为其他村庄早就把这

些“ 没 用 的 玩 意”烧 掉 了 。 古 老

的舞蹈在村寨中所剩无几，就连

泸 沽 湖 那 里 的 舞 蹈 也 是 为 了 带

动 当 地 的 旅 游 业 才 幸 存 下 来 。

还有某个会唱“海菜腔”的村庄，

村 民 们 认 为 那 些 宝 贵 的“ 调 调”

太土了。但是，当《云南映象》把

“海菜腔”介绍给广大观众后，这

个村子很快出名了。当中央电视

台青歌赛中也出现“海菜腔”时，

村民们又开始唱了……就是以这

样的方式，一些古老的民族歌舞

才得以传承下来。

跳舞就像种庄稼

当记者担心现在也带舞蹈团

的杨丽萍会不会为了平衡艺术与

市场的关系，也在舞蹈中加一些

迎合现代城市观众欣赏口味的元

素 时，杨 丽 萍 的 回 答 是：肯 定 不

会 。 她 觉 得 自 己 跳 舞 跟 种 庄 稼

一样，种的过程就是挖地、插秧、

收割，然后卖出去就能吃饱。这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她的舞蹈也

是 如 此 。 因 此 ，根 本 不 用 担 心

市场。

杨丽萍认为，一个热爱并十

分熟悉民族舞 蹈 的 舞 者 才 能 将

民 族 舞 蹈 事 业 很 好 地 进 行 下

去。只要拥有这份热爱、这份熟

知，就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舞蹈

作品。这 些 新 创 作 的 民 族 舞 蹈

作品也会具有流行性，就像通俗

歌曲一样流行，不一定只能存在

于村庄中。因为，在人类文明不

断 发 展 的 今 天，还 让 村 民“ 刀 耕

火种”的生活显然不现实。只要

保留住民族舞蹈最根本的东西，

接着创新，也许 50 年 后，甚 至 更

长的时间，民族舞蹈还会活跃在

人们的生活中，这才是它最理想

的未来。

2010 年 12 月 26 日，中央歌剧

院女高音歌唱家尤泓斐“2010 北

大艺术之旅总结恳谈会”在北京

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将“2010 年北大艺术之旅”的

总结会取名为恳谈会，尤泓斐用

了心思。首先，恳谈会不同于一

般的发布会，没有死板的会议流

程，想说话举手就行。再者，恳谈

会也不同于研讨会，来的专家远

不如网友、听众多，也不用一本正

经手拿发言稿，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但就是这个小小的恳谈会，

却讲出了不少大命题。

门前出现了黄牛党

作为一名歌剧演员，尤泓斐

是出色的，她曾是《茶花女》中的

薇奥列塔、《吟游诗人》里的莱奥

诺拉，她也是杜十娘、喜儿和林徽

因。她完成了中国歌剧界中“不

可能的任务”。“在歌剧界，既能演

唱西方歌剧，又能演唱中国原创

歌剧，是非常难的事情，但尤泓斐

做到了，这在中国歌剧史上写下

了重重的一笔。”中央歌剧院歌剧

团团长钟明达这样说。

起源于欧洲宫廷的歌剧，有

着先天的高贵血统，一直以来都

被称做小众艺术。“这么美妙的艺

术，观众只局限在一个窄窄的圈

子里，太可惜了。”2010 年，一直热

衷于高雅艺术推广和普及的尤泓

斐选中了北京大学。

“2010 北大艺术之旅”共有两

场 艺 术 讲 座 和 中 国 声 乐 作 品 专

场、外国声乐作品专场、中国经典

歌剧片段专场和“多彩的尤泓斐”

4 场音乐会。音乐会的曲目都有

着鲜明的代表性，艺术歌曲《教我

如 何 不 想 他》、白 居 易 词《花 非

花》、新疆民歌《玛依拉》、歌剧《费

加罗婚礼》的咏叹调《求爱神给我

安慰》、歌剧《白毛女》的唱段《十

里风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

同名主题曲等等。

作为这 4 场音乐会的艺术指

导、尤泓斐的恩师峦峰对爱徒将

高雅艺术送进校园的努力赞赏有

加。“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尤泓

斐的刻苦努力和进步，说歌唱是

她的第一生命一点都不为过。在

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她

仍能保持平静的心态，从容淡定

地去打磨自己的歌唱技术、提高

自己的艺术修养、升华自己的审

美品位实属不易。从今年她的一

系列歌剧、音乐会的演出中，我可

以听出她现在的演唱，音乐已是

第一位的了，这是多么大的声乐

观念的革命啊！”

虽然是带着优秀的艺术来，

但究竟会有多少人接受，事先谁

都无法预测。尤泓斐的这次旅程

是成功的，不仅 4 场音乐会场场爆

满，还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

堂门前破天荒地出现了黄牛党，

高价出售音乐会的演出票。

票房的得意不仅增加了尤泓

斐的信心，也让她对高雅艺术普

及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

高雅艺术，大家不是不想看，只是

了解的机会太少了。之后，由尤

泓斐创办的“阳光爱乐”网站正式

上线。尤泓斐说，取名“阳光”就

是借以“播撒”之意，希望自己的

歌剧普及工作能像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高雅音乐可以普及到社区

“阳光爱乐”网站不仅是丰富

的高雅艺术知识的集散地，更是

众多网友为高雅艺术普及群策群

力的阵地。恳谈会上，从网络走

进现实的网友们面对面，继续出

谋划策。

网友孙白认为，可以用大家

熟悉的媒介拉近与普通人与高雅

音乐的距离。“现在很多流行歌手

也经常演唱由世界名曲改编的旋

律，比如 SHE 的《不想长大》是根

据 莫 扎 特《第 四 十 交 响 曲》改 编

的、《波斯猫》根据柯特尔比《波斯

市场》改编。而这些由流行音乐

再现古典音乐旋律的形式非常容

易被听众接受。这是一种普及的

做法，但是必须在改编的流行歌

曲 后 面 注 明 原 曲 的 名 字 以 及 作

者，否 则 意 义 就 体 现 不 出 来 了。

高雅艺术的普及必须从小做起，

现在家长都在让孩子学奥数，但

以后真正能成为数学家的少之又

少，如果让孩子学学五线谱、唱唱

哆来咪，他会有个快乐的童年。”

