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分钟”衍生而来

    杂技的惊险和舞蹈的美，是否就那么难以

兼容？其实无论是《天鹅湖》还是《化 ·蝶》，给观
众带来了不少启示，舞蹈家黄豆豆感慨道：“我

们的杂技演出也可以把立足于形体表演的惊险
性与舞美性完美统一，只要找到很好的点，你就

会巧于叙事。”

编剧喻荣军为《化 ·蝶》找到了一种回归中

国传统的叙事方式，情可以生、可以死，有了爱，
可以生死相随。他介绍道：“它不光是讲简单的

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跟生死有关系，当中有

我们哲学的思考。所以这个戏我们非常有信心，
希望更多地让观众思考，这种中国式审美走出

去的话，应该能让更多人接受。”
本报记者 赵玥

手记记 者

    从 2003年的杂技节目到今天的杂技

舞剧，《化·蝶》的创作过程是个蜕变，对于
杂技这个行业来讲也是一个蜕变， 从无杂

技剧到有剧、 从有剧到今天能够更好地表
达剧情更是一个蜕变。对于吴正丹、魏葆华

来说，从“东方天鹅”诞生，到现在还站在舞
台上， 这个过程同样是一个不断跳出舒适

圈的蜕变。

吴正丹、魏葆华是青梅竹马的夫妻，在
吴正丹 6岁时就相识，她 11岁时两人成为

搭档，16岁时互生好感，23岁时结婚，一直

携手相依至今。编剧喻荣军笔下的“生死相
随，皆缘和你永远徘徊缠绵；旷世蝶恋，只

为你在我的肩头做片刻停留”，其实也是两
人的人生写照。

舞蹈家黄豆豆爆料，他从 20多年前就
和魏葆华一起演出， 两人常在同一间化妆

间换衣服。 魏葆华的肩上、身上，所有吴正
丹在台上站过的位置，都是深紫色，黄豆豆

还以为是魏葆华湿气大，拔火罐拔的，后来
才知道那是吴正丹站过的爱的烙印。 虽然

印记不是永恒的，但只要有站的一天，印记

就在一天。 这两个人到底在台上会演一出

怎么不同的《梁祝》爱情故事？ 戏里戏外一
样值得期待。

赵玥

爱的烙印

    昨天，杂技剧《战上海》刚从江苏宜兴回

来，下周二便又要去浙江丽水演出，一个月 10

场左右的演出都是在外地，不是在巡演就是

在巡演的路上。
《战上海》由上海杂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

校联合打造，“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经过

多轮演出，反复修改后，今年在上汽 ·文化广
场升级归来。该剧自 2019年创排至今，汇集

了 20个精品节目，涵盖杂技、魔术、滑稽、驯
鸟等表演样式，创新 9种全新的表现形式，以

杂技特有的惊险和充满张力的肢体语汇，融

入剧情叙事，配以声、光、电、影、景等综合艺

术运用，让杂技技术与剧情故事相得益彰，难
怪无论是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还是拄着拐

杖的白胡子爷爷都爱看这段解放上海的故
事。

每当大幕拉开，轰鸣的炮火声伴着画外

音的讲解，将观众瞬间拉回到 1949年 5月。
紧接着，没有过多的铺垫，第一幕“血战外围”

就以一连串惊险与唯美交错的高难度技巧动
作，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在讲述男主角江

