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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创意经济

《粉·墨》：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与突破

聚光灯

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文化++””

2009 年北京舞蹈学院 55 周年

校庆时，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推出了

一部原创作品《粉·墨》，当时在业

界引起较大反响。业内认为，《粉·

墨》为中国古典舞探索出了一个更

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

舞教学体系的一次集体结晶。

7 年后，《粉·墨》风云再起，

即将改编成新版再次面向社会。

此次复排，既是《粉·墨》在精品

之路上的精益求精，也包含着北

京舞蹈学院对中国古典舞传承的

期望。

□□ 本报记者 郑洁

既是回归，也是出发

人们对中国古典舞存在着哪些认

知上的误区？古典舞的传承、发扬能以

何种途径或面貌呈现出来？北京舞蹈

学院副院长王伟详细地阐释了古典舞

学界的思想激荡，也展示了《粉·墨》对

于中国古典舞振兴的意义。

王伟说，《粉·墨》的创作之路几经

周折，在此之前也尝试了多个项目的创

作。《粉·墨》这个项目的资金最初是因

为做舞剧《梁祝》未成，之后又转为创作

《唐琬》，却又因为很多原因依然未果。

但是，因为已经具备了资金和团队条

件，作为古典舞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创作

团队的愿望，又恰逢学院 50周年院庆，

所以就将创作重心暂时转移到作品《诗

舞心》的创作上。

《诗舞心》是创建中国古典舞学科的

唐满城教授策划编创的作品。该剧一改

过去表现历史题材、历史故事和传统形

式的做法，将中国古典诗词、音乐和当

代诗词进行融合，提炼出具有核心性和

永恒性的价值观念，用诗化的意境、抽

象写意的手法予以表现，由此提出了

“中国古典舞不等于戏曲舞蹈，也不等

于历史舞蹈”的概念，指出“古典”既是

时间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美学概念。

可以说，《诗舞心》为《粉·墨》运用

古典舞本体语言，用抽象写意手法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价值美学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诗舞心》走出了探索的第

一步，《粉·墨》迈出更大一步并终获业

界认可。

《粉·墨》的创作在形式上具有视觉

新意。这种新意，是改变以往创作舞蹈

只关注动作本体效果的观念，将舞台服

化道以及灯光美术的综合要素，融入到

舞蹈需要的内涵和神韵之上，成为作品

语言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舞台艺术创

作，从戏曲艺术中可以看见其融合性和

整体性。另一方面，《粉·墨》的创作是对

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创作的意象、手法

和形式上，更多关注中国传统艺术的创

作理念，其舞蹈的空间变化和调度方式，

编导取材于中国古典绘画的空间意识，

作为动作语言，主要运用中国古典舞身

韵语言的素材，其形象更具有中国画的

色彩和意味。《粉·墨》以积极健康的态度

对待传统，进而发扬传统。

比如“跷”的运用曾遭到质疑，被认

为是中国封建的糟粕，但在编导眼里被

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形象语言，在有限的

足部空间，通过心里的内空间和身体的

外空间释放出充满张力和流动的美感，

这种有限和无限的观念，正是中国美学

中的重要思想：积极的传统观，是如何让

陈旧甚至糟粕变为有用、积极的事物，又

是如何让传统历史转化为当代价值。发

扬传统不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态度，而

是运用辩证的精神激活、转化。

王伟说，“艺术创作需要激活传统

要素，也需要重新发声，绽放新的艺术

面貌。好的艺术作品不但要能让人叫

好，更要发人深思，甚至引人叫板，这

样艺术才能向前发展。《粉·墨》是为中

国古典舞地振兴而做的一次探索。”任

何经典都需要时间的磨练与积淀才能有

所成就。

《粉·墨》诠释中国古典舞内涵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55周年院庆时的

作品，《粉·墨》被中国古典舞系主任庞丹

认为是一部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它以抽

象、写意的创作方法，通过古典舞独特的

身体语汇，体现中国古典舞的精、气、神、

韵，在学院和行业内都引起很大反响。很

多业内专家认为，《粉·墨》找到了一条更

适合中国古典舞表现的创作思路。

庞丹说，任何可以称之为“经典”的

作品都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次

复排他们将会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

部分段落进行修改与加工。毕竟时隔

6 年，编导们也对当时的创作有了新的

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在作品立意和

舞蹈语汇上他们会更加注重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解读，更加突出中国古典舞

的本体表达，也会使《粉·墨》这部作品

成为具有创作示范意义和教学训练价

值的中国古典舞代表作品。

《粉·墨》总导演梁群介绍，新版

《粉·墨》在总体结构上与旧版比没有太

大变化，仍分五个篇章，即解、形、体、

淡、色，蕴含着中国儒释道、易经八卦、

戏曲、水墨等文化背景。第一章为卦象

表现；第二章呈现女子体态；第三章是

对戏曲人物钟馗的解构式表现；第四章

和第五章，以中国水墨文化的黑白两色

为基调。“相信这一版从动作到编排上

更趋于完整，以中国文化元素为依据，

更趋于中国古典舞本体语言的表达。”

