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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艺术教育

识 璞 的 慧 眼 敬 畏 的 心
———湖北传统民间—湖北传统民间舞晚会舞晚会《《楚璞楚璞》》观后观后

于 平

杨丽萍整了台《云南映象》，号称“原生态歌

舞集”。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乡间娃子，把塍间坝

头的歌舞戏乐搬演于剧场，给旅游观者“秀”一

个“映象”——“原生态”在这里只是为着营销而

贴附的标签。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高度教授，在卸任该院民间舞系主任后，应湖北

艺术职业学院之邀建立“专家工作室”，尝试建

立起保护、挖掘、传承、发展湖北传统民间舞的

“活水循环”模式——民间舞晚会《楚璞》是建立

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成果。

与表演《云南映象》的乡间娃子不同，参与

《楚璞》表演的是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从中专到大

专的各年级同学。虽然表演者不是“原生态”，

但晚会演出的追求不是掠影的“映象”而是蕴玉

的“璞”，作品的呈现反倒真正保持了“原生态”

的原汁原味。担任总导演的高度、卢慧，申说

晚 会 的 创 作 原 则 是“ 标 新 不 立 异 、脱 胎 不 换

骨”，也即它一方面传承了民族的、地域的传

统民间舞，另一方面也发展出它与时代合拍、

与时代共美的新气象。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晚

会 在 擦 亮 湖 北 传 统 民 间 舞 蹈 文 化 品 牌 的 同

时 ，要 通 过 建 设 相 应 的 品 牌 课 程 体 系 ，建 立

“活水循环”的传承、发展模式，强调“保护继承”

和“创新发展”并重——继承是发展的“根蒂”，

发展是继承的“枝叶”，要让“根深蒂固”滋长出

枝繁叶茂。

民间舞晚会《楚璞》作为“活水循环”的舞台

呈现，共由 10 个作品构成。这 10 个作品中有 4

个是取自鄂西的土家族民间舞蹈。作为古老民

间舞蹈的“现代遗存”，这几个舞蹈似乎都在告

诉我们，舞蹈曾经是一种庄肃而神圣的祭祀仪

式，比如《八宝铜铃舞》的摇铃振舞，就是以八个

铜铃象征八个部落的先祖。歌舞的内容是祭祖

求福，形式上则呈现为部落的凝心聚力，而“凝

心聚力”正是这个古老祭祀舞蹈的现代价值。

又比如以“大摆手”和“小摆手”两种规模存在的

《摆手舞》，后者在于祭祀本姓先祖，而前者则在

于诸姓和合，而以“摆手”名“舞”，深层的意味是

民族迁徙历程中跋山涉水的行走体态，张扬着

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还比如作为古老丧葬仪

式舞蹈的《撒叶儿嗬》，是一种俗称“跳表”的缅

怀逝者的仪式。非洲有部族为逝者举行通宵达

旦的歌舞仪式，表示“伴随逝者走过漫长的再生

之路”；《撒叶儿嗬》对逝者的缅怀，则传递出深

切的追思和关爱的情怀。

《楚璞》中的汉族民间舞，基本上来自江汉

平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其中有 3个舞蹈的

“原生态”都与“乞讨谋生”相关。一个是《碟子

舞》，就是歌剧《洪湖赤卫队》曾撷用的“手拿碟

儿唱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这是江汉平原在

饥荒之年“乞讨谋生”者的行活，本质上是“卖

艺”而非一味地“乞讨”。一个是《肉连响》，是利

川一带“乞讨谋生”者的行活，特点是以掌拍击

额、肩、脸、臂、肘、腰、腿等身体部位，以“肉连

响”求得“裹腹香”。还有一个是《连厢》，这是在

许多地方都存在着的《花棍舞》。这种民间舞所

用道具是二尺来长的竹棍，两头安装铜钱以便

击打耍弄时发出响声。作为恩施地区“乞讨谋

生”者的行活，有人认为《连厢》由《肉连响》中的

“连响”而得名。这几个与“乞讨谋生”相关的民

间舞蹈的共同点，就是在舞蹈时要弄出点响声、

谋得个生路。安徽的《凤阳花鼓》既往也是如此

这般。

当然，也有民间舞是年节之际、丰收之时喜

庆心情的流露，比如流传于通城的《通城拍打》、

流传于麻城的《麻城花挑》、流传于云梦的《三节

龙·跳鼓》和流传于鄂西南的《耍耍》等。实际

上，前述与“祭祀仪式”和“乞讨谋生”相关联的

传统民间舞蹈，其自身在民间也在与时俱进发

展。比如脱胎于祭祀仪式的庄肃表情，悄然转

化为对先人艺术创造的敬畏；而浸漫于“乞讨谋

生”的凄凉气氛，也作为一去不返的“曾经”比照

出当下的“超越”。也就是说，随着功能的转换，

传统民间舞蹈的既成风格形态应注入发展着的

时代义涵——这也是《楚璞》这台民间舞晚会解

决传承发展问题的第一个关注点，我称为“情

调”的发展。对于传统民间舞蹈，第二个关注点

当然在“体态”。既然将晚会的舞蹈称为“璞”，

就说明要保留它的“山野趣”和“泥土香”。高

度、卢慧们的做法，是开展“非遗传承人进校园”

