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建华的纪录
何时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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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英台”共翩跹
如果说，当年《天鹅湖》的亮相尚处于实验阶段，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杂技芭蕾”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艺术形

式。《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等作品也陆续“出圈”，不
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更成为一种常态。在

《化 ·蝶》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芭蕾、杂技，还有多媒体影
像甚至青少年喜爱的动漫元素。而这一切，都如鱼得水地

融入到跌宕起伏的剧情中，打动人、感动人。

虽然 16年前没有来到现场观赏杂技芭蕾《天鹅湖》，
但演过无数次王子的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也

在网上观赏过吴正丹、魏葆华的演出片段。吴虎生说，无
论是《天鹅湖》还是《化 ·蝶》，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创新，

“这次《化 ·蝶》将杂技、戏曲、舞蹈等很多艺术元素融合在
一起，芭蕾的元素也让全剧更加唯美。”

这一份唯美，也得益于芭蕾的影响。彼时，吴正丹、魏
葆华埋首于《天鹅湖》的钻研中，如何将芭蕾与杂技在剧

中相结合？如何在保留美感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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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艰

难的探索过程中。受导演赵明邀请，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
丽丽前往广州，带着两位主演从最平常的芭蕾基训课开

始，苦练芭蕾的基本功。借用舞剧的手法，以技巧展现舞
蹈，以舞蹈来讲述故事，这正是赵明所要强调的。

昨晚演出结束后，在休息室，吴虎生见到了吴正丹、
魏葆华，在交流演出心得中，吴正丹谦虚地向“芭蕾王子”

吴虎生讨教芭蕾动作，两位艺术家边说边舞，留下“王子”

与“英台”共蹁跹的惊鸿一瞬（见左下图）。
本报记者 赵玥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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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 被认为是舞蹈艺术的巅峰

呈现。因美到极致，它甚至不仅是个名
词，更类似一个形容词。花样游泳被称

为“水上芭蕾”，花样滑冰被称为“冰上
芭蕾”，甚至就连赞叹钢琴家的高超琴

技，人们也往往会说：“看！他的手指如
同在琴键上跳芭蕾。 ”

芭蕾之优雅， 近年来被广泛借鉴

到各种艺术门类， 频频跨界助力体育
竞技项目。此前，中国艺术体操队在沪

集训期间，曾前往上海芭蕾舞团“秘密
集训”，跟着上芭舞者一同上基训课的

小队员们感慨道：“同样难度的动作我
们也能做到， 但细腻程度和美感可能

就达不到那个层次， 他们对节奏的把
控很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是学完后能

让我们跳得更美。”而此前去音乐厅观
摩《海上生民乐》并从民乐中寻找灵感

的上海花样游泳队的队员们也透露，

平时爱看芭蕾， 在水中舞蹈时脑海中

会浮现芭蕾舞者以足尖旋转的模样。

事实上， 芭蕾带给人的启发远不

止此。看似浑然天成的美，背后是日复
一日、持之以恒的枯燥练习。即便在疫

情最严峻时， 上芭的演员们也从未有
一刻松懈，而将上芭的“口罩芭蕾”登

上自家公众号的华为， 就以此为励志
宣言。他们看见的不只是芭蕾的美，还

有这份美背后的刻苦和坚守。

美，是共通的。 芭蕾，于舞台是强

调高超技巧，展现极致美感的艺术；被
广泛借鉴甚至运用在生活中， 便是一

种对美和优雅的追求。 辛丽丽说：“芭

蕾的美，若能通过各种合作交流，传递
到各个艺术领域， 甚至是人们日常生

活中，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我们一
直以来， 开设大师班、 公开

课，甚至网络直播，就是
希望有一天，处处能

见芭蕾之美。 ”

美的启示

马上评

□ 朱渊

“上海是‘肩上芭蕾’起步、圆梦、走向世
界的起点，今天这一刻，我们期盼已久。”杂
技舞剧《化 ·蝶》在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全球
首演谢幕时，主演吴正丹感慨万千。16 年
前，正是她和搭档魏葆华在上海大剧院连演
22场杂技芭蕾《天鹅湖》让他们获誉“东方天
鹅”。前昨两晚的演出现场，吴正丹和魏葆华
再次将“肩上芭蕾”的技巧融于《化 ·蝶》中，
让不少老观众重温了一回有如《天鹅湖》般
的感动，也惊叹于杂技艺术的新突破。

《梁祝》提供不竭灵感
梁山伯与祝英台至死不渝的真爱飞越舞台，穿

透心灵。即使剧终，《梁祝》的旋律仍然不绝于耳，吴
正丹动情地说：“60多年前《梁祝》诞生于上海，感
谢作曲家将这个中国爱情故事用音乐传递到世界

各地，给了我们很多灵感。”无论是两位主演与上海
的缘分，还是剧中化用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化 ·蝶》由内到外都与上海这片文化沃土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看完全剧的观众可以发现，剧中《梁祝》的音乐
虽不算高频，但贯穿全剧，充分考虑了和剧情的适

配性，演绎至关键、动情处，将经典音乐作品呈现出
来。其他剧情段落的音乐均由团队青年音乐家、作

曲家结合情境创造性编排，让舞蹈、杂技、音乐的节
奏合而为一。

观众席中，导演胡雪桦看完后赞叹，梁祝的故事
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动如初，“《化 ·蝶》将杂技的技术

和艺术做了非常好的融合，非常现代又非常民族，灯
光、服装、特效都非常到位，完全是美的享受。”

“东方天鹅”飞向全球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是当年杂技

芭蕾《天鹅湖》的策划者、投资方。回忆起“天鹅”的诞

生，他充满自豪道：“是上海这个码头和窗口让‘肩上
芭蕾’从一个小节目蜕变成为一出完整的剧，也让

‘杂技芭蕾’这一形式为观众所了解、所喜爱。”
在吴正丹看来，上海的舞台是她真正走向观众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其实，在《天鹅湖》之前，吴

正丹和魏葆华就已经研究出了“肩上芭蕾”，但真正
为观众所了解，时间的指针还要再往前拨 4 年。

2001年上海 APEC会议期间，吴正丹和魏葆华的
“肩上芭蕾”赢得了各国首脑多达 18次的掌声，“从

此我们跟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中来上海不少
于 20次。”吴正丹回忆道。

杂技芭蕾《天鹅湖》从黄浦江畔扬起洁白的羽

翼，飞向全世界。十多年间，它飞遍了全球，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克里姆林宫，在英国皇家肯特花园，中

国艺术家演绎的西方经典获得如雷掌声。没想到的
是，杂技芭蕾的形式还“反哺”了诞生于西方的芭
蕾，俄罗斯艺术家在《天鹅湖》的启发下，将杂技融

入芭蕾经典《胡桃夹子》，也创排了一出杂技剧。作

为《化 ·蝶》全球首演的第一站，上海也再次成为吴
正丹、魏葆华的新作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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