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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两极相通
《俑Ⅲ》以古画意象为主体、各段落独立

成章，由《簪花》《唐乐宫图》《胡服美人图》

《蹲蹲舞我》《塞外》《穿深衣的贵族》《小踏
歌》《行吟图》八支舞蹈组成。它延续了中国

古代舞俑的意象主题，是对历史中身体姿态
的重访。有别于单纯“复刻”或还原，《俑Ⅲ》

从编舞到灯光乃至服化都透着未来感。《簪
花》中的道具花用 PVC（聚氯乙烯）制作，材

料中添加了荧光粉，而花蕊处装置了灯珠，
通过光线的反射映照打造“赛博朋克”的科

技感。田湉认为，“做旧”与“时尚”两极相通，
而未来恰恰要从历史中去寻找，自深厚的文

化积淀中生长：“修长筒裙筒袖、高翘翻卷的

鞋头造型，这些以现代的眼光看很是时尚的
设计，恰恰都是古画中原有的。”

艺术瑰宝
《俑Ⅲ》中的《小踏歌》是田湉特别为

致敬恩师孙颖而作，根据老师的获奖作品
《踏歌》改编，加入自己的美学理念。尤为

特别的是，出演这个段落的并非专业舞
者，而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群热爱汉唐文

化的学生。复旦大学学生舞蹈团团长储贝
颖是 1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在她看

来：“中国传统舞蹈就是一张优秀的中国文
化外交名片，汉唐古典舞是中国特有的舞

蹈艺术瑰宝，我们希望更多人通过舞蹈看

到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她看来，人们可以

通过历史文献、考古遗址去了解自己的历
史和传统，却很难完全复刻表达，空缺的部

分也许可以依靠舞蹈及自身的想象力等去
弥补。而正在攻读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的黄

顶顶则表示：“在舞蹈中，我们不只是寻根，
更将视野投向未来，将我们对汉唐时代气

象万千的想象注入舞中，将影响力传播到
世界。”

不断出圈
事实上，带着汉唐文化记忆的创作正

不断“出圈”。一个月前，河南春晚上的舞蹈

《唐宫夜宴》被刷屏；数日前，一部名为《一
声宫乐入茶来》的宫廷微剧视频又在网络

上悄然走红。前者还原了《唐乐宫图》中的

生活场景，后者自唐代名画《宫乐图》中汲
取创意，展现出宫苑女子品茗听乐之乐。

汉唐文化掀起的热潮不仅在荧屏上、网
络上，也在日常的生活中。现如今，不仅有穿

着汉服的女孩去故宫赏花，也有盘着发髻的
男生出现在徐家汇商圈，年轻人将对传统文

化的爱带入生活中，不再被视作“奇装异服”
或是心血来潮的“cosplay”，而是当下年轻人

对于传统文化的全新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反

过来影响了更多人，让他们重新看待和审视
“传统文化活起来”这一命题。

本报记者

朱渊

穿
汉
服
看
《俑I

I
I

》

他
天
真
得
像
个
老
顽
童

贺
友
直
逝
世
五
周
年
纪
念
会
昨
举
行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唐朝周昉的《簪
花仕女图》、南宋梁
楷的《李白行吟图》，
还有此前早已“火”
出圈的《唐乐宫图》，
当珍藏于博物馆中
的古老画卷被徐徐
展开在舞台时，图中
的汉唐美人也在超
现代的灯光中缓缓
走来……前昨两晚，
作为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剧场青年孵化
平台委约作品，编导
田湉“俑”系列之舞
蹈剧场《俑Ⅲ》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大
剧场上演。舞台上，
静态的美人图活了
起来，憨态可掬的唐
俑让人仿佛穿越到
历史图景之中；舞台
下，有特地穿着汉服
前来观剧的小姐姐
在海报前拍照留念，
兴奋地和小伙伴分
享：“这才叫‘博物馆
奇妙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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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们”，一次