的系列活动，同时也深入传统民间舞蹈的原生

环境，以“活体传承”为本，去芜取精、由表及里、

化零为整、变常固特。作为传统民间舞蹈的舞

台呈现，编导们当然要考虑动作编排和舞台调

度的问题，我把这称为对“格局”的关注。由于

动作编排的精心设计和舞台调度的巧妙安排，

这些作为“活动”出现的民间舞蹈已经具备了

“作品”的范型——“璞”的稚拙之美已有了“玉”

的温润之品。

通过《楚璞》这样一台传统民间舞晚会，湖

北艺术职业学院其实是在申说一种办学理念，

这就是建立传统民间舞传承与发展的机制，从

而来探索其有效的传承与发展方式。正如该院

院长周一鸣所说：“这是我们在舞蹈表演人才培

养过程中，增加体现地域文化艺术特色、传承本

土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训练课程。我院邀

请高度教授建立的‘专家工作室’，计划在 3年内

完成湖北民间舞相关教材的建设……在践行实

际教学的基础上，结合学院培养优秀舞蹈艺术

人才的目标，不断探索湖北民间舞蹈传承的有

效方式。”高度教授就具体步骤告诉我：“工作室

的第一步是通过‘沉下去，请进来’实现面对面

的传承；第二步是通过‘编教材、进课堂’实现手

牵手的提炼；第三步是通过‘创作品、上舞台’实

现心贴心的升华。”事实上，在传统民间艺术随

着现代化进程日趋萎退、流失的境况下，《楚璞》

的演出告诉我们，艺术职业教育作为文化传承

的重要阵地，应该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在古都西安圆满落

幕，河南省参评剧目豫剧《焦裕禄》摘取文华

大奖第一名，主演贾文龙也获得文华表演奖

第一名，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这是河南戏曲

文化沃土结出的又一硕果。新世纪以来，河

南戏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自 2000 年现代豫

剧《香魂女》荣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始，

连续六次夺得中国艺术节桂冠，形成了引人

注目的“河南戏剧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一部优秀的文

艺作品，往往对一个人的道德

信 仰 、人 文 情 怀 产 生 深 远 影

响，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构建有

着重要意义。豫剧《焦裕禄》

无论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

益上都有着令人惊喜的表现，

为河南省现代戏的创作探索

出了一条可供遵循的道路。

首先，要挖掘好题材。文

艺工作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题

材的选择，一定程度决定了作

品未来的审美风貌 与 价 值 取

向。焦裕禄作为优秀党员干部

的代表，可以说是河南现代戏

创作中被表现次数最多的题

材，上个世纪 60 年代，河南戏

剧舞台上曾出现几十个版本的

“焦裕禄”。在半个多世纪后的

现代社会，这个题材是否还有

再次表现的价值？答案是肯

定的。2009 年 3 月，时任国家

副 主 席 习 近 平 到 河 南 视 察 ，

专 程 到 兰 考 焦 裕 禄 陵 园 拜

谒。习近平把焦裕禄精神概

括 为“ 亲 民 爱 民 、艰 苦 奋 斗 、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

献”，嘱托河南要将焦裕禄精

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焦裕禄

所 处 的 时 代 ，是 我 国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时 期 ，那 是 一 个 刚 刚

经历过大跃进极“左”狂热和

大饥荒肆虐的年代。而像焦

裕禄这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坚

定的理想主义信念，与老百姓

同甘苦、共患难，一心一意为

人民服务，以坚忍不拔的意志

带领人民与苦难顽强斗争，以

敢于担当的精神直面矛盾复

杂的现实，生命不止，奋斗不

息，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

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这

正是我们的民族魂和脊梁，是

当今民众所热切呼唤的，也是

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在当今时

代 依 然 有 着 突 出 的 现 实 意

义。这是党和民族的精神财

富，也是艺术创作的金矿，作

为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有使

命去不断深入挖掘其中的深

厚内涵，把它变成优秀的艺术作品，让更多

的人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力量，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要抓好艺术创作。有好的题材，

