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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杂志迎来 100期

探寻心中那座千年的城
———观杂技剧—观杂技剧《《楼兰寻梦楼兰寻梦》》

郭云鹏

“京剧跷功一点不比芭蕾差”
——记武汉京剧院《三寸金莲》美国巡演

嘉 纳

国粹幽默剧《河东狮吼》上演

《三寸金莲》美国演出现场

“2016秋冬演出季，我们要用50台82

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彰显信

仰的力量之美与崇高的理想之美。”日前，

北京舞蹈学院 2016秋冬演出季在北京舞

蹈剧场正式拉开帷幕，院长郭磊对于本届

演出季的高水准、高质量充满信心。

四大板块精彩纷呈

本届演出季共分“新锐季”、艺术实

践创作项目展示、2016 北京中外舞蹈院

校展演等四大板块。

“新锐季”是 2015年北京舞蹈学院教

学实践中心成立后推出的全新公益性展

演项目品牌，是为迅速成长的青年艺术

人才提供作品展示与交流的学术性平

台。去年首届“新锐季”中，青年舞蹈家

王亚彬、赵梁和青年戏剧制作人汪鹏飞

倾情加盟；今年的“新锐季”，不仅有“陶

身体剧场”的精彩演出，还有美籍华裔编

舞家沈伟和保罗泰勒舞蹈团应邀而来。

而中国舞蹈家协会“培青计划”的合作融

入，更显示出“新锐季”的开放态度。

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实践创作项目

自 2012 年起，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演出，集中展现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

