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文静（著名舞蹈艺术家）：第十一

届全国优秀舞蹈节目展演的每一场演

出都令人感慨，我们国家不愧是舞蹈大

国。当然，展演的成功离不开政府部门

的重视，近年来，国家出台扶持政策、设

立专项基金来扶持艺术创作，舞蹈创作

的生态环境太好了。作为艺术家，应该

去讴歌时代、讴歌人民。我作为一个舞

蹈老兵，希望年轻人在这么好的条件下

多出好作品。

我想谈谈舞蹈形象的重要性。舞

蹈节目虽然不长，但需要全程把控，需

要在五六分钟之内把主题和人物形象

塑造得非常准。舞蹈形象不是一个动

作，也不是一串语汇，而是对一个民族

生活的熟知，对一个民族情感的观察，

有了体验，才能准确提炼形象。编导

要在生活中寻找舞蹈形象，提炼主题

和动作。

杨笑阳（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如果没有全国舞蹈比赛，可能就成就不

了我以及和我同时期的那一批舞蹈编

导，正是由于这个平台让我从不清醒到

逐渐清醒，从不懂到逐渐熟悉，到今天

还依然在从事舞蹈工作。

《鸡毛信》是一个好题材。它的舞

蹈语汇好，用一个一般人不敢用的动作

作为主题动作，表现在当时环境中整个

民族被压抑的状态，随之进行发展，把

观众吸引住了。它的情节结构好，很多

情节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到最后

一只血手从人群中伸出来将鸡毛信传

递给一个男孩，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

的脊梁。《悠然情韵》的演员已经 42 岁，

但跳得很好。全国优秀舞蹈节目展演

要出作品，也要出人才，因此，每一个作

品的演员都应该像这个演员这样，实实

在在地用心去跳舞。国标舞《黄河》我

也很喜欢，用国际化的舞蹈语言来演绎

中国名曲，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大胆。

黄启成（深圳市艺术学校校长）：我

认为目前缺少关于中国舞蹈发展设计

的研讨平台，我们需要在这个变革的时

代，根据现实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历史，

用国际先进理念和长远眼光对中国舞

蹈事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包括发

展方向的设定、政策制度的议定、构架

模式的制定、专业平台的打造、人才发

展的规划、运行模式的管理等。从制度

上优化每一个环节的运转，形成良性循

环，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整体发展。

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我

们也要包容。对于舞蹈同质化的问题，

业界有严厉的批评，我认为出现模仿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应尽量少一点质疑，

从问题根源着手思考对策才是真正解

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提三点建议：第一，转变传统

思维观念，与社会发展接轨；第二，改变

活动的运作模式，与专业团队合作；第

三，盘活优质资源，与全社会共享成果。

张萍（《舞蹈》杂志常务副主编）：舞

蹈编创者应该有更高级的价值判断，一

定要做真正的自己。以作品为例，《悠

然情韵》打破了花鼓灯原来的动作连

接，音乐用的是《渔舟唱晚》，追求的不

是保留花鼓灯的民间气质，而是带有花

鼓灯元素的中国风的舞蹈。变的是形，

留的是神。

作品《父子》集聚了舞蹈和身体的

审美，比如说它通过自行车四个不同的

变向来传递出父与子的关系，这是很高

明的手段，在自行车的不同空间调度

上 ，产 生 出 所 有 的 构 图 ，充 满 了 小 情

趣。但有一点不足，当车子调到背对观

众的时候，父子的矛盾应该到了升级状

态，父亲出手的一个巴掌的张力却不足

以表明这对父子当时的关系，其实还可

以有更好的手法。

王舸（国家一级编导）：我看到很多

作品在编舞上很真诚。《寻》虽然存在一

定问题，但是很有想法。可贵的是编导

努力在作品中寻找解决方法，这种作品

值得鼓励。这个作品使用了一些道具，

这些道具运用在这个题材里很自然，虽

然变化、调度不是那么娴熟，还显得匆

忙，但是它有追求，更像一个作品而不

是小品。完整的作品并非只讲故事，而

要有一个完整的表达，有重要的观点和

主题。

《爱·年轮》的基本思路清晰，但在

处理方式上显得有些幼稚。《父子》中对

父子感情的表达很好，但在动作语汇的

提炼上还要往前再走一步，更进一步就

可以把生活的行为变成舞蹈动作语言，

