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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人鱼》：中芭的“世界首演”
施 伟

艺术·院团 艺术·资讯

一部芭蕾舞剧的引进，跨越两个世

纪：从1999 年的邂逅到2008年的酝酿，从

2010年的构想到2012年的排演，历时十三

载，接洽近 5 年，前期准备整 2 年，排练横

跨春、夏、秋三季，可谓历久弥新。这就

是中央芭蕾舞团携手世界 著 名 编 导 约

翰·诺伊梅尔排演的芭蕾舞剧《小美人鱼》。

9 月 17 日，这部中芭近 3 年来投入最

高、排练最长、难度最大的芭蕾舞剧终于

进入了首演倒计时，第一次带装联排拉开

帷幕。让无数中芭粉丝翘首以盼的“小美

人鱼”远涉重洋，渐渐浮出中国水面。

“它完全超出了我预想的水平”

作为一部成熟的引进剧目，《小美

人 鱼》拥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 。 作 为

当今国际芭蕾舞坛乃至国际文化艺术

界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堡芭蕾舞团艺术

总监，约翰·诺伊梅尔先后 5 次来到北

京，亲自挑选演员、指导排练、监制舞

美和审定服装。他每天超过 18 小时超

负 荷 工 作，用 认 真 严 谨 的 态 度 追 求 每

一个细节的完美。为了准确高效地将

舞 剧 从 排 练 厅 搬 到 剧 场 舞 台，中 央 芭

蕾舞团甚至在 8 月中旬已经将舞台布

景 制 作 完 成 并 在 天 桥 剧 场 装 台 演 练。

全 体 演 员 更 是 在 约 翰·诺 伊 梅 尔 的 指

导下进行剧场彩排。这也开创了中芭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出 现 新 排 演 剧 目“ 两 次

剧场合成彩排”的先河。

淋漓的汗水、宏大的舞美、精致的服

装无不让约翰·诺伊梅尔为之感动，“中

央芭蕾舞团全体演职人员的职业素养让

我感到震惊。我始终认为，与新的剧团

包括新的演员合作是一次全新的冒险。

如果说冒险是一次旅程，那么与中央芭

蕾舞团合作排演《小美人鱼》，我可以只

顾享受沿途的秀丽风景。中芭演员的艺

术表现力是无与伦比的。”

9 月 24 日，《小美人鱼》将在北京天

桥剧场首演，可以称之为中国首演。但

约翰·诺伊梅尔真诚地说：“中芭的《小美

人鱼》是独一无二的演出，它完全超出了

我所预想的水平。这不仅仅是引进复制

我的作品，而是我和中国演员的全新创

作。我认为绝对可以称之为属于中芭的

‘世界首演’。”

爱情是最重要的灵感和源泉

很多人认为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

儿》是一部悲剧童话。但约翰·诺伊梅

尔在芭蕾舞剧《小美人鱼》的创作中却

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他用“诗人”