不等于有好的作品。尤其像焦裕禄这种英

模人物主旋律题材作品，有着特殊的难度。

我们的文艺创作，曾经历过以“三突出”歌颂

英雄人物为圭臬的时代，其概念化、去人性

化的“高大全”模式，几乎成了现代戏创作的

痼疾。一开始我们便决心要超越传统主旋

律题材的叙事模式，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的

独特内涵，力求找到焦裕禄与焦裕禄精神，以

及焦裕禄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创作出

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市场号召力的文艺精

品。为此，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剧作家

姚金成担纲剧本创作，由河南豫剧院三团组

织排练。剧本是一剧之本，姚金成作为那个

时代的亲历者，对焦裕禄所处的环境有着切

身的感受，同时有着成熟的艺术表现，曾创作

出《香魂女》《村官李天成》等优秀作品，他对

时代生活的认识、对焦裕禄的理解、对艺术规

律的把握等值得信赖。河南豫剧院三团，作

为全国现代戏创作的重镇，有着优秀的现代

戏创作传统，为《焦裕禄》的舞台呈现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焦裕禄》的创作过程中，主创

人员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牢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的根本立场，一次次深入到

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

的地方，全身心地去揣摩体悟

焦裕禄的内心世界，用艺术家

的真诚、智慧、才气、激情去走

进焦裕禄，理解感受他的情怀、

他的痛苦、他的意志、他的信

念，用丰富的艺术手段，去把他

的品格情怀展现出来，最终创

作出了既有道德筋骨又有人性

温度的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

这样的焦裕禄，呼应了当代观

众的需求，用历史的厚重，撞击

了时代的痛点，用饱满的艺术

形 象 ，叩 响 了 当 代 观 众 的 心

灵。因此，豫剧《焦裕禄》能吸

引人，能感动人，能引导人，真

正体现了主旋律作品的审美

品格。

再 次 ，要 抓牢打磨提升。

好 戏 是 改 出 来 的 ，十 年 磨 一

戏 ，“ 凡 是 传 世 之 作 、千 古 名

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

血的作品。”只有以孜孜以求、

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作品反复

打磨，不断提升，才能打造出

出色的文艺精品。豫剧《焦裕

禄》立上舞台后，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在得到专家们肯定赞

扬的同时，也受到市场的热烈

欢迎。但我们并不就此停滞

不前，而是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坚定决心，以及不忘初

心、勇攀高峰的顽强意志，凝

聚人心，明确方向，锲而不舍，

千锤百炼，不断突破自我，迈向

新的高峰。从剧本研讨，到立

上舞台，再到参加中国艺术节，

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修改，一

个动作、一个唱词可能要来回

改动十来遍。为备战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更多次邀请国内

外知名专家对该剧的加工提高

进行座谈论证，从剧本到舞美、

灯光、音响、服装等各个环节

不断打磨，反复排练，对细节

的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

度，力求各个方面都更令人满

意。站在高原已是寒风凛冽，

攀登高峰每一步都极为艰难。

戏曲创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

程，可以说豫剧《焦裕禄》取得的成绩，凝聚着

省委省政府的深切关怀，凝聚着文化主管部门

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血。

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

上，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指出，要“坚定文化

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明河南建设，

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豫剧《焦裕禄》的

成功，正是我省打造文化高地的重要一步，我

们将大力实施中原人文精神“五大工程”，创作

推出更多具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

的文艺精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讲好河

南故事，提升河南形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让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进程中更加出彩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河南省文化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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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7 年艺考临近，不

少备考艺考的学生开始对考

试科目进行集训。笔者近日

走访了北京几家艺考培训机

构，发现不少艺考培训机构已

进入艺考备考的冲刺阶段。

按照往年艺考时间安排，

各省的艺术统考大多会安排

在今年 12 月到明年 1 月；2017

年 2 月到 3 月，各院校的校考

会在此期间集中安排；3 月到

5 月，是文化课备考的冲刺阶

段；6 月则是高考。

据培训班老师介绍，本月，

艺考备考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

阶段。从事艺考培训的庄老师

就直言，艺考已经进入“最后备

考阶段”了。庄老师介绍称，像

播音主持、广播电视编导这类

专业学习周期较短，一般会在

暑假期间和艺考前集中培训。

他表示，最近几天，自己所在培

训机构就会有一个持续六周的

艺考集训班开班。

“集训是全日制上课，每

天学 习 至 少 也 要 十 几 小 时 。

六周集训会把整个艺考考点过一遍，并针对

学生各自的弱点进行训练，对学生整体做个

规划。”他说。

此外，他还表示，培训机构的老师会为参加

集训班的学生推荐十余所备考院校，“1-3月，我

们老师全程带队陪考，帮助孩子分析各个学校

的考题风格、答题思路。”

