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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只此青绿》，用舞蹈诗剧再现王希孟唯一

传世之作《千里江山图》的浩渺，也打开了用舞蹈讲

故事的新视野。《听琴图》中的青篦扇、《瑶台步月图》

中的三白妆，还有《蚕织图》中幻化出的“唱丝”……

剧中许多“名场面”都能在宋画中找到出处，有网友

评论这台演出宛如一堂“古画鉴赏课”。

即将上演的舞剧《门》从反映妇女劳作的唐代

名画《捣练图》切入，以鲜明形象、梦幻叙事酝酿出

的葱茏诗意，引发观众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剧

中，舞蹈、美术、诗歌融为一体，古典音乐与现代音

乐交相呼应。剧中蕴含了“爱恨”“嗔痴”“忠孝”

“仁义”，也让人们看到家门、城门、国门，以及那一

扇扇颇难叩开的心门。

名画之外，还有名著和名人。《红楼梦》与其作者

曹雪芹，各自被改编成舞剧，入围“荷花奖”舞剧终

评。而在“荷花奖”古典舞赛道上，传统文化受追

捧的力度更甚，入选终评的47个节目中，取材自

壁画、出土文物以及古代名画的作品接近三成，

随着《杜甫》《孔子》《李白》等舞剧的成功，如今

“苏东坡”“李清照”等古代文豪相继“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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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玥）“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从浦东、虹口、普陀到青浦、松江、金

山、崇明，这段时间，上海淮剧团知名演员邢

娜在剧场舞台之外，行走在各个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以“娜样情淮”淮剧讲座的形式，将

淮剧文化传播到市民的家门口。

邢娜作为主讲人，向市民讲述淮剧的发

展史、代表人物、代表剧目以及淮剧独具一

格的艺术特色等，一步步带领大家走进淮

剧、了解淮剧。邢娜说：“舞台之外，社区也

是我们淮剧重要的阵地，每一场讲座，都能

让淮剧收获一些新戏迷，时间长了，淮剧观

众群体自然就可以不断更新，陪着我们一同

走下去。”

除了讲解，邢娜的讲座中还有众多实力

演员参演，陈荣荣、孙逸夫、李宣、徐琪、武瑶

瑶等献上淮剧中的经典唱段以及身段表演，

并且带领大家学习折扇、水袖、长枪等道具，

以此增强大家的积极性与参与感。许多第

一次接触淮剧的年轻人也不由自主地爱上

这样温馨的互动氛围，并且表达了对淮剧的

好奇与兴趣：“我之前没怎么看过戏，现在社

区就能欣赏到，感觉名角儿平易近人，有机

会想去剧场看看专业舞台。”

与此同时，一些本身对戏曲以及淮剧抱

有热爱的观众更是对“娜样情淮”淮剧讲座表

示赞许与认可：“上海淮剧团带来的这个活动

很精彩，我平时就喜欢看戏，但舞台上的戏离

我们老百姓‘太远了’。现在，戏曲活动就在

社区，让我感到戏曲就在身边，既方便了出

行，又充实了我的爱好，满足了我的需求。”

在进社区普及戏曲文化方面，剧团在广

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加码”。以“娜样情淮”

淮剧讲座为模板，上海淮剧团推广不同形式

的传统文化普及类互动讲座，在不同社区连

轴转、在同一社区扎根开展戏曲活动，做到

戏曲接地气、文化惠民心，让淮剧艺术在群

众中绽放灿烂花火。

上海淮剧团推广戏曲进社区

“娜样情淮”暖人心

从“荷花奖”看新
时代舞者如何从中华
文化宝库中汲取灵感

出中国风6月9日，舞动长宁 ·第十三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终评将在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迎来又一部从
名画中走出的舞剧《门》。作品灵
感汲取自唐代名画《捣练图》，展现
了大唐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的社会
百态和众生相。
同样角逐本届“荷花奖”的热门

舞剧《红楼梦》，因票房火爆，剧院方
在端午假期特别为市民观众和舞蹈
爱好者加开三场。不料，逾2700张
票也是瞬间秒空。而舞剧《曹雪芹》
也几近售罄。
本届“荷花奖”传统文化题材

舞剧多且火爆。当代编导和舞者
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中国古代名
画、名著、名人，植根传统、追本溯
源、守正创新，探索中国舞剧未
来。恰如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
国舞协副主席黄豆豆所说：“舞蹈
是蕴含民族精气神的艺术，新时代
的舞蹈工作者应从中华文化宝库
中挖掘能量‘舞出中国风’。”

传统文化让我们找到来处，有着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题材，好作品依旧需要诚心、潜心、匠心

共同造就。

201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要推新版《大唐

贵妃》，作品脱胎自梅兰芳名剧《太真外传》，剧方

找到黄豆豆，试将名动一时的“翠盘舞”再现舞

台。黄豆豆遍查史料，最终从一张老剧照中寻到

线索——原来翠盘是会转动，梅兰芳当年的舞蹈

是360度呈现的。

话剧《林则徐》中，黄豆豆要思考的不仅是如

何在有对白的演出中加入无声的舞蹈，倾斜度有

11度的舞台也为演员舞蹈时的稳定性带来极大挑

战。为舞得安全、舞得美，黄豆豆每日午饭后就悄

悄溜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后门的车库斜坡，将所

编动作逐一测试。

以传统文化入舞，简单拼贴或是舍本逐末地追

求“形似”，只会让原本要传递的文化内涵失去光

彩。唯有读懂古画、文物、名著背后的文化内涵，以

现代眼光去解读、用深入浅出的舞蹈语汇去展现，

才能真正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本报记者 朱渊

诚心 潜心 匠心 缺一不可

壁画 文物 戏曲 焕新出彩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非新风潮，早在近

100年前，中国舞蹈就在传统戏曲中焕发光彩，甚

至吸引世界知名舞蹈家陆续造访中国。

美国现代舞蹈家圣 ·丹妮丝有着很浓的东方情

结，她曾为一尊小小的白玉雕刻的观音像着迷。为

还原雕刻形态，她将自己打扮成观音模样，编创了

《观音舞》。1926年，丹妮丝随舞蹈团来到中国，她

和她先生肖恩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表演，为

《霸王别姬》中的舞蹈心醉不已。临走前，梅兰芳送

了她一件有水袖的戏服。回国后，两个外国人将他

们眼中的《霸王别姬》改编成舞蹈《吴妻别帅》。这是

舞蹈史上有据可考，西方现代舞蹈家首次在中国戏

曲四功五法中汲取灵感编创的舞蹈作品。

诚如黄豆豆所说，舞蹈既是独立的艺术门类，又

能无缝衔接融入各种艺术形式，有着巨大的延展性，

它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始终水乳交融、携手并进。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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