学和艺术创作的成果，得到学院内外的

一致好评。本届演出季中，实践创作项

目展示板块包含青年舞团的《傩·情》、

中国古典舞系的《粉墨》、中国民族民间

舞系的《大美不言》以及毕业创作演出、

经典教学剧目展演等。

原生态与学院派碰撞融合

在本届演出季的 50 部作品中，在舞

蹈剧场和国家大剧院分别亮相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傩·情》无疑是一

大亮点。

张艺谋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让很

多人认识了“傩”这种历史悠久的艺术

形式。《傩·情》正是基于这种古老的民

间文化创作的，这部作品有一个特别的

头衔“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这是

郭磊基于舞蹈高等教育中创作实践的思

考而对其进行的定位。作为该剧总导

演，郭磊认为北京舞蹈学院的创作与商

业演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首要任务

是立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上的发现

和开创。因此创作过程中他始终不断地

提醒团队，要在文化的观照下，以感恩之

心、敬畏之情、抱着严谨的态度来对待

古老民间文化。

《傩·情》研创历时 3 年，整个研创团

队以真情实感的田野考察方式虔诚地

融入其中，其间数度深入江西南丰县石

邮村采风，青年舞蹈家们甚至拜当地傩

班老艺人为师，一招一式地向他们学习

最原汁原味的跳傩技艺。

在《傩·情》的演出中不仅有青年舞蹈

家们的精彩演绎，北京舞蹈学院还特意从

江西请来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傩班中的

艺人们与这些专业舞者同台共舞。

当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傩班艺人

与象牙塔中的舞蹈精英共同走上舞台，

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消融了，表演与仪式

的划分模糊了，古老与当下、传统与现

代，被举重若轻地拉进同一时空坐标，

成为一次精彩的浪漫抒情。

本报讯 近日，《国家大剧院》出刊

100 期暨艺术类媒体生态研讨会在北京

国家大剧院举行，20 余位艺术类报刊经

营管理者、艺术家、乐评人等齐聚一堂，

围绕“《国家大剧院》杂志运营与发展”和

“艺术类媒体的生存现状及未来发展”两

大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2008 年初，《国家大剧院》杂志在国

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季中应运而生，以刊

登艺术资讯、评论、知识的方式推广普及

高雅艺术。2013 年 1 月，《国家大剧院》

杂志正式全球公开发行。今年 11 月，

《国家大剧院》杂志迎来了自创刊以来的

总第 100 期刊。100 期以来，《国家大剧

院》杂志的报道内容遵循国家大剧院对

于“高品位、高水准的中外高雅艺术”的

艺术追求，涵盖歌剧、音乐、舞蹈、戏剧、

戏曲五大艺术门类。

研讨会上，多位业内人士不仅讨论

了《国家大剧院》杂志的运营与发展情

况，还探讨了我国艺术类媒体的生存现

状及未来。歌剧、音乐、舞蹈、戏剧、戏曲

领域相关的代表性艺术类报刊经营管理

者，分享了各自的经营理念和运营经验，

也道出了困惑和难点。“100 期既是对于

过往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于未来的展

望与探索；既是值得铭记的珍贵记忆，也

是新征程的起点。”国家大剧院副院长、

《国家大剧院》杂志社社长朱敬说。

（黑 莓）

30 年前，作家冯骥才的中篇小说

《三寸金莲》通过对女主人公戈香莲

痛苦、坎坷的一生的描写，深刻揭示

了数百年来中国妇女饱受摧残、渴求

解放的命运，展示了新旧观念的碰撞

和社会进步的潮流。小小的“金莲”

成为探寻与反思民族文化的象征。

12 年前，武汉京剧院的艺术家将

小 说 搬 上 京 剧 舞 台 ，扎 实 的 文 本 改

编、绝迹多年的“跷功”以及音乐、唱

腔上的创新探索，让该剧不仅囊括了

包括文华新剧目奖、文华表演奖、梅

花奖等在内的众多大奖，而且为京剧

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借

鉴的新路。

如今，已演出数百场的《三寸金

莲》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又变身

为“文化使者”，日前登上美国纽约、

旧金山的舞台，为中美文化交流搭建

起了一座艺术之桥。

纽约是武汉京剧院美国之行的

第一站，用院长刘子微的话说，“这是

一次感恩、探路的演出。”去年 9 月，刘

子微和武汉京剧院就曾带着《三寸金

莲》的 选 段“ 赏 莲 会 ”登 上 纽 约 的 舞

台，受到当地观众的一致赞扬。“当时

很多观众看完戏都留在剧场不走，希

望剧院能再来演出全剧。”一手创办

美国“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京剧表演

艺术家齐淑芳表示，“艺术节 10 多年

来 遍 邀 国 内 众 多 名 团 、名 家 来 美 演

出，但是像《三寸金莲》这样受到如此

欢迎的作品并不多，特别是剧中展现

的京剧绝活‘跷功’，一点也不比西方

的芭蕾舞差。”可以说，正是去年的精

彩演绎为《三寸金莲》全本赴美演出

积累了不小的观众人气。作为国家

艺术基金 2015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

助项目中的京剧项目，为了呈现最佳

的演出效果，临行前，武汉京剧院精

心筹备、反复排练、认真打磨，最终形

成了 97 人的演出团队。

纽 约 当 地 时 间 10 月 23 日 下 午 ，

作为美国第 16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

演剧目，《三寸金莲》全本亮相曼哈顿

区纽约大学史克博尔艺术中心，能够

容纳 800 人的剧场座无虚席。在近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为美国观众和戏迷呈现了一台集中

国传统文化、历史民俗和感人故事于

一体的精彩演出，特别是主演刘子微

和女演员们全程的跷功绝技，犹如芭

蕾舞一般，婀娜多姿、变化万千。

导演石玉昆说，对于此次纽约的

演出，他的心一直悬着，不知道纽约

的观众能否接受，但演员们的精彩表

现和观众的热烈反响，让他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我们并不是在舞台

上消极地展示中国女人的小脚，而是

以小脚作为载体，介绍中国戏曲还有

个绝活——跷功。”

第一次看京剧演出的美国观众

贝多就对“跷功”惊叹不已，当他得知

演员演出时脚上全程绑着木质的小

鞋时，由衷地感叹：“简直难以想象，

真是不可思议。”他说，自己不仅看懂

了 整 个 故 事 ，而 且 为 演 员 优 美 的 身

段、婉转的唱腔着迷，“我希望多了解

京剧和中国文化，所有的一切对我都

很新奇。”

