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艺术·专题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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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

我看过 3 次，第一次是在 2018 年国家

大剧院戏剧场的首演，第二次是在云

南昆明的展演，第三次是今年 4月在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演出。

这部作品在创作之初，我就参与剧本

研讨，现在来看，演出呈现比我的预期

要好很多。的确，好作品是打磨出来

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越改越好。

回顾中国舞蹈史，3000 年来，古人

的舞蹈风格相对抽象。我们用舞蹈讲

故事始于上个世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这一方面是受前苏联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配合宣传工作

的需要。抽象的舞蹈很难起到宣传

作用，所以即便排个小作品也要有情

境和内容，用艺术来表现生活，塑造中

国人民的形象，形成当代中国舞风。

舞剧《天路》正是这种中国式的舞剧。

我们提倡现实题材，主旨就是表达人

民的声音，抒写国家的命运。

以小见大，题材真实

舞剧《天路》是一部现实题材作

品。青藏铁路工程历时 48 年，在艰苦

恶劣的条件下修筑一条“天路”，这是

中国人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将这件

令人感动的事情转化为艺术作品尤其

是舞剧艺术作品，当然很难，而创作一

部真正接地气、能传播、留得住的舞剧

作品就更难。但这部作品让我感到放

心，它能留得住，也传得开，而且是接

地气的。

有些舞剧作品之所以难以获得认

可 ，是 因 为 其 在 制 作 上 的“ 假 、大 、

空”。舞剧《天路》首先做到了“真”，这

部作品从题材到故事、从人物到舞段

都是那么的朴实生动。作品讲述了几

个小人物的故事，包括一个汉族铁道

兵战士和他的两个战友，还有一对藏

族姐弟，让人乐于接受。

王舸不愧为业界善于“用舞蹈讲

故事”的出色导演，事实证明，国家大

剧院邀请他出任这部舞剧的总编导，

是非常合适的。导演风格决定了作品

风格，王舸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同类题

材作品的做法，寻找自己的结构方式，

这个结构方式就是“大题小做”，即在

大题材中突出小人物，同时强调细节，

使得该剧在视觉、听觉上的舞台整体

呈现形成高度统一。

故事流畅，形象鲜明

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不免在

想，汉族铁道兵和藏族女孩会擦出怎

样的爱情火花？

故事中，这些小人物构成的人物

关系是真实的，采取的舞蹈方式也不

摆架子，令人信服。舞蹈动作容易夸

张 ，尤 其 又 受 芭 蕾 舞“ 摆 架 子 ”的 影

响，如果情节不真实，很容易造成虚

假。这部作品关注细节，靴子、口琴

等小道具的使用，使得故事情节更加

真实感人。以往有很多舞剧作品，观

众如果不看字幕的话就看不懂，理不

清楚人物关系，但这部作品在演出时

有意不用字幕，就是为了检验它能否

被观众接受。现在看来，观众的热烈

反馈也证明这确是一部成功的舞剧。

当然，这部舞剧还使用了几处画

外音道白，也有些许争议。但是我想只

要用得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能被观

众接受，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部

作品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比如幕与幕、

场与场之间的转换衔接流畅，不老套也

不拖沓，这是舞剧《天路》的突出亮点。

舞剧《天路》的美不仅在于简单

的 舞 台 上 的“ 漂 亮 ”，更 在 于 它 着 力

表 现“ 真 ”和“ 善 ”，所 以 它 可 以 打 动

观 众 ，可 以 很 好 地 体 现 青 藏 铁 路 工

程的精神内核。

舞剧《天路》塑 造 的 人 物 形 象 鲜

明 、突 出 、可 信 。 5 个 主 要 人 物 的 五

人舞构成了人物关系的核心，也构成

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还勾勒出整

部作品清晰的故事走向。剧中每个

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演员表演得也

非常好。

精彩舞段，回味绵长

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有精

彩的舞段。其中，五人舞表现了主人

公的性格与人物关系，男子扛着枕木

的筑路群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藏

民 农 耕 时 的 舞 蹈 、女 子 在 联 欢 时 候

的 群 舞 也 很 有 特 点 ，尤 其 是 藏 族 女

孩 和 汉 族 铁 道 兵 卢 天 的 两 段 独 舞

既 有 个 人 特 色 ，也 有 民 族 风 格 。 男

女 主 人 公 的 双 人 舞 、藏 族 姐 弟 的 双

人 舞 和 三 人 舞 ，构 成 了 全 剧 的 突 出

