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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舞蹈编导傅小青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傅小青，生于 1968年，江西吉安人。著名舞蹈编导。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评委会“编导个人特别奖”

获得者。现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山东舞蹈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常委。

曾出演大型舞剧《东方神珠》、大型舞蹈史诗《大清王朝》等。主要舞蹈编导作品有《鼓子少年》、《风雨担

架》、《喜鹊喳喳喳》、《又见沂蒙》、《风吹俺的扇》等。

求索之路 情于衷，舞其
14 岁接触舞蹈，傅小青觉得他的

舞蹈之路起步较晚。上世纪 80 年代

初，在傅小青的家乡江西省吉安新干

县，男孩中学跳舞的少之又少。起初，

他的舞蹈天赋并未被重视。但傅小青

回忆说，少年时的他对舞蹈的热爱就

像身体本能地诉说，情动于衷，皆幻化

成翩然舞姿展露于外。凭借一支自编

自导的印度舞，1984 年，他敲开了江西

省吉安歌舞团的大门。从小县城走进

专业舞团，第一次见到阵容齐整的演

出团队，傅小青切身体会到了自己的

差距。“起点低，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

的努力。”每到夜晚，空荡的练功房便

成了他一个人尽情挥洒的舞台，在那

方天地中，他每天挥汗如雨地刻苦练

习。业精于勤，傅小青的进步有目共

睹。很快，一个个机会垂青于他：为歌

曲《心声》伴舞，为江西省内各项晚会、

活动伴舞……渐渐地，他在众多演员

中崭露头角，成了吉安歌舞团重点培

养的年轻力量。

随着舞台实践的丰富，对于舞蹈，

傅小青不单是少年时的懵懂热爱，他

注意从姿态、气息、节奏、情感这些元

素入手，潜心钻研。“越用心体会我越

发现，作为舞蹈演员，技能和历练固

然重要，但若没有艺术素养、文化积

淀的支撑，这条路便走不长远。”为了

掌握前沿的舞蹈理念，傅小青决定读

书深造。1994 年，他报名参加了全国

高 等 院 校 舞 蹈 专 业 的 招 生 考 试 。 当

时，已是吉安歌舞团“台柱子”的傅小

青，排演任务繁重，少许的业余时间，

他拿来复习功课，就这样，他如愿以

偿 地 考 取 了 山 东 青 年 管 理 干 部 学 院

（今 山 东 青 年 政 治 学 院）舞 蹈 专 业 。

当时，该专业聘请中国艺术研究所、

北京舞蹈学院等师资团队到校授课，

能师从全国舞蹈领域的知名专家，傅

小青更如饥似渴地忘我学习。舞蹈表

演、舞蹈编导、舞蹈史论……他一门不

落，但凡与舞蹈相关的技能、理念，他

都仔细吸收。

带着学校滋养和自身体悟，毕业

后，傅小青走进了广东珠海圆明新园

艺术团，成了那里的专业演员。1998

年，圆明新园艺术团推出大型舞剧《东

方神珠》，由舞剧编导陈维亚执导。选

演员时，傅小青柔韧灵活、细腻舒展的

舞姿打动了陈维亚，他被委以重任，出

演剧中的男一号“华夏”。《东方神珠》

作为文化旅游项目，演出强度高，没有

B 角轮换，傅小青累出了肩周炎，但每

天一场的演出，他不但要坚持，还要呈

现最好的状态。观摩演出的团领导发

现了傅小青表演的吃力，他的舞伴这

才悄悄告诉领导：傅老师这几天累坏

了，胳膊都举不起来！“舞蹈演员就是

这样，为台上一分钟的华丽，要克服技

术和体能的极限，忍受身体的伤痛。

但对于舞蹈演员来说，若不受伤，职业

道路似乎不完美。”

在艺术团繁忙的演出任务下，傅

小青利用间隙实践着他的创作梦想。

应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之邀，他创

作了群舞《又见沂蒙》、《风吹俺的扇》，

分别在第七届（2003 年）、第八届（2006

年）“桃李杯”舞蹈比赛上获得“群舞创

作优秀奖”、“群舞优秀剧目奖”。此

后，傅小青便与山东舞蹈结下了不解

之缘。而从演员到创作的转向，也让

他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舞蹈编导是站

在高处全面审视舞蹈艺术，而做舞蹈

演员的经历，让我能够更加清晰地把

握创作中的舞蹈的语言。”