的 形 象 贯 穿 全 剧，选 取“第一人称”的

手法铺陈直叙。“诗人”描绘了小美人鱼

爱上王子却属于一厢 情 愿 的 无 奈 ，又

用 为 爱 情 献 身 的 灵 魂 激 荡 去 祝 福 心

爱 的 人 。 有 痛 苦 也 有 别 离，有 伟 大 也

有坚守，直教人生死相许，却不论情为

何物。芭蕾舞剧《小美人鱼》并非悲剧：

两情相悦的王子和公主幸福，尝试爱情

的小美人鱼追寻幸福，诗人和小美人鱼

本是一体，谁能说追求爱情不是完美的

结局？

哲学的思考给《小美人鱼》注入了

深厚的底蕴，恰好与中芭演员宁静、安

详的艺术气质完美结合。整部舞剧浑

然一体，有戏剧芭蕾的一波三折，有交

响 芭 蕾 的 抑 扬 顿 挫，有 古 典 芭 蕾 的 婉

约，有中国芭蕾的魂魄。中央芭蕾舞团

团长冯英说：“在童话世界里，安徒生笔

下的美人鱼耳熟能详，然而当观赏芭蕾

舞剧《小美人鱼》时，极富想象力的新颖

舞美效果和充满时代感的场景人物伴

之强烈的音乐触感，给人带来的是超乎

想象的视觉冲击和凄美动人的意境回

味。”芭蕾是活着的艺术，爱情则代表着

人类的灵感。

“之最”背后的低调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低调”似

乎 早 已 融 入 了 中 央 芭 蕾 舞 团 的 血 液。

芭蕾舞剧《小美人鱼》的排演过程，其实

早已在近些年的中国芭蕾界创造了很

多“ 之 最 ”。 投 入 相 对 最 高 —— 超 过

1800 万元人民币的制作费用，堪称“大

戏”。排练最长——从 5 月至 9 月，近半

年的排练周期，也刷新了近年来芭蕾舞

剧排练档期的纪录。难度最大——整

部舞剧的音乐节奏很快，对于芭蕾演员

的戏剧表演要求极为苛刻。饰演“小美

人鱼”的中芭首席主演朱妍在舞台上几

乎 没 有 时 间 喘 息，每 一 个 动 作 的 连 接

处，都夹杂着对于角色展现的表情。“舞

中有戏”成为了《小美人鱼》的最大亮点

和难点。约翰·诺伊梅尔在写给冯英的

信中说：“我们一个舞步一个舞步，一套

服装一套服装，一束灯光一束灯光，一

直努力走到了今天，使得这部作品在中

国拥有了新的生命。”

本报讯 （记者张婷）中秋佳节来

临之际，在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孙毅

的带领下，中央民族乐团党员一行 50

余人于 9 月 12 日赴首都国际机场北京

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开展了以“中秋

佳节走边检，慰问干警到国门”为主题

的党日活动。

中央民族乐团一行到达首都国际

机场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后，得到

了边检总站总站长陈斌，副总站长聂建

世、毛旭、董振一等的热情接待。

来到总站勤务基地礼堂时，这里张

灯结彩、歌声嘹亮，500 余名民警、工人

及家属已坐在礼堂内，笑脸盈盈地期盼

着演出的开始。

在总站、乐团双方领导的致辞后，

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正式拉开演出序

幕。琵琶、古筝二重奏《春江花月夜》

演绎出了优雅、静谧的美景。笛曲《扬

鞭催马运粮忙》获得了叫好声。孙毅

动情地演唱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在那遥远的地方》时，场下掌

声雷动，演出达到高潮。随后，笙独奏

《西班牙斗牛舞》、唢呐独奏《欢庆》、琵

琶独奏《新编十面埋伏》、二胡齐奏《赛

马》等器乐演奏，《敖包相会》、《我是中

国人》、《套马杆》、《少林、少林》、《军营

里飞来一只百灵》等歌曲演唱均受到

全场热烈欢迎。

此外，边检总站空降乐队特地演

唱 了 新 戏 曲 联 唱《粉 墨 登 场》、《唱 脸

谱》，增强了慰问演出的互动性。乐团

演员与干警合作的男女二重唱《二十

年后再相会》更是引发了全场大合唱

的精彩场面。

陈斌表示，此次演出既丰富又精

彩，干 警 们 十 分 喜 欢 。 他 说，边 检 干

警 平 日 的 工 作 比 较 枯 燥、辛 苦，文 化

生活相对单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 当 下，边 检 总 站 也 要 努 力 营 造、树