舞 段 ，这 是 该 剧 的 一 大 亮 点 。 剧 中

有些段落让人在观剧之后仍能久久

回 味 ，这 也 是 舞 剧 最 难 得 的 。 我 认

为，这部舞剧的舞段有不少可以独立

出来单独表演，不论是集体舞还是独

舞、双人舞，甚至是三人舞，这一点尤

为可贵。

还 有 一 点 必 须 提 及 ，就 是 这 部

舞剧的舞段编创没有那种无缘无故

地炫技巧，坚持了正派的编舞之路。

瑕不掩瑜，至臻完善

剧中，卢天和铁道兵们的牺牲是一

个非常核心的情节，体现出这条“天路”

确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是用生命换来

的，也给男女主人公朦胧的情感线索做

了合理的收尾。这一段处理得很好，

没有刻意的舞蹈，即使有了动作也是

生活化的动作，颇有“此地无声胜有

声”之妙。

优点之外，我认为，该剧还缺少排

的功夫，要让观众尽情流泪，这是舞剧

《天路》今后可打磨提升的方向。

总体来说，舞剧《天路》题材好，有

内涵，接地气，实现了人民性和艺术性

的统一。我认为，该剧还应有国际性，

要努力实现走出去，这也是中国舞蹈

艺术在新时代的目标之一。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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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天路》剧照 牛小北 刘海栋 摄

本报讯 （记者程佳）5月 2日，由国家京剧院和北京市

西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惠民演出 2019 年“京剧行

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开幕。

开幕式上，旦行四大流派“梅、尚、程、荀”经典代表剧

目《宇宙锋》《武家坡》《锁麟囊》《荀灌娘》选段轮番上演。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展演活动将持续推出

以旦行为主的系列展演，计划全年演出 52 场，纯公益演出

50 场，开幕式和闭幕式在梅兰芳大剧院以低票价形式进行

演出，把精彩的演出送给基层群众。

据悉，“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是以京剧行

当生旦净丑为主题推出的系列演出项目推广工程，旨在弘

扬传承国粹精品，发挥国家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

作用，为广大京剧爱好者提供近距离接触传统京剧艺术的平

台。首届“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于 2018年 5月

举办，以京剧行当中的丑行为主，活动历时 8个月，全年共计

2.5万余名观众参与。

本报讯 （记者陈璐 罗群）5 月 1 日，第六届“梦想成

真”五月演出季——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开放日活动举

办，众多河北梆子戏迷和媒体代表走进剧团参观、体验。

活动中，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艺术总监王英会简要介绍

了剧团的发展历史、名家名段，并带领大家参观剧团。在剧团

小排练厅，戏迷观看了正在排练的“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参

演剧目《卧虎令》选段，演员和戏迷互动不断，戏迷代表还现场

学习了河北梆子老生的台步、捋髯等技巧。

在剧团小剧场，戏迷们欣赏了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

团长王洪玲与王英会演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选段。该

剧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推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的献礼作品，以百姓视角表现重大主题。据了

解，《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演出中不断修改打磨，近期就将

演出修改后的版本。

“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在京开幕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举办公众开放日

4月30日晚，湖南长沙音乐厅歌声嘹亮、座无虚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周小勇独唱音乐会在这里上演。

周小勇是我国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二级演员、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教师，先后师从李力明、金明春、戴玉强、周浩等

声乐教育家。此次音乐会以“我心永恒”为主题，选取古今中外 16 首经典曲目。在周小勇及嘉宾们的动情演唱中，观众乘着

歌声的翅膀感受音乐跨越国界、纵横古今的魅力。

图为周小勇独唱音乐会现场。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文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供图