唯我独有 出彩出新
——论舞蹈的选材与风格

傅小青

舞蹈题材的选择，是对整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形式等最直接的定位。

选材得当与否，是舞蹈创作前期最关键的因素，它对作品能否成功具有重

要作用。那么，创作者该如何进行选材？选材又该有怎样的标准？唯我独

有、出彩出新，永远是创作者追求的目标。

舞蹈选材的别致，能使其在众多作品中凸显个性，亦能让作品散发出

一种异样的情怀，沁人心脾。以舞蹈《踏歌》为例，它选取了中国古典舞水

袖的元素，但并没有沿用常规的水袖表现形式，而是别出心裁地以腰胯顺

势扭摆，造成一种超乎寻常的“顺拐”舞步和舞姿，再加上表演者们自跳自

唱，丰富了舞蹈的表现形式，出奇制胜。可见，舞蹈选题要在“新”字上下功

夫。可以在常规题材和形式上出新，亦可寻找脱俗的新选题，最终达到“新

颖别致”。

然而，选材的新颖别致不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它是对创作者专业能

力和艺术才华的检阅。选材的过程，是创作者历经煎熬与矛盾的选择过

程。在民族民间舞中，面对不同民族各自的历史和丰厚的舞蹈资源，如何

从中撷取与提炼，尤为考验编创者的眼光和判断。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舞蹈选材该以何种风格样式进行最终呈

现？风格的取向，既可体现编导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情趣，又可反映作品的

时代特征与艺术特性。但是所谓风格亦非随意嫁接，它应是融汇舞蹈语

言、各种创作元素，通过重新筛选、提炼与整合来表达舞蹈的思想内涵，从

而形成的某种风格倾向和编导个性。而在现今的创作中，多有因标榜风格

而忽视体察源流者，如有创作者在民族风格浓郁的作品中随意添加现代舞

元素和动律，把一只傣家孔雀变成了一只跳着现代舞蹈的“另类”，孰不知

这是对风格把握的误解、对民族风格的亵渎。

风格代表着“唯我独有”性，风格的标新立异并无可厚非，但需创作者

在创作过程中处理好如下问题：

不应过分“自我”而偏离“现实”。很多人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忽略了

题材本身赋予的内涵。若为求创作的与众不同，与表达的主体相距甚远，

则是对题材的不负责任。

忌惯性思维和“千人一面”。因创作中的急功近利，失去判断而“随大

流”的现象常有。比如某段时间古典舞吃香，就蜂拥而上搞古典舞；三人舞

题材较“稀缺”，一时间又都去创作三人舞……永远步别人的后尘，不用自

己的眼睛审视和表现大千世界，则是没有思想的舞蹈编导。

选材要“因人而宜”。所谓“因人而宜”就是特定的作品需要最适合的

表演者来呈现。不同的表演者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有的擅长跳民族民

间舞，有的对现代舞造诣颇深，若不加区分轻易僭越，同样会失去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创作之思 极致间，见真美
若说舞蹈表演是他内心情感的自

然外化，那在傅小青的创作中，更能体

现他的艺术灵性与才情。“创作是感性

的，需要用感性的思维捕捉灵感；创作

又是理性的，要以理性的精神对待作品

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傅小青说，在他

的创作中，灵感常常来自瞬间感悟，但

作品产生却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雕

琢。

一次，傅小青深夜走在北京长安街

上，一群叫喳喳的鸟儿打破了四周的宁

静，面对这一情景，一个选题从他脑海

中“蹦”了出来。这就是他后来的作品

《喜鹊喳喳喳》。着手编排前，他又进行

了谨慎地考察：“以‘喜鹊’这一最能代

表吉祥、喜庆的民间元素为素材，比以

往山东民间舞创作以民间故事、传说为

素材更具新颖性。并且，以动物、鸟类

为元素在汉族民间舞特别是山东民间

舞创作中少之又少。”经过反复斟酌，傅

小青选取了胶州秧歌作为基本舞蹈语

汇，通过动感、流畅的队形变换，来表现

山东舞蹈 依本土，寻优势
众人眼中，傅小青是知名的舞蹈

编导，同时，他还有另外一项职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山

青院舞蹈学院前身为山东青年管理干

部学院舞蹈专业，1988 年创办时，曾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联合教

学，著名舞蹈家资华筠、傅兆先、蔺世

璋、王立章、肖苏华等都曾深入课堂，

亲身指导。“学院有良好的传承，其浓

厚的舞蹈氛围，师生们追求卓越的精

神，在我读书时和工作后，都深深地影

响着我。”因为这种血脉渊源，毕业后

的 10 年间，傅小青虽身在异地，却从

未隔断与母校的关联。2007 年，傅小

青受邀回校任职，对此，他充满感激：

“舞蹈演员的‘二次择业’是痛苦的，我

能够顺利转行编导，是学院给了我充

分的信任和实现跨越的勇气。”