和这类学习周期短的专业不同，美术类专

业集训周期较长。笔者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附

近的一家培训机构看到，临近晚上七点，画室里

坐满了练习的学生。该培训机构的苏老师说，大

部分学生从今年 7月就来这里集训了，每天从早

上 8点半练习到晚上 12点。“我每天是夜里 12点

下课，下课后很多孩子都得画到夜里一两点。”

苏老师坦言，“平时很多人认为，艺考和高

考比起来相对容易，但其实孩子们也都挺辛苦

的”。由于“95%以上的美术类艺考生从暑假之

后就在画室练画，一直没上过文化课”，他说，

在艺考过后，学生们还要加紧突击复习文化

课，而留给考生的只有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

苏老师称，他所在培训机构在中央美院附

近的培训班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学生在怀柔校

区上课。”“怀柔那边是全封闭的学校，目前得有

300多人，学生吃住都在学校里。”

庄老师所在的艺考培训机构也招收了众多

学生。他表示，今年培训班的招生情况与往年相

比没有明显变化，而且其培训机构还会开办更短

的集训班，“除了六周的集训之外，还有五周集训

班、四周集训班，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能有两百多

人来上课”。他告诉记者，由于为数不少的学生

都是外地考生，同时也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节省

时间，培训机构会包下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供

学生住宿。“我们会统一安排住宿在酒店，24小时

有老师监管。一般在整个备考期间，那家酒店的

100多间房基本都会被我们包下来。”他说。

将各地报名的学生统一管理、统一集训，培

训的费用自然也为数不少。以播音主持为例，

北京某艺考培训机构的赵老师介绍，一般来说，

11 月的集训班单学费就要花费两三万元，如果

加上这一个月集训期间的食宿费用，最少也要 3

万元。此外，笔者也从某美术类艺考培训机构

中了解到，学费按月结算，每月要四、五千元。

赵老师说，到了艺考的冲刺阶段，大多数家

长不会在乎花钱多少，“只要能出成绩，家长还

是愿意给孩子报好的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于帆）由光明日报社、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等12家单位共

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第五届西北联大与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办。

论坛以“弘扬西北联大传统，大力推进

‘双一流’建设”为主题，分设校长论坛和专家

论坛。与会各高校领导、专家、学者围绕“弘

扬西北联大传统，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这

一主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并提交了 39 篇学术

论文。

论坛期间，来自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大学、

天津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负责人、专家学

者回顾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艰苦办学

的历史，及西北联大对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作出的贡献，认为西北联大的办学历史，不仅为

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对

全国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坛进一

步弘扬与发掘了西北联大的优良传统与大学精

神，拓宽了西北联大的史实和发展脉络，深化了

其历史作用与影响。

据介绍，下一届论坛将由西安交通大学

承办。

艺考备考进入冲刺艺考备考进入冲刺阶阶段段：：

考生每天学十几小时
宋宇宋宇晟晟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以“娃娃唱戏娃

娃看，民族文化代代传”唱响首都京剧舞台的

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暨中国少儿京剧团，于 11

月 21 日再次在长安大戏院，开始向首都观众

献上 10 天 12 台共计 32 出京剧传统戏教学剧

目。本次教学汇报演出，预计将有近 20 余所

中小学的 2 千余名学生走进剧场。演出将持

续至 11月 30日。

本次演出剧目，包括了《四郎探母》《穆桂

英大破天门阵》《遇后打龙袍》《卖水》《拾玉

镯》《雅观楼》《女起解》《竹林计》《青石山》等

传统教学剧目，既有唱功为主的文戏，也有展

示武功基础的武戏，参加演出的学生涵盖了

全校各个年级。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表示，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重要讲话为指引，积极落实国务院 52 号

文件精神，纷纷出台扶持戏曲艺术发展的政

策措施，戏曲艺术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中

国戏曲学院附中师生积极落实国家文化发

展战略，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发挥朋辈教育

作用，在学生专业教学实践活动中，对接各

中小学校，在青少年观众中普及京剧艺术。

娃娃唱戏，唱给同龄的娃娃，使优秀传统文化

代代相传，这是附中近年来在普及京剧艺术

中做出的不懈追求。同龄人亲身感受京剧艺

术的魅力，激发一大批小观众对戏曲艺术的

兴趣和热爱，这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在戏曲

艺术进校园工作中所具有的独特 且 不 可 替

代的重要作用。

“ 娃 娃 唱 戏 娃 娃 看 ”唱 响 首 都 舞 台

第五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日前，山西美术联盟高考专业测试结束，5000 名美术类高考生在考前进行实战模拟测评。专业评卷老师分组浏

览“画海”，为 15000张美术考卷打分。 韦 亮 摄

《楚璞》演出剧照 杨 龙 摄

艺教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