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看完演出后跑到后台，向刘子微发出

了邀请：“如果您以后档期允许的话，

我们想邀请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做

讲座，给我们讲讲您与京剧的故事。”

10 月 25 日下午，武汉京剧院来到

纽约法拉盛文艺中心，除演出《三寸

金莲》精彩选段外，剧团的京剧名家、

专业演员还和当地的票友一起表演

了《文昭关》《霸王别姬》《赵氏孤儿》

等 16 个传统剧目选段，让京剧表演真

正走进了纽约戏迷，特别是华人戏迷

的心里。

“ 这 次 演 出 可 以 看 作 中 美 文 化

交 流 的 一 件 大 事 。”齐 淑 芳 激 动 地

说 ，“ 近 些 年 ，赴 美 演 出 的 戏 曲 院 团

逐渐增多，其中有走市场的，也有进

校 园 普 及 的 ，但 基 本 上 是 传 统 剧 目

或折子戏专场，仅京剧就有《杨门女

将》《白 蛇 传》《锁 麟 囊》等 。 其 实 京

剧 并 不 都 是 画 着 脸 谱 、穿 着 古 装 演

绎古人的生活，它也在变化、发展。”

齐 淑 芳 表 示 ，《三 寸金莲》用充满中

国韵味的故事情节，不仅展示了京剧

“ 跷 功 ”的 独 特 魅 力 ，传 递 了 深 刻 的

文化蕴涵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

把京剧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的

距离拉得更近了。“很多华人在京剧

中寻觅传统的记忆、文化的血脉，从

这 个 层 面 看 ，《三 寸 金 莲》的 纽 约 之

行，传播的就不仅是京剧艺术，还是

一 种 情 感 寄 托 、一 种 挥 之 不 去 的 文

化乡愁。”

谈及《三寸金莲》纽约演出引发

的 热 烈 反 响 ，中 国 驻 纽 约 总 领 事 馆

文化参赞李立言表示：“这是中国文

化 在 纽 约 的 又 一 次 成 功 展 示 ，也 宣

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它

充 分 说 明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京剧艺

术不仅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而且远

播海外、深受欢迎。京剧在美国很有

市场，希望这样的京剧交流活动更多

一些。”

旧 金 山 当 地 时 间 10 月 29 日 晚 ，

作为全美华人华侨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三寸金莲》

美国之行第二站的演出在旧金山东

南 方 的 卡 斯 楚 谷 表 演 艺 术 中 心 举

行。用“盛况空前”形容此次演出的

规模一点也不为过。“为了观赏《三寸

金莲》，我和同事开车经过 8 个城市才

来到旧金山湾区。事实证明，这一趟

来得很值。”美国硅谷美术馆馆长段

昭南说，“这是一台由优秀演员支撑、

优秀导演精雕细琢、动人音乐编织而

成的舞台精品。”

在旧金山已经生活了 10 多年的

蔡女士，演出结束后迟迟不愿离开，

不停地用手机记录下剧场中的每一

个瞬间。“能看到国内这么高水平的

戏曲演出非常难得，我把今天晚上的

所见所闻都发到了朋友圈，希望让更

多 在 美 国 的 朋 友 感 受 到 现 场 的 气

氛。”她说。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文化参

赞肖夏勇表示，武汉京剧院曾经出过

高盛麟、郭玉昆等众多名家，如今又

将《三寸金莲》这样的保留剧目带到

了美国，非常了不起。他说：“中国很

多艺术形式的海外推广都面临一个

认知的过程，很多国外观众不能一下

子体会京剧的美妙，但国家艺术基金

为它们的传播推广创造了机会。我

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把中国

故事带给更多的民众，这是我们文化

交流的努力方向。”