梁群和欧思维、胡岩、王盛峰等几

位编导都是中国古典舞系培养出的优

秀人才，对中国古典舞语言体系有着深

刻的了解。作品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古

典舞的身韵和技巧，结合了剑、袖、扇、

伞、跷、裙等道具服饰及舞蹈元素，实现

了中国古典舞课堂教学与舞台表演的

高度统一。

梁群说，现阶段国内尚没有一个专

业的中国古典舞团，演出市场中也还没

有一部能够真正展现中国古典舞本体

语言和文化内涵的代表性作品，这也是

他们推出《粉·墨》的最大原因。

古典舞和观众没有审美距离

集合全系之力、烙着中国古典舞鲜

明印记的《粉·墨》，是否会与现代观众

有审美上的距离？“这部作品不但有舞

蹈本体美，更在整体视觉上营造出很美

的意境，美的东西观众肯定会喜欢。国

家倡导创作出符合时代审美、符合人们

需要、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文艺作品，

《粉·墨》无疑符合当下的文艺精神。”庞

丹认为，《粉·墨》与观众之间并不存在

审美门槛，只要观众走进剧场，他们一

定会喜欢《粉·墨》，因为美的东西谁都

愿意去欣赏。

来自台湾“云门舞集”的林怀民的

现代舞，因其饱含着拳术、禅、水墨山水

等众多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而吸引了大

批拥趸。相比之下，《粉·墨》的异同在

哪里？

梁群说，林怀民的舞蹈体现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思考，也

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但属于

现代舞。《粉·墨》则是建立在古典舞学

科体系上呈现的作品，印证了中国古典

舞所有的技法和训练结果。

庞丹说，《粉·墨》跟很多独立编导的

作品意义是不同的，《粉·墨》具有中国古

典舞学科的承载意义。中国古典舞学科

从 1954年创建到现在经历了 60多年，时

间虽不长但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

辛。尤其在创作上，有些作品风格属性

的模糊往往会混淆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

正确理解和认知。“我们想做的就是正本

清源，用我们的作品说话，尽可能引领中

国古典舞创作的审美取向，引导社会和

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正确认知。”庞丹如

是说。

激活民族文化的基因

目前，古典舞的传承究竟存在着哪

些瓶颈？

“文化传承总的来说应是国家行

为。即使是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也不能

仅靠一个学院或是一个作品，我们需要

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有更多的人才

不断加入到中国古典舞里来，也需要更

多的作品承载和体现。同时，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粉丝，跟着中国古典舞作品和

舞者不断地去关注、欣赏、传承它。”梁

群说，首要的就是推出能够承载中国古

典舞文化内涵的作品。

对于《粉·墨》及中国古典舞艺术，

未来是否有一套系统的推广方法？庞

丹介绍，《粉·墨》的首演定在 7 月 7 日，

将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剧场”上演，

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下半年，还计划

推出中国古典舞的展演。此外，向社会

化的推广、传播与普及，将争取通过高

雅艺术进校园及其它方式、平台去实

现。后期的推广演出还在筹划, 也希望

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把中国古典舞真

正好的作品推向社会，推向市场，让这

种情景交融又具有高度美感的艺术形

式被更多的观众关注和认可。

“民族文化的基因始终存在于每一

个中国人心中，需要激活。我们希望

《粉·墨》能够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对社

会、对舞蹈艺术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

能够为激活人们血脉中的民族文化基

因发挥我们中国古典舞的正能量。”庞

丹说。

□□ 简彪

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植于农耕模式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如何保留

和传承？农村在完成向城镇的转型后，

原有的农业景观、建筑形态该如何保

存？实现城镇化后的农村、农业、农民，

如何重建生产生活？当前我国城镇化

过程中所衍生的土地伦理问题、自然生

态与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日渐受到关注，

业界也开始了对“特色文化小镇”新一

轮的探索。

文化在城镇化中越发重要

据统计，1999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为 26. 1%，2015 年达到了 56. 1%，城镇

常住人口达到了 7. 7亿人。现在，我国

已有城市 656个、建制镇 20515个，分别

比 1978年增加了 463个和 18342个。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我国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

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

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指出：城市发展需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