网友默默是位会计，她说听

尤泓斐的演唱让她在烦躁的工作

中感受到平静，她觉得音乐是没

有等级的，应该普及到社区。但

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另一位网友的

质疑：“没有钢琴、没有乐队、没有

音乐厅的声响效果、没有演出的

布景，音乐如何普及到社区？歌

剧应该保持自己的气质。”尤泓斐

说，她可以到社区唱观众想听的

歌曲，“在音乐厅我可以唱歌剧，

在社区我可以唱《我爱你，塞北的

雪》，观众认识你了、喜欢你了，你

的其他艺术一定会掀起波澜，这

就 是 我 说 的‘ 曲 线 救 国’。 这 些

年，我之所以会尝试跨界，我唱西

洋歌剧，唱中国歌剧，唱蓝调，甚

至是在电影《立春》里为蒋雯丽配

唱，都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所喜欢

的艺术形式认识我，我再带他们

认识歌剧。”

旅居意大利多年的峦峰也对

现在国内的歌剧演出、剧院观演

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十几年

前，我们国家几乎每年只能排演

一两部歌剧，而且很多都是将外

国歌剧翻译成中文来唱，其实这

是 不 科 学 的，怎 么 唱 都 是‘ 两 张

皮’。如今我们每年排演的歌剧

不 下 几 十 部 ，这 的 确 是 一 大 进

步。但是现在歌剧演出有个不好

的现象，即使是中文演唱的歌剧，

也要打字幕。这可能是两个原因

造成的，演员技术不精湛、歌词创

作不精准。再有，我们在普及高

雅音乐知识的时候，也应该普及

观演知识。现在国内的演出中，

经常有手机乱响，观众随意走动，

甚至是小孩哭闹的情景，这是非

常影响演员情绪的。”

捧着 2010 年沉甸甸的收获，

2011 年尤泓斐的“艺术之旅”又有

了新的站台。“2010 年，我让更多

的 人 入 了 高 雅 艺 术 的 门 。 2011

年，除了例行 的 音 乐 会 ，我 还 会

演出歌剧《茶花女》和《白毛女》，

这 两 部 作 品 各 是 东 西 方 歌 剧 的

经 典 代 表 。 我 要 带 大家真正走

进歌剧。”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四川省戏剧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

启动仪式后，四川省川剧院

为四川师 范 大 学 千 余 名 师 生 演

出了川剧《巴山秀才》，受到广大

师生的热烈欢迎。荣获全国“五

个 一 工 程 ”优 秀 剧 目 奖 的 川 剧

《巴 山 秀 才》，自 2005 年 以 来 已

先后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广

受好评。

2010 年 12 月 29 日，川剧《巴

山秀才》剧组主创人员还在四川

师范大学举行了“戏剧进校园”专

题座谈。 （川 原）

以“孔雀舞”闻名的杨丽萍，被誉为继毛相、刀美兰之后的“中国第二代孔雀王”。至今，她的孔雀舞仍是舞蹈界里

孔雀舞最流行的跳法。近日，杨丽萍出席了“心动——肖全镜头下的杨丽萍”摄影作品展。据了解，1 月 14 日至 17 日，

她将重返北京保利剧院演出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为艺术，杨丽萍始终忙碌着。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29 日，

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张胜友带队赴福建永定革命老

区，为那里的 25 所中小学捐建“金

叶育才图书室”。至此，“金叶育

才图书室”已覆盖永定县所有中

小学校。

此次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烟

草总公司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来

到 永 定 ，为 这 里 的 孩 子 捐 赠

49855 册图书、218 套书架，总价值

136.1 万元。

永定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央苏区21个组成

县之一，早在 1926

年就建立了福建省

第 一 个 农 村 党 支

部。1928年举行了

震撼八闽的“永定

暴动”，创建了福建

第一支红军部队，

被誉为“红旗不倒

之乡”。 （嘉 纳）

波丽娜将和哥哥德米特里共同上演《海盗》

肖全 摄
本报讯 2010 年 12 月 22 日，

中球 冠 集 团 向 傣 族 舞 剧《金 孔

雀 —— 楠蝶蒂娜》资助仪式在北

京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大厦举

行。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中

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廖奔，

中国舞协顾问、舞蹈家刀美兰，中

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冯双白，中球冠集团文化总顾问

郭晓瑜等出席捐赠仪式。

《金孔雀——楠蝶蒂娜》是一

部以新中国第一代傣族舞蹈家刀

美兰的动人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傣

族舞剧。该舞剧由中国文联重点

扶持，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基金专项

资助。此次中球冠集团为支持中国

民族舞蹈事业发展，向该项目资助

200万元。

据悉，舞 剧《金 孔 雀 —— 楠

蝶 蒂 娜》将 由 刀 美 兰 任 艺 术 顾

问，冯双白任艺术总监，中央直属

艺术院团参演，并将于 2011 年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前作献礼

演出。 （郭 军）

“金孔雀”获200万元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