立、发 展 警 营 文 化，以 多 元 的 文 化 氛

围 凝 聚、增 强 战 斗 力 。 同 时，还 要 努

力为干警们创造走进正规音乐厅看演

出的机会。希望中央民族乐团能与总

站长期友好合作。

孙毅坦言，要办好党日活动，就要

脱离原来念报纸、开大会的套路，让活

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吸引青年人积

极参加。这是他进入乐团以来一直思考

的问题。为此，他进行过多次探索与尝试，

效果颇佳。“这一次，中央民族乐团的中

秋佳节走边检慰问活动，这个‘走’并不

是‘走马观花’的‘走’，而是‘走转改’的

‘走’，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要把

这些工作落到实处，实践活动必不可

少。在此次活动中，演员们拓宽眼界、

了解社会、增加知识，其品质、意志和素

质均会获得全面提升。”孙毅说。

在中国戏曲领域，对舞台上大大小

小的道具有着一个特殊的称呼——砌

末。小到演员手中的罗帕、折扇，大到舞

台上的屏风、背景，这些砌末不仅在演出中

帮助演员塑造人物、推进情节发展，也让剧

目的舞台呈现更加精彩漂亮。

在众多的砌末中，效果

砌末的花样最多，在舞台上的

呈现最多变。所谓效果砌末是

指利用特殊的手法或某种科学

原理制作而成的道具，通过这种

道具可以达到增强舞台戏剧演

出效果、渲染烘托舞台气氛、

推进戏剧情节发展的作用。

效果砌末根据不同的表

演和效果需求在舞台上有陈

设式、悬吊式、手持式和演员

内藏式等多种形式和样式。

在京剧《包龙图梦断金

蝉案》中，就有一个神奇的手

持式砌末。油流鬼在阎罗殿

添灯油时，看到判官私改生死

簿，于是决定偷取生死簿。油

流鬼站在高台上，手持油壶，此

时壶嘴突然变长，从壶嘴伸出

一条长线，吸住生死簿，而后壶嘴马上缩

回，油流鬼成功偷走了生死簿。此时，这

特殊的砌末既表现了偷生死簿的情节，

也为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喜剧效果。

在效果砌末中，最炫的当属能够

表现喷火的内藏式砌末。在传统戏曲

演出时，有一表演效果叫做“吐火”，通

常是把一种叫“火筒”的道具藏在演员

嘴里。传统戏曲《跳火判》中的判官、

《钟馗嫁妹》中的钟馗，都是通过火筒

吐火来营造舞台气氛的。

还有一种是靠女演员“吐包子火”

来营造喷火的舞台效果，如《红梅阁》

中的李慧娘用吐火表现她不甘屈死、

定要报仇的决心，《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中的白骨精则用吐火表现她的凶

残。但这种效果最多只能持续十几秒

钟，其时间的长短要根据“包

子”里的松香末多少来决定。

这 种“ 吐 包 子 火 ”的 技

巧，需要道具师和演员非常

默契地配合。首先，道具师

演 出 前 要 将 松 香 压 磨 成 粉

状，与香面分 别 过 箩 ，按 比

例 混 合 好 ，再 将 透 气 性 很

好 的 专 用 纸 裁 成 直径十几

厘米的圆形，将混合好的松

香面放在裁好的圆形纸上，像

包包子一样包好，在演员需

要表现吐火效果前将“包子”

上方撕开一个口子，演员将

“包子”放在嘴里，一口一口

将粉末吹在提前点 着 的 煤

油火把上。

还有一种与火有关的营

造舞台效果的方式是“撒火

彩”，这也是道具师的一门特殊技术。

首先要利用点着的“火折子”，将松香面

撒在舞台上，松香面撒出的瞬间被“火折

子”点燃形成自燃火花。《火烧连营》中的

刘备被火烧得蹉步、《火烧余洪》中那根

烫手的钢鞭、《火烧战船》中曹操用水

袖遮面说了一句“好大的火啊”，这些

效果都是靠道具师撒出的几把火彩营

造出来的。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第二届全

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 9 月 20 日在四

川达州市举行。

展演以乡村文化为主体，基层农

民为主角。相较于首届展演活动的规

模，本届展演扩大到全国 31 个省份的

900 多名文艺工作者参演，节目形式多

样，包括声乐、舞蹈、器乐、情景剧等。

整个活动由开幕式暨首场文艺演出、

红色文化专场演出、分会场文艺演出、

闭幕式暨颁奖文艺演出、全国新农村

文化建设座谈会、欢乐乡村行——县

（市、区）广场群众文化演出活动、新农

村印象·全国版画作品邀请展、达州市

特色农产品展八大板块构成。

本届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活动由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人民