而且现有版本后半部分的“一巴掌”确

实牵强。

周莉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国家一

级编导）：3 天看了 39 个节目，学习到很

多，最想说的是“纯粹”。关于编导在创

作上选择的纯粹性，一是题材的选择，

二是视角的选择，三是表现形式的选

择。只有编导清晰知道自己的选择，清

晰认识到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才能

够做到单纯、极致，才能够做出精致的

作品。选择是确定你要说什么，选择了

要说什么之后再选择用什么方式去驾

驭作品。编导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

是把握节奏。我说的节奏是广义的，一

个是结构的铺排，有些作品可能是娓娓

道来的，发人深省的，有些是激情澎湃

的，让人兴奋的；一个是肢体语言的空

间占有，分横向和纵向。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留白非常美妙，除了人的肢体在此

时此刻存在的空间感，更高级的是看到

肢体语言之后能够想象到肢体以外构

造的空间环境。

我还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上，反

思为什么要进行创作。我觉得舞蹈是

一种信仰。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创作者，

台上的你都不尽兴，台下的我怎么感

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纯粹。

卢慧（湖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主

任）：《嬉戏——花》、《舞动的琴弦》是运

用本地域的民间舞蹈语言创作的，从节

目语汇以及民族情感上来说，体现了东

北秧歌的火辣、热情，以及蒙古族骨子

里崇拜英雄的豪迈气质，具有很强的个

性。《嬉戏——花》作为一个教学剧目是

成立的，具有很强的训练功能。但比较

直观的感受是动作的堆砌。题材的选

择也要考虑立意是否独特，意境是否高

级。《舞动的琴弦》让我非常感动。这个

作品没有为了表现阳刚而起舞，没有强

迫观众，而是很注重琴和情的融合，抑

扬顿挫用得非常好，越是先抑，后面的

扬越显出雄壮之美、豪迈之美，值得学

习。如果结构能够一气呵成，我感觉会

更好。

田露（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艺术家

都应该有自己的定力，应该坚持自己的

东西。我看到一些民间舞仅仅是素材

的堆砌，虽然好看，但都是借鉴别人的，

这不是创作作品。只有通过理解，把素

材转化为你自己的，这才是创作。

《悠然情韵》把传统的东西从具象

化为抽象，给传统舞韵注入了新的内

涵。《田埂地垄一片云》把具象的民间舞

和比较实的素材虚化了，产生了意蕴

美。但编排得太满了，最后出现一片具

象的云，画蛇添足。“女书”是七言的诗

体，写在扇子上的，有一种女人的特殊

韵味，但《女书·听》没有这种韵味，服装

有点莫名其妙，立意比较模糊。素材要

通过艺术家的智慧表达在舞台上，而不

能直接搬上来。

罗斌（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副主席）：舞蹈创作一直以来比较回

避谈观念，尤其是现代舞，有了编舞技

法之后，大家认为作品就出来了，即使

没主题，也可以先编动作。除了技术以

外，我们要探讨创作本身到底应该由哪

些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在具体的艺术和

教学实践中是否完整形成了结构，如果

没有构成，你的作品就是不能看的，就

只是小品。

舞蹈编导应该有作家的思想。艺

术家永远在创造，每一个新作品都是在

挑战以往和挑战自我。观念对于创作

来说是第一位的，独创性使你的意识不

同于以往，不同于自己以前唯一认为可

以有意义的东西。创作作品首先要确

定观念层面的“道”是什么，用这个东西

表达什么，其次是“气”的层面，用什么

方法和手段实现你的“道”，如果实现不

了，说明这中间有问题，这个作品就会

“跑风漏气”，这些缝隙就是你在修炼过

程中不完善的地方。

左青（原总政歌舞团团长）：《黄河

赋》一开场就有大红绸的运用，时而似

滚滚的黄河水，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向

前，时而又像纤绳，拉动万众一心的大

船，在高潮的时候众人舞动红绸，营造

出黄河之水永远奔涌向前的气概。演

员的呈现是成功的，但在编排上稍微单

薄了一点。现在各个艺术院校的学生

进入到中国舞蹈的主流表演队伍，他们