三轮驱动，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

在诸多城镇化发展路径中，文化与

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以其构

建方式多元化、发展可持续性等特点，

被业内外广泛关注。“文化是新型城镇

化的灵魂，是特色城镇化的驱动力，也

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

“新型城镇化是在新的时期、新的

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以城镇为载体、以

城镇化为过程的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和

文化过程，这就是文化驱动模式。”中华

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认为，新型城镇化

要着眼于不同的自然形态、历史过程、

民俗传统、生存方式，这样的文化特色

小镇将有利于改变“千城一面”的现象。

台湾台北市原副市长、台湾文化创意

产业联盟协会名誉理事长李永萍长期从

事文化工作，她认为，当前大陆的新型城

镇化中要避免走台湾破坏文化的老路。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湾，跟现在

的大陆情况一样，都是一直在拆建，以致

于当时拆掉的建筑令我们后悔不已。”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认为，新

型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村的新

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全面提升城

市的内在品质，加大对传统村落、民居

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保护力度，推

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的融

合，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安仁镇，原来

因刘文彩庄园、泥塑“收租院”吸引大量游

客，现在以“博物馆小镇”而名扬全国。安

仁镇3. 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35座

博物馆和 27座老公馆，拥有 30余座分馆

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也在这里。数据显示，

2015年，安仁镇共接待游客约 561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 52亿元，占比

超过当地GDP 的七成；2009年安仁镇城

镇化率约44. 8%，2015年达到63. 8%。

一种探索：文化+旅游+城镇化

安仁的案例显然已成为新型城镇

化的一个典范。“安仁镇的发展有 3 个

时间节点：2005 年建川博物馆进入、

2009 年民国风情街开放、2016 年华侨

城集团入驻。”安仁镇管委会综合部部

长熊巍说。

5月 29日，华侨城集团与成都三大

文化名镇——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

天回古镇签约，计划总投资 1000亿元，

围绕各自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

建设有特色的文化小镇。

“在参与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基于土地伦理的

产业导入以及城镇综合治理的质量提

升，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华侨城集

团总裁王晓雯介绍，华侨城已确立“文

化+ 旅游+ 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通过让

当地民众参与小镇的旅游开发等方式，

留住村民、留住乡愁。华侨城将通过对

区域的整体规划，对文化旅游核心产业

的导入发挥以文化和旅游“造城”的优

势，采取政府、村镇、企业、民间社会资

本等的 PPP 模式，搭建开放、多元、共

享的城镇化成片综合开发平台。

李永萍在台北的实践或可成为华

侨城的参照。2006 年，李永萍依据台

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开始改造台北市

郊区的一个贫民村落，那时候村里只剩

下 1/ 3 的居民。李永萍和同事们一方

面实行严格的生态政策，一方面实行免

费政策，吸引国际艺术家入住，并鼓励

他们在修缮好的屋子外墙创作。很快，

这里成了国际艺术家们的聚居地、电影

的拍摄基地。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活

动，如集体彩灯会、文创产品开发、手艺

工作坊，当地居民和外来艺术家融合在

了一起，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文化、创

意、艺术的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动人，它

就是人的灵魂养分之所需要，所有人都

需要的。”李永萍说。

范周很认可特色文化小镇的成片

开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弘扬

传统文化，首先要留好城镇记忆、活化

文化景观。建设特色小镇，要在挖掘当

地文化特色的同时形成基于价值链的

景观群，建立好城镇发展与文化景观共

生的人居系统，建立起城镇发展与文化

传承协同的档案系统。”

曾经，华侨城以城市综合连片开

发、“文化+ 旅游+ 地产”的模式享誉业

界。现在，从“地产”到“城镇化”，华侨

城稳步推进，已落地深圳“甘坑小镇”等

项目。“我们将通过 PPP 模式，结合当

地农业观光产业，导入文化旅游和公共

事业，构建 100座具有中国传统民俗文

化特色小镇，创造 20 万个创业和就业

岗位，与居民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王

晓雯的展望令人期待。

城镇化中的产业与服务

“‘文化+ ’新型城镇化是利用文化

的价值和城镇化的平台，创造新的社会

价值、发展新的产业链条，让文化和城

镇化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原文化

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认为。

韩国首尔在经济转型中，将创意设

计确立为主导产业，走上了“文化+新型

城镇化”的路子。他们成立了“设计首

尔”，要求在首尔大街上奔驰的车，采用

“设计首尔”提供的规范。通过创意设

计、文化会展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

“设计首尔”占据了当地GDP 的 85%，年

均增长接近 20%。2010年，首尔加入联

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获国际工业设

计协会颁发得“设计之都”称号。

日本三重县的 Mok uMok u 农场

也 是 传 统 村 镇 转 型 成 功 的 代 表 。

Mok uMok u 农场是由农户养猪的经营

联合体发展而成，通过以“食物教育”为

主要线索，强调亲近自然及家庭温馨，

以家庭、学生为主要客群，成为集生产、

加工、销售、休闲观光农业、网络购物于

一体的主题农场。据统计，2015 年接

待游客 50万人次，销售收入 53亿日元，

成为日本著名的观光农场之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民众

的生计问题，而文化服务的完善留住了

当地民众的心。

“我曾经在西部一个农家乐旅游。

房屋修建得很好，互联网等现代化设施

很好，企业家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教

授，可是我去公共女厕，居然没有门。”

李永萍说，特色小镇的发展还需要一系

列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

“文化产业的供给和实际需求如何解

决好关系？公共文化的全覆盖问题如何

与城镇化改造同步推进？我认为，供给侧

背景下的城镇化建设，是在立项之前必须

做高端设计的一个前提。”范周说。成都安仁古镇

深圳甘坑客家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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