政府主办。主办方期望通过展演活

动，探索建立一种适合新农村建设的

文化观念，推动乡村文化更好地发展。

本报讯 （记者胡芳） 9 月 16 日，

首届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公益展演活动

在京启动。

首届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公益展

演 活 动 由 中 国 社 会 音 乐 研 究 会 主

办 ，中 国 民 间 音 乐 艺 术 公 益 展 演 活

动 组 委 会 承 办 ，中 国 部 长 将 军 书 画

协 会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政 治 部 老

干部学院协办。活动围绕“挖掘、发

展、传承、提高”的宗旨，以为民间音

乐 艺 术 人 才 提 供 公 平 、公 开 的 公 益

性 选 拔 展 演 为 目 的 ，发 掘 特 色 音 乐

艺术人才重点培养。

活动将在全国各省开展相关发掘

工作，每省选出一个地级市作为主办

城市，契合城市文化、旅游、特色等内

容，共同发掘整理民间音乐艺术。中

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筹备成立中国社会

音乐民间艺术团，吸纳优秀的民间音

乐人才加入，通过首届中国民间音乐

艺术公益展演活动选拔挖掘出的优秀

音乐艺术人才将签约到中国社会音乐

民间艺术团，在国内外进行民族民间

的文化艺术巡演交流。

本报讯 （记 者 王 立 元）9 月 16

日，由北京市延庆县委宣传部与北京

曲剧艺术中心联合推出、北京市首部

以 大 学 生 村 官 为 题 材 的 曲 剧 大 戏

《“乡”约青春》在延庆首演。

全剧通过描写以刘炜为代表的大

学生村官在情感和工作遇挫的情况

下，在大学生村官办主任白守成等前

辈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懈努力，在乡

村田野里锻炼成长的故事。在这次演

出中，剧组还独具匠心地从延庆挑选

具有舞蹈功底和舞台经验的两名大学

生村官参演，通过他们的“本色演出”