5 月 1 日至 7 日，2019 年“炫彩青春”京剧联盟院团暨京

津冀优秀青年演员交流展演（以下简称“炫彩青春”）在天津

举办，本次展演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联主办，

天津京剧院承办。展演中，来自全国 26家京剧院团的 82名

青年演员为观众献上了 9场演出。

青年人才培养是院团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第一

资源”。在 5 月 1 日举行的“炫彩青春”展演活动院团领导

座谈会中，来自各地京剧院团的相关负责人与业内专家、

学者齐聚天津京剧院，就青年人才培养、京剧院团发展与

交流合作等方面展开交流、分享经验，助力京剧事业繁荣

发展。

在传统戏的历练中助推青年演员成长

河南京剧艺术中心由一支年轻的队伍组成，该中心

主任赵丽介绍，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约为 30 岁，这些年轻

人在中心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孩子从戏

曲院校毕业后，缺乏舞台上的历练和摔打，水平参差不

齐，要能独立上台表演还需要 3 至 5 年的锤炼。”赵丽说。

“年轻人的传统戏根底薄弱，在此基础上也难谈推陈出

新。”赵丽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辈、老师对青年演员的

传帮带尤为重要。“青年演员大多看录像学习传统戏，往往

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一字一韵、一转身一回眸，在这

些细节上十分需要老先生手把手地示范、教导。”甘肃省京

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孟庆波说。

《中国京剧》杂志编辑部主任封杰认为，青年演员还要

注重学习传统戏曲文化。“‘徽班’这个徽是什么意思？手眼

身法步，这个法到底是指什么？只学戏是不够的，还需要学

习戏中的文化内涵，这样有助于加深对京剧艺术和对具体

剧目的理解。”封杰说。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有了好演员不愁没有好戏。”孟庆

波说，“通过‘炫彩青春’这个平台，多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与

舞台，让他们在传统戏的历练中不断丰富自己，这也是一个

成熟好演员的必由之路。”

资源共享实现大联合

一年一度的“炫彩青春”展演“评戏不评奖”的机制让

青年演员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在舞台上绽放光彩。以艺会

友、广结艺缘过后，他们的理想与担当需要更广阔的舞台

去实现。

“‘炫彩青春’虽然不评奖，但每个院团推选的选手中

肯定是好苗子，可以让他们组成一台戏，在全国选择一两

个省份进行汇报演出，给参展选手更大的展示平台。”赵

丽建议。

天津京剧院党委书记文晓瑜表示，“炫彩青春”除了展

示各加盟院团青年人才梯队的风采，院团之间也可以借此

交流管理经验，进行深度合作。“可以点对点合作，也可以以

小组形式或整团异地交换演出的多样合作模式，实现人才

资源共享，并推出更多的新星和名角，让其成为各个院团的

台柱子。”文晓瑜说。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介绍，北京京剧院主演众多，能上

台领衔主演的就有 100 多名，年青一代的新锐中，备选领衔

主演也有 13 名。“这些主演不仅是北京京剧院的财富，也是

其他京剧院的财富，其他京剧院团如需要主演可以相互协

商，共同建设更广阔的京剧市场。”刘侗说。

“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家艺术基金来申报项目，把各个行

当组合在一起，申报行当培训，就由天津京剧院来培训，让

最好的青年演员都集中到这里来学习。”湖北省京剧院副院

长周琥建议。

“走马换将，让青年演员不仅能得到本地观众的认

可，也能为全国观众认识。”封杰同时建议，各院团一定要

保有自身特色，各地青年演员也要努力掌握地方特色和

风格。

武戏振兴势在必行

小翻、旋子、对枪……虚实相彰中展现刀光剑影的惊险

场面，京剧武戏总能让台下观众大声叫好、过足戏瘾。

“允文允武”是“炫彩青春”的特色之一，自 2012 年举办

以来，“炫彩青春”一直十分重视武戏。几日的演出中，既

有老生、青衣、老旦、文丑等热门行当青年演员崭露头角，

也有武生、武丑、刀马旦等行当的青年武戏演员上演《三

岔口》《女杀四门》等经典作品，展示了京剧艺术的全面性

和丰富性。

“这些年武戏演员日益减少，一些武戏演员岁数到了便

改行做舞美、装置、道具，缺少规模化的武戏青年人才队伍

接班。”刘侗认为，武戏演员人才队伍建设在当下剧院建设

中是日益凸显的一个“卡喉咙”的关键问题。

“武戏演员艺术寿命短，且要求具备过硬的基本功和技

术技巧。近年来，武戏在戏曲舞台上被边缘化，很多武戏面

临失传。因此，加强对武戏人才的培养，振兴武戏成为了我

们的重点工作。”周琥说，今年湖北京剧院聘请专家去各地

挖掘武戏人才，计划今后每年引进 1 至 2 名武戏演员，不断

扩充武戏人才力量。

“很多人都说武戏演员是京剧里面的大问题，这是武戏

行业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戏曲评论

家傅谨表示，“温州一些京剧团就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大部分剧团都可以借鉴，与武戏演员建立合

同制，让他们在年富力强之时尽情发挥光彩。”

“炫彩青春”为青年演员搭台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