“此次赴美演出，主要角色大部

分都由青年演员担纲，包括乐队都是

新人，我们既向美国观众弘扬了国粹

艺术、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锻炼

了青年队伍，为剧院培养了新人。”刘

子微说。

楼兰，在汉代是通往西域的要道，

是商贾云集的古城。时光的洗礼，让

楼兰这个名字充满诗意的地方褪尽了

昔日的繁华与喧嚣，成为“沙漠中的庞

贝”。残断的城垣、干涸的湖泊、枯朽

的胡杨、神秘的美女，积淀成了独特的

美，令人产生无边的遐想，让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座楼兰。

2016 年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

技 团 新 编 大 型 原 创 杂 技 剧《楼 兰 寻

梦》，让人们带着自己的猜度，踏上了

漫漫黄沙的寻梦之路，让尘封千年的

楼兰在人们的想象中复活。

杂技剧《楼兰寻梦》分“忆梦”“溯

梦”“追梦”“惊梦”“续梦”5 个部分，本

剧总导演李西宁用丰富的想象、艺术

的创作，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

的故事。老楼兰王为保全国家，向强

大的匈奴和汉朝示好，分别将两位王

子安归、尉屠耆送往匈奴和汉朝。数

年之后，老楼兰王去世，匈奴抢先把

安归送回楼兰继位为王。不久后，尉

屠耆与汉使傅介子、傅妙君父女也抵

达楼兰，他从安归的所作所为中发现

其并非一个仁德的王者，兄弟矛盾逐

渐激化，最终进行了决斗。尉屠耆在

楼兰人民的帮助下击败安归，登上王

位，改国名为鄯善，迁都伊循城，并请

汉朝派人来屯田，自此鄯善变得安宁

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丝绸之路恢复了

往日的繁荣。

在这个剧中，杂技的“技”与戏剧

的“艺”有机融合，通过对一个并不复

杂的故事来凸显其戏剧内涵，显示出

无穷的艺术魅力。

首先，剧中的人物形象丰满、个性

鲜明、特点突出。主要人物有两位王

子安归和尉屠耆，有汉朝使节傅介子

和女儿傅妙君，以及乳母、萨满大祭司

等。其间有男女爱情、兄弟情、君民情

等，一条情感的主线贯穿全剧，让剧中

人物变得鲜活而有温度。而对各个人

物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的准确把握和

细节描绘，让观众感到真实亲切、生动

具体。

其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剧中

设计了社会动荡乳母盼王归，兄弟重

逢情谊浓浓，二人反目成为敌对，勾结

匈奴密谋杀弟，与兄决斗正义胜出，百

姓安居繁荣再现等故事情节，这一幕

幕场景既有歌舞升平，也有刀光剑影，

可见温情繁华，亦现凶残凋敝，剧情环

环相扣，矛盾冲突、情感表达得到了完

整呈现。

再者，该剧立意健康，充满正能

量。安归骄奢淫逸，欺压百姓，尉屠

耆善良正义，体恤民生，一正一邪，对

比 鲜 明 。 尉 屠 耆 为 民 请 愿 ，受 人 爱

戴，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自由和平的追求。其所弘扬的美

好精神和价值，把过去、现在和未来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们这个

时代所需要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近年

来 编 创 了《天 鹅 湖 —— 男 子 倒 立 技

巧》《向太阳——绳技》《春之韵——

女子造型》等多个精品节目，并在国

内外重大杂技赛场多次获奖。但是，

在该剧中他们并没有为“凸显”这些

金奖节目而将其全盘使用，李西宁根

据剧情巧妙地进行了取舍，将原先完

整的杂技节目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

动作技巧，作为杂技剧的编创基本元

素，根据主题表达、人物塑造、情节起

伏、矛盾变化等剧情发展需要进行重

新整合，并根据杂技独特的个性在表

演中发展主题性、戏剧性、语言性的

艺术，进行了一次解构重组的大胆而

成功的尝试。

于是，便有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用

集体倒立技巧表现沙漠中千姿百态的

胡杨造型；用急促迅捷、富于变化的绳

技表现战争中策马扬鞭、军情紧急的

场面；用女子集体造型表现宫廷夜宴

时的曼妙繁盛、歌舞升平等。该团优

秀、高端的节目得以自然展现，添彩而

没添乱，体现出了“有舍才有得”的大

智慧。

杂技剧《楼兰寻梦》中演员的表演

也可圈可点。舞台上他们不仅完美实

现了对杂技技巧的掌控和展示，还圆

满完成在特定故事中、在规定情境下

角色的扮演。演员们对导演意图的理

解、剧情的推进、人物的塑造、角色的

深挖等方面的优异表现，彰显了他们