又一次在新世界里
出圈，前有河南春晚

的舞蹈《唐宫夜宴》，

今有“俑”系列之舞

蹈剧场《俑 III》。 汉
唐的小姐姐们，还有

代替人殉的人像唐

俑，款款走来，翩翩
起舞，惹得我们啧啧

称奇。

当真，只因远古

的距离产生美？

看古装剧，常有

的评价是：服装化妆
道具很了得，剧情内

涵有些扯。 可见，任
何流传的作品，其成

立，其风行，归根结
底还在其“内心”，视

觉的呈现，内容的架
构， 回味的思考，饱

满的故事与情绪，才
够得上走心之作。而

制作动足了脑筋，用
足了功夫，观众才会

买账。

舞蹈演出，叫好

又叫座，更不容易。一定的专业性，屏蔽
了一些人。《唐宫夜宴》以夜宴的乐师们

为主角，展现了唐朝少女从准备、整理
妆容到夜宴演奏的过程。演员眼角两道

月牙形的妆容，再现了风靡唐代的女性
妆容“斜红”。她们嬉戏，她们扑蝶，她们

巧笑倩兮……在美轮美奂的舞台上，在

5G+AR技术的加持下，艺术的叙述不
再晦涩，而是直抵人心。 《俑 III》带来的

震撼，自然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张

望， 也是源于其现代语言的深化解读。

编舞充满现代感， 灯光带着未来感，而

道具中新元素材料的运用也添了一份
科技感。 正是这种过去与未来的连接，

让这些“老古董”的形象活了起来，成为
更贴近现代人审美情趣、 生活习惯的

“爆款”作品。

不曾经历，只可远观，对于中华传
统文化，我们心怀敬畏，也总想找机会

接近抚触。 归根结底，文化的传承是人
的传承，只有现代人欣赏，现代人关注，

现代人尝试，传统文化才有可能绵延不
绝地传说不止。舞台上，《俑Ⅲ》中《小踏

歌》由普通学生演绎，正是对传统文化
的最好礼赞。 贯古通今，中国文化与科

技的浪漫融合， 这是艺术的打动人心，

也是艺术的理所担当。

    昨天，贺友直先生的家

人、生前好友相聚在中华艺
术宫，以座谈会的形式共同

纪念贺友直先生逝世五周
年。贺友直是 20世纪最具代

表性的连环画家之一。他创
作的连环画作品不仅影响了

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

少年，也成了那个岁月最具
时代精神的一种精神象征。

“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
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

发现自己”，贺友直总结的
“三句真经”全面地概括了他

连环画创作的要义。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是贺友直的创作“灵魂”。经
历抗战、经历动荡的贺友直，

一路走来，在墨韵色彩上本
身的变化并不多，他以平实

白描的手法致力于人物造
型、生活场景及总体构图，以

诙谐幽默的语言，以自嘲的
方式，让画面小中见大。

在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
席郑辛遥的回忆中，“贺先生

幽默、睿智、率真的印象历历
在目，难以忘怀。”1985年，新

民晚报社创办《漫画世界》，
编委阿达曾多次提议约贺先

生在《漫画世界》上开一个专
栏。第一个专栏是《出洋相》，

贺老画了在外国的有趣见

闻。后来为本刊《史画漫画》
专栏插图。1995年还在本刊

开设《自说自画》专栏，1996年起画了《老上海三
百六十行》，一图一文，得到漫画家和读者的好评。

这组《老上海三百六十行》可以说是贺有直晚
年的精品力作，文字内容有趣、人物刻画生动、场

景道具精到、线条老辣耐看。后来由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汇编成册，请华君武先生写序，华老用“目

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来称赞。

贺老与新民晚报感情特别深，曾为新民晚报
副刊开辟《图画大舞台·贺友直画自己》《老上海风

情》《生活记趣》《走街串巷忆旧事》《城市边角》《话
说家乡年俗》等专栏，最后一个专栏结束离他去世

仅仅一个多月。贺老有讲笑话的本领，每次来报社
交稿，大家都会围拢在一起听贺老讲个段子，哈哈

大笑。郑辛遥回忆说：“他天真得像个老顽童，大家
都喜欢见到他。”

贺友直的连环画，集绘画、文学、装帧于一体，
它更贴近百姓日常，它不仅是一个时代里繁荣的

艺术品种，更是风俗人情、历史地理、山川形胜和

人文典籍等的百科全书。本报记者 徐翌晟

■ 贺友直《山乡巨变》

■ “俑”系列之舞蹈

剧场《俑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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