为全剧增光添彩。

北京市开展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

以来，村官们投身农村，贡献农村，在

技术、信息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自

身特长，逐渐成为农村的政策宣传员、

技术推广员、村务协管员和文化组织

员等角色。延庆县是北京市大学生村

官工作试点区县之一，自 2005 年以来，

累计选聘8批1629名大学生村官，目前

有5批366名优秀期满村官留在延庆就

业，在文化艺术、农业种植、信息推广等

方面涌现出了许多典型人物。

此次延庆首场演出后，该剧将作

为“颂扬北京精神，讴歌伟大时代——

2012 北京市优秀剧目展演”作品，于 9

月 21 日至 28 日在解放军歌剧院连演 8

场，之后将到延庆各乡镇、其他郊区县

和首都高校巡演，预计总场次将在 60

场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淼）9 月 12 日，

巴斯蒂安国际钢琴中心成立仪式在北

京音乐家协会音乐厅举行。

多年前，美国钢琴家、作曲家、音

乐教育家、作家简·史密瑟·巴斯蒂安

创立了“巴斯蒂安钢琴教育体系”，她

编写的钢琴教程图文并茂，以快乐教

育为指导思想，采用循序渐进的多调

性教学法，让学生在弹奏多种调性乐

曲的过程中，掌握完整的键盘知识，并

且从中学习各种基础的节奏类型、音

程、和弦、音阶、音乐记号和术语。其

教程分为五级，每一级含《基础》、《乐

理》、《技巧》、《演奏》与《视奏》，各教程

配合使用，便于系统、完整、全方位地

同步教学与学习，为学生掌握每一阶

段的音乐基本概念提供了最完整的材

料，深受世界各国教师和儿童们的喜

爱，迄今已销售了百万余本。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学习到这

套钢琴教学体系，更加快乐健康地在

钢琴学习中成长，20 年来一直致力于

儿童钢琴启蒙教育的蔡钦伟在中国成

立巴斯蒂安国际钢琴中心，并特邀巴

斯蒂安担任中国地区巴斯蒂安国际钢

琴中心名誉校长。

据悉，巴斯蒂安国际钢琴中心除

北 京 总 部 外，将 在 成 都、重 庆、东 莞

设 立 分 部 ，它 们 将 以 巴 斯 蒂 安 编 写

的系列教材作为课堂内容，为教师、

学生提供系统、完整、全方位的同步

教学与学习。

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袁艳） 由

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大型交响芭蕾舞

蹈诗《辽河·摇篮曲》日前在辽宁大剧

院亮相。

据悉，表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者

们建设美好家园的交响芭蕾舞蹈诗《辽

河·摇篮曲》，全剧共有四场——大地之

歌、生命之歌、建设者之歌、辽河母亲

之 歌 ，主 创 团 队 全 部 来 自 北 京 和 上

海。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介绍，

这部作品是继《二泉映月》、《末代皇

帝》之后，辽芭的又一原创芭蕾舞剧，

它展示了黑土地上人民的辛勤劳作，

以东北人特有的豪放胸怀畅想辽宁

未来。

该剧的音乐创作、舞美设计和服

装设计尤为出彩，首场演出就让观众

为之震撼，被评价为“恢弘、抒情、曼

妙、优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

所所长欧建平评价，《辽河·摇篮曲》的

舞蹈场景壮观，音乐激昂优美，舞台效

果极具震撼力。

本报讯 （记者刘淼）10 月 3 日，

由“爱乐汇”主办的《世界经典电影名

曲 交 响 音 乐 会》将 在 北 京 音 乐 厅

举 行。

据悉，音乐会不仅将奏响《魂断

蓝桥》中的《友谊地久天长》、《真实的

谎言》中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辛

德勒的名单》以及《教父》中的主题曲

等世界名曲外，《大话西游》、《阿拉木

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美丽的

神话》等也都将出现在演出中，让观

众在流金岁月经典画面的闪回中感

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音乐会将由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

教研室主任柴亮执棒今年 3 月成立的

艾克森特乐团进行演出。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乐团纪念建团60周年系列音

乐会《“军乐之花”——矫妮妮2012独唱

音乐会》将于9月26日在中国剧院举办，

这台音乐会是国内首台以军乐团现场伴

奏演唱的独唱音乐会。

此次音乐会以军旅词曲作家王晓

岭作词、刘琦作曲的歌曲《军乐之花》

为主题，分为“从军路上”“友谊彩虹”

“感恩传承”“国韵流芳”4 个部分，将

不 同 风 格 的 歌 曲 呈 现 给 观 众 ，除 了

《军中姐妹》、《在和平年代》等激情澎

湃的军旅歌曲，矫妮妮还将用英语、

朝鲜语等演唱外国名曲，同时，耳熟

能详的流行歌曲和民族风格浓郁的

创作歌曲也将一一呈现。音乐会还特

别邀请到矫妮妮的导师李双江，师生

将同台演唱。

矫妮妮，解放军军乐团独唱演员，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

李双江。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艰苦实

践和锻炼，她形成了集清新、高亢、简约、

大气为一体，声、情、韵相交融，独具魅力

的演唱风格，并且实现了个人演唱与军

乐伴奏的有机结合，受到业内专家、国内

观众和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

第二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举办

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公益展演启动

曲剧《“乡”约青春》演绎大学生村官

巴斯蒂安国际钢琴中心在京成立

交响芭蕾舞蹈诗《辽河·摇篮曲》上演

《世界经典电影名曲交响音乐会》将奏响

“军乐之花”矫妮妮独唱音乐会将办

中央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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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至 21 日，《美