在舞蹈、音乐、戏剧乃至文学等方面较

高的综合素养。

《楼兰寻梦》的音乐也具有创造

性，可谓匠心独具。团队专门创作了

音 乐 ，以 大 空 间 的 背 景 音 乐 烘 托 气

氛，尤其是开场时用儿童唱诗班演唱

的 童 谣 暖 场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天 籁

般 纯 净 悠 扬 的 童 声 合 唱 ，恰 似 一 首

流淌的诗，在时光里灵动穿梭，触碰

了 人 们 内 心 的 柔 软 。 尾 声 中 ，唱 诗

班再次缓步进入舞台，边走边唱，柔

美与温和的音乐化解和舒缓了先前

激 烈 的 斗 争 与 冲 突 ，观 众 被 打 动并

产生共鸣。

该剧紧紧把握艺术与技术新的契

合点，采用了先进的舞台影像实时交

互技术，实现了多媒体虚拟场景与真

实舞美场景的同步切换，舞台变得更

加饱满丰富，创造出夜宴的宫廷、繁荣

的集市、大漠中的商队等逼真的演出

环境，增加了观众的临场接触感、视觉

冲击力。

谈及《楼兰寻梦》的创意，李西宁

说，在前期的采风中，发现丝绸之路上

的楼兰是多元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

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样的民族文化，蕴

含着丰富的文化基因，这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剧中，既有

罗马商人、波斯商人，也有西域少数民

族以及汉族，既可以看到阿拉伯舞蹈，

也可以看到汉族的扇子舞、绸子舞，多

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是中华文化兼

容并蓄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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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祝静）由北京集贤弘

艺文化中心出品的国粹幽默剧《河东狮

吼》近日在北京大观园戏楼上演，诙谐幽

默的剧情令现场观众忍俊不禁。

这部剧取材于明代传奇《狮吼记》，

讲述的是眉山书生陈季常害怕老婆，因

与歌妓私会被悍妒的妻子打骂，后在好

友苏东坡等人的帮助下与妻子重修旧

好。该剧由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索明芳、

付毅、刘冰等担任主演，并特邀前辈艺

术家张永生和张玉奎助阵。

国粹幽默剧《河东狮吼》除了在诙

谐 风 趣 中 让 观 众 获 得 意 味 深 长 的 回

味 之 外 ，在 表 现 形 式 上 ，该 剧 融 合 了

丰 富 多 元 的 艺 术 元 素 。 该 剧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这 部 戏 以 京 剧 为 主 ，融 入

豫剧、评书、河北梆子等剧种，在继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融 入 现 代 元 素，幽默但

不恶搞，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对于传统

戏曲的全新印象。

《傩·情》剧照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电视纪录

片《召唤》日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展

现了近年来我国文艺事业的新气象和

新成就。

该片主要反映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鼓舞

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怀激情地投

入文学艺术创作，文艺界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取得了新的成就。电视纪录片《召

唤》分为“号角”“活水”“铸魂”“扬帆”4

集，内容丰富，画面精彩，重点突出，是迎

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

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片。它

由何建明任总撰稿，李德刚任总导演。

《召唤》于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在中央

电视台综艺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并将在

央视国际频道向海外播出。

电视纪录片《召唤》展现文艺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