这些年，生活在齐风鲁韵浓郁的济

南，傅小青深受素朴、淳厚的山东风土

人情影响，而长期接触山东题材，他的

作品，亦镌刻上了厚重的齐鲁文化印

记。“山东舞蹈要获得长足进步，需从本

土文化中寻找自身优势和特色。”在他

看来，诸如山东三大秧歌、吕剧、梆子甚

至泰山挑夫、潍坊年画，这些传统艺术

形式或者民间意象，若与舞蹈语汇结

合，将呈现出独有的山东意蕴。

“‘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

其容’，艺术本于内心的诉求，理应是

心性、情感的自然流露，不该负载功利

色彩。”在傅小青眼中，好的舞蹈作品，

应将编导意图与舞蹈语汇巧妙圆融，

既不能流于炫技，又不该因“意”废

“技”。单纯简练却意境全出，是他所

追求的艺术最高境界。这样的创作理

念，傅小青一直摸索践行，并在自己的

课程中与学生们分享着。

创作之余，傅小青还带领学院师

生参与到各种舞台实践中，无论纪念

建国 60 周年之大型音乐舞蹈诗《复兴

之路》，还是上海东方卫视《舞林争霸》

节目，抑或山东省各项大型活动现场，

都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师生

的身影，在傅小青看来，这些实践，既

为学院师生赢得了学习机会，又是提

升山东舞蹈知名度的一种途径。

“前不久结束的第十届全国舞蹈

比赛中，山东舞蹈将众多奖项收入囊

中，呈现了‘百花盛开’的向好趋势，这

种势头应该继续保持。”傅小青说，今

后，他还将继续从山东民俗、民间元素

中挖掘鲜活的舞蹈素材，为山东民间

舞发展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喜 鹊 与 大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景 象 。 在

2012 年第十届“桃李杯”舞蹈大赛上，

这部《喜鹊喳喳喳》凭借新颖的形式、

独特的创作手法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

出，获得群舞组“一等奖”。2013 年 7

月，参加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前，傅小

青又对该作品进行了修改，他根据传

统文化中“喜鹊衔枚”的意象，在舞蹈

的收尾处打造出一幅极具意蕴的“喜

鹊衔枚图”。比赛评委、北京舞蹈学院

教授潘志涛在观看后啧啧称赞：“民间

舞说到底是‘俗’文化，《喜鹊喳喳喳》

以清新、俚俗的舞蹈语汇，松弛、愉悦

的表演状态，展现了民间舞的活力，别

具一格。”

在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

群舞组一等奖的《鼓子少年》同样由傅

小青编导。它以山东鼓子秧歌为动作

元素，表现了一群少年勇于担当的精

神风貌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然而，

创作之初，傅小青本想通过吕剧音乐

与 表 演 元 素 ，表 达 少 年 对 戏 曲 的 传

承。几次排练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

舞者的年龄层次在传递厚重的文化内

涵上尚有欠缺。经过反复揣摩，他又

选定了鼓子秧歌作为舞蹈载体，通过

流动、变幻的舞台调度及少年欢快、活

泼的舞姿，表达对文化的传承之意。

“舞蹈表演具有很强的指向性，欢

快、热烈的舞蹈适合各种表演场合，但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舞蹈中的悲

情况味。”在傅小青看来，鲁迅所描绘

的那种“将美好毁灭给人看”的悲剧

性，最能触动观者的灵魂。因此，自

然、人性、人情中，关于“美”的破碎、

“美”的消逝、“美”的怀想，都是他在

作品中常常关注的话题。他的双人

舞《乳汁救伤员》、三人舞《风雨担架》

等，直面战争、生死这些艺术母题，以

磅礴大气的视角、苍凉悲壮的格调直

抵人心，令台上舞者动容、台下观众

辛酸。“我是个喜欢追求极致的人，大

喜、大悲，或者大雅、大俗，将艺术推

向极致，才能传达最真实的情感，具

备最动人的力量。”对于自己作品的

感染力，傅小青如是解读。

2013年编创群舞《鼓子少年》荣获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群舞组表演一等奖

2012年编创群舞《喜鹊喳喳喳》荣获第十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一等奖

2013年编创三人舞《风雨担架》荣获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唯一“组委会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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