丽 的 蓝 色 多 瑙 河—— 一 八

七二年约翰·施特劳斯访美

的故事》在国家大剧院歌剧

院的舞台上盛装亮相。这

是国家大剧院创排的一部

既不同于歌剧也有别于音

乐剧的“音乐戏剧”。男主

角施特劳斯由国家话剧院

实力派演员宗平担纲，相声

表 演 艺 术 家 姜 昆 加 盟 演

出。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里，轻松幽默的戏剧桥段，

配着施特劳斯经典曲目，再

加上精心编排的舞蹈和合

唱，呈现了一台集多种艺术

形式为一体的精彩大戏。

也 许 是 由 于 维 也 纳 新

年 音 乐 会 的 缘 故 ，施 特 劳

斯算得上是中国观众最熟

悉 一 位 西 方 音 乐 家 了 ，他

的许多圆舞曲都在中国广

为 流 传 ，但 关 于 他 1872 年

访 美 的 故 事 却 鲜 为 人 知 ，

甚至在很多史料和传记中

都很难找到。国家大剧院

此 次 独 辟 蹊 径 ，首 次 将 这

段音乐往事搬上了戏剧舞

台 。 据 悉 ，该 剧 故 事 取 材

于《李岚清音乐笔谈》中的

相关内容，由著名编剧喻荣军操刀改编，全剧的创排

得到了李岚清的亲自关怀和指导。

在还原 1872 年这段往事的同时，国家大剧院在

全剧的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意，不同于观

众 所 熟 悉 的“ 音 乐 剧 ”概 念 ，创 造 性 地 以“ 戏 剧 + 音

乐”的新颖形式，既讲述了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又

承载了大量的经典音乐元素，以戏剧为主线，融合音

乐 、舞 蹈 、合 唱 等 多 种 艺 术 样 式 ，使 该 剧 可 看 性 极

强。9 月 18 日当晚的歌剧院几乎座无虚席，近两个

小时的演出中，亮点频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美丽

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轻

浮的家族》波尔卡、《金星》波尔卡、《维也纳森林的故

事》圆舞曲等贯穿全剧，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有观

众表示：“该剧还原历史的手法很巧妙，全剧要比历

史本身更生动、更传神。”

在舞美背景的呈现上，无论是金碧辉煌的维也纳

金色大厅，还是美国式的海

报招贴画、广告牌、霓虹灯

等，都充分营造出了那个时

代的社会风情。

第三幕是全剧的高潮，

展现了 1872 年约翰·施特劳

斯亲自登台的那场万人音乐

会的空前盛况，很多节目也

都是当年节目的重现。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和中国人民

大学青年管弦乐团两支乐团

组成了共 150 多人的乐队，

在指挥张艺的出色调控下，

两团的演奏宏大、层次丰富，

表现令人称道。国家大剧院

合 唱 团 的 表 现 同 样 可 圈 可

点，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

大合唱》、歌剧《游吟诗人》中

的《铁砧大合唱》等一系列歌

剧经典曲目被精彩演绎，博

得了满堂喝彩。舞蹈同样是

第三幕中的一个亮点。首次

为《蓝色多瑙河》编排的双人

芭蕾，由中央芭蕾舞团曾获

莫 斯 科 芭 蕾 比 赛 金 奖 的 管

文婷和同伴王玮呈现，两人

用 肢 体 艺 术 把 多 瑙 河 优 美

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为《威廉·退尔》序曲编配的

《少年迎宾舞》则由北京二

中舞蹈团演绎，活力四射，

英姿飒爽，气势不凡。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

幕中，整个舞台布景是一整面巨大、斑斓的彩绘玻璃，

细细看来，其间的图案也是颇具美国味道的酒馆爵士

乐演奏的场景。担纲该剧舞美设计的张武表示，他的

创作灵感来自欧洲教堂的彩绘玻璃，但图案却不是宗

教人物，而是换成了美国元素的爵士乐队，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暗合该剧的故事——那就是美国与欧洲的碰

撞与交融。

艺术·视野

《《美丽的蓝色多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瑙河》：》：

那是施特劳斯的1872
黑 妹

《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一八七二年约翰·施特劳斯访美的故事》剧照

艺术·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