华和女主角白兰的“青春誓约”时，为观众呈

现一出双人绸吊表演，两位演员在近 10米的

高空不断旋转，并同步完成了各种抛接和悬
吊的高难度动作，扣人心弦的同时又带有一

丝浪漫主义色彩。在重头戏“铁骨攻坚”中，八
道通天的“软梯”在台上依次排开，演员们在

软梯上时而奋力攀援，时而失手坠落，观众席
中也随之发出或惊叹或惊讶的回应，仿佛所

有人都身处那场城市攻坚战中。

值得一提的是，虽为杂技剧，但《战上海》

并未局限于杂技，在“雨夜飞渡”一幕中，就出
现了兼容杂技与武术的“梅花桩”，演员们在

桩上攀爬跳跃，就像战士跨越壕沟、桥墩，既

精彩美观又与剧情高度契合，一个个有惊无
险的动作也巧妙地展现了解放军战士的智勇

双全和无坚不摧，为观众立体再现了上海解
放战争的壮烈场景。

除了技术之外，为了演好此剧，剧组团队
去南京、武汉采风，去高桥烈士陵园、上海解

放纪念馆参观学习，在表现杂技“难”“险”
“奇”等基础上，在表演中也注入了更多情感，

这也使得海派杂技在迈向戏剧性上又前进了
一步。 本报记者 吴翔

海派杂技在戏剧性上更进一步

杂
技
如
何为
剧？

昨晚杂技舞剧《化 ·蝶》分享会后，
一位观众挤上前，递上一张 16 年前上
海大剧院上演的杂技芭蕾舞剧《天鹅
湖》演出票，请当年的主演吴正丹、魏葆
华签名。《天鹅湖》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
杂技剧———观众珍藏着当年的戏票，而
当年的两位主演还在登台表演，这何尝
不是一种双向奔赴！

11 月 12 日、13 日，吴正丹、魏葆
华将带着杂技舞剧《化 ·蝶》再登上海舞
台。幕后，他们分享了从杂技芭蕾舞剧
到杂技舞剧，一路让杂技艺术与戏剧、
舞蹈相融合的“化蝶”之旅。

    在《天鹅湖》《化 ·蝶》总导演赵明

看来，尽管舞蹈和杂技都是形体艺术，
但是那种不可预期产生的一种神奇

感，非杂技莫属。杂技芭蕾舞剧《天鹅
湖》的成功享誉世界，3000多场演出有

三分之二是在欧洲完成的。随后赵明
为吴正丹、魏葆华创作了 2003年央视

春晚里一段 6分钟的节目《化蝶》，“就

在我们都觉得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
离做一部新的杂技剧越来越远的时

候，大家下定决心把《化 ·蝶》做出来。”

杂技演员常常专注于一个技巧训
练，好比杂技剧中一个人物如果需要

不同的技巧展示，常常需要好几个演
员来分饰，更不用说同时还要在音乐

的节奏中表达情绪。因而像吴正丹、魏

葆华这样一人能演两部剧的，实属凤
毛麟角。

从 2000年潜心首创“肩上芭蕾”
起，吴正丹和魏葆华将优雅

芭蕾与惊心杂技相结合，完
成足尖站肩、单脚站头转

体、单足尖站头顶踹燕等高
难度动作。《化 ·蝶》全剧还

有 32项兼具难度与美感的
杂技表演轮番上演，处理方

式上还借用了很多舞剧的

手法，使得演出不再是单纯
的炫技，而是具有国际化审

美的综合表演艺术。

追赶武磊
刘祝润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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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葆华说，上

海是他们的福地，
也是“东方天鹅”展

示起飞的起点。明
年 10月 2日就是这对舞台伉俪合作 30周年纪

念日，在杂技界算是最“高寿”的一对搭档了。吴
正丹 20多岁时，大家眼里杂技演员的天花板是

25岁，后来，她一路坚持到 30岁、35岁，现在又
一不小心演到了 40岁，“我现在不给自己设限

了”。虽然腰没有以前软，腾空没有以前高，但她

的心和情感表达，一定比以前越来越有张力。

距离春晚演出的片段，已经 18年过去了，
两人的身体各方面机能保持都非常不容易。进

组后，吴正丹不敢超过 45公斤，因为哪怕只胖

半斤，动作也会出现失误。魏葆华身为“底座”减
肥，完全是为了“去油”。2019年 10月进入排练
前，赵明见到了魏葆华，有点后悔。魏葆华笑言：

“那时候我有点油腻了，比状态好的时候胖了 5

公斤，在排练过程中努力瘦回去，为的就是外形
上保持最佳状态。”

夫妻双双把肥减

险与美完美统一

化
蝶

杂技剧《战上海》既有战争的紧张刺激也有青春的革命浪漫

演艺大世界 艺聚大上海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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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特卡洛国际杂技

节评委会主席雷尼埃
三世为吴正丹（右）、魏

葆华（左）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