共同的优点是充满了青春朝气，但编导

为他们编排作品时要更加注重人物情

感的表达，使表演尽可能贴近作品本

身，避免组合化、动作化、单一化。舞蹈

教育不仅要教技术，也要教如何用肢体

语言表情达意。

双人舞《父 子》引 起 我 的 情 感 共

鸣。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健康成长是

所有父亲共同面临的课题。这个作品

有生活、有观察、有真感情，两个演员

的表演也很精彩，特别是限定在一辆

自行车上，无论是肢体传情达意，还是

在 自 行 车 上 的 技 巧 设 计 ，都 有 亮 点 。

当然也有不足，如果编导紧紧抓住上

自行车、下自行车这个细节再深挖、精

挖，如果演员与自行车道具更巧妙地

结合，把生活中的动作转化为舞蹈的

呈现，如果结尾中儿子郑重地穿上父

亲的衣服，郑重地摆正了自行车，郑重

地摸着、看着父亲留给自己的自行车，

开始自己人生的路程，可能会使这件作

品更意味深长。

《黄河赋》以宏大叙事讲述了中华

民族的情怀，《父子》从小的视角关注家

庭这个社会最小单元，两个作品都有自

己的独特性，也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艺术

价值。

许锐（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主

任）：舞蹈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技

法和分寸的把握上都能恰如其分。

《爱·年轮》选择了现实生活的题

材，非常值得鼓励，情感把握、编导技

法都很不错，但是细节不够精炼，结构

稍微有一点不清晰。《鸡毛信》的编导

在创作道路上一直坚持自己，磨炼到

了一个比较纯熟的阶段。从具体手法

来说，有三点可以借鉴：一是结构。结

构和舞蹈本身的调度融合得好，具有

完整性。二是留白空间，最后一个布

满鲜血的手从人群中穿出来，这一表

达为我们留出了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

空 间 。 三 是 节 奏 处 理 上 把 握 得 特 别

好，音乐一气呵成，没有明显的停顿和

转换。转换全靠调 度 和 人 物 的 情 绪、

关系转变，在流动中很好地把握住了

节奏。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

所所长）：现代舞其实并不是压抑的、低

沉的、灰色的。我看了《心尘》之后很难

受，也许编导就是要观众难受，体会找

不到出路的感觉。创作一个作品需要

具备一定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

“小我”的情调宣泄。大凡在舞蹈史上

流芳千古的作曲家、编舞家都是非常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古往今来很多作品都

是 代 表 着 人 类 共 有 的 价 值 观 和 审 美

观。《本初》可能就是人之初，很简单，又

加上一个很哲学的概念，似乎很深奥，

结果什么也没说。跳纯舞，身体条件、

能 力 、技 术 、形 象 ，有 一 点 瑕 疵 都 不

行。身体没有解放到那种程度，气息

就不通。一定要把题材选好，主题定

好，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这

是最重要的。希望更多人参与到现代

舞的创作和演出中，希望看到更多好

的作品。

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从

本次展演来看，青年编导以非常出色的

表现登上了历史舞台，难能可贵的是他

们的精神高度。

《寻》所讲的拐卖儿童这个主题非

常真实。现实题材特别难做，我非常

佩服编导的勇气，敢去碰触伤疤，敢去

碰触人生当中极致痛苦的、无助的东

西，这个勇气一定不可缺失。《寻》从结

构上、从推进 程 度 上 还 有 很 多 欠 缺 ，

特别是妈妈的形象，还是显得简单了

一点。《鸡毛信》中举手投降的动作，

碰 触 了 当 时 整 个 民 族 非 常 悲 哀 的 状

态。《长恨》总体感觉还不够劲，所有

艺 术 元 素 都 没 有 集 中 在“ 长 恨 ”两 个

字上。唐明皇的身份、情感、身体、动

作是“长恨”这个词的要害，这样就碰

触 了 自 古 以 来 爱 江 山 还 是 爱 美 人 的

主题。杨贵妃以及群舞与“长恨”这个

主题的关系也有点游离，长长的白绫

和长恨的情感表达多少有一点不搭，

还缺少一点力量。

（本版文字由王立元整理，图片均

由卢旭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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