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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跳舞，就像看见身姿

健美的雕塑‘活’了起来。”“《斯巴

达克斯》打破了我对芭蕾舞的想

象，那种充满力量的美，满台生机

勃勃让人激动不已。”阔别23年，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于昨晚重

返上海大剧院，献演第23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

此行是这支享誉世界的芭蕾

舞团2024中国行唯一一站演出。

包括阿廖娜 ·科瓦廖娃、伊丽扎维

塔 ·科科列娃、阿尔捷米 ·别利亚科

夫、伊戈尔 ·茨维尔科在内共11位

首席舞者组成超明星阵容，呈现

“镇团之作”舞剧《斯巴达克斯》和

经典舞段GALA《芭蕾精粹》。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堪称

俄罗斯芭蕾艺术的金字招牌，代表

着国际最高成就。1989年9月，莫

大芭蕾舞团首度造访申城，带来的

就是舞剧《斯巴达克斯》，演出地点

则是上海市府礼堂。2001年，莫

大芭蕾舞团再度来沪，为申城观众

奉上美轮美奂的《天鹅湖》，连演四

场，轰动一时。今年是中俄建交

75周年暨“中俄文化年”，莫大舞

团艺术总监马哈尔 ·瓦泽耶夫表

示，特别挑选这部“难度最高的芭

蕾舞剧”，续写和上海的情缘。

三幕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

由传奇编导尤里 ·格里戈罗维奇创

作，1968年4月9日在莫斯科大剧

院首演，被誉为苏联芭蕾的里程

碑。不同于19世纪以来芭蕾舞剧

更多聚焦女性角色、男性舞者充当

陪衬的惯例，舞剧《斯达巴克斯》以

男性角色为中心，大量的腾跃动

作、大开大合的编舞，对舞者的体

能与技艺提出了严苛挑战。作品

通过精湛的舞蹈技巧和强烈的情

感表达，展现了斯巴达克斯的英

勇、智慧以及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充分展现了阳刚之气和力量之美，

为男性英雄舞蹈树立了新的标准。

35岁的伊戈尔 ·茨维尔科初

学芭蕾时就爱上了这部作品，一直

梦想能够成为“斯巴达克斯”。如

今，他不但对这个角色颇有心得，

还获得前辈的高度认可。舞剧中，

两位女性角色——斯巴达克斯的

挚爱弗里吉娅与克拉苏麾下的艾

金娜，犹如双生花般一正一邪，作

为男主角的坚强后盾，各自演绎出

精彩绝伦的双人舞与独舞段落，为

全剧增添了丰富的戏剧层次与强

烈的情感张力。 本报记者 朱渊

昨晚，舞剧《李清照》在文化

广场首演——这不仅仅是“上海

出品”的守正创新之作，也是传统

文化时尚表达的细腻审美之作。

选择“千古词宗”李清照作为

选题，不仅仅折射出文人风

骨、官场沉浮和家国抱负，更

是要以当代的价值取向来定

义来反思何为社会幸福。选

择舞剧的方式呈现李清照，

则必须脱胎于中国传统美学

基调，创新出符合当前时尚

表达的美学体系——从演员

肢体塑造的或动或静的线

条，到舞美色调与形态的创

意，以及音乐是否中西合璧

且又能“代言”男女主人公的

内心戏……可喜的是，舞剧

《李清照》以纯粹的舞剧语

汇，呈现出叙事如此清晰、

色调浓淡有致、审美高级细

腻的风骨之作。

词牌统领
篇章叙事
全剧分两幕，均以词牌

名统领每一个叙事篇章。

序幕“如梦令 ·惊鹭”展现了

李清照的伶仃“争渡”。接

着，“永遇乐 ·上元”铺陈出

节日里贩夫走卒簪花卖货

耍滚灯的图景，引出李清照

与赵明诚的相遇。“点绛唇 ·

相悦”可谓“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的唯美动态图解……

随后，“诉衷情 ·入梦”呈现

两人大婚场景，旋即进入

“青玉案 ·赌书”只有文人夫妻之

间才有的雅趣，俏皮而

温情，与第二幕的“渔

家傲 ·梦醒”共同凸显

无论赵明诚在还是不

在，李清照坚持修著

《金石录》及《金石录后

续》——这套收录了大

量传世的钟鼎碑版铭

文的金石学专著，与欧

阳修所著的《集石录》

齐名，世称“欧赵之

学”。宋刻本更有“一叶宋版，一

两黄金”之称——上海图书馆就

藏有这套古籍鉴藏史上最负盛名

的宋本之一……李清照之“才”不

局限于诗词，也凸显于《金石录》。

舞蹈语汇
象征贯穿

值得鼓掌击节的是舞剧肢体

和细节道具及其象征意义的贯

穿，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性。手，就

是其中典型的爱或失爱的象征。

当赵明诚与李清照初遇，两人自

手指微触到手掌相握就不曾分

开。这段“手舞”出自戏曲

“小五花”也是古典舞中的

基础训练。到了第二幕开

场“行香子 ·水诀”，赵明诚

离世，一身素衣的李清照

站在同样素白的条幕前，

幕布空当处，伸出一个个

真人的手掌，做落叶状自

上而下滑落象征秋风萧瑟

落叶凉。随后又有一双手

臂自后裹住李清照——这

是她的内心外化，期待拥

抱，却不见赵郎。

浓淡色调
审美细腻
舞剧在艺术上的首要

任务是美，《李清照》做到了

复原中国传统色调之清雅、

对撞，也呈现出当下舞台艺

术的审美追求。“汝瓷”天青

色是李清照的主色调，也是

全剧色泽的主基调。编导还

相当注重浓与淡。序幕“如

梦令·惊鹭”整体淡淡的，紧

接着“永乐遇·上元”就浓烈

地以靛蓝与土黄的天幕“对

撞”出节日的氛围。旋即进

入“点绛唇·相悦”郎情妾意，

天幕又转为李清照独有的

天青色。一淡一浓，间或

交替，也显示出李清照外

表淡雅，内心浓烈，从而形

成剧情与人物的张力。

选择一位不曾在艺术创作上

有“集体共识”的角色，作为相对抽

象的舞剧艺术的主角，本身就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每个人对

她的具象化各有各的理解与想象，

甚至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都可能

相悖。在此基础上，舞剧《李清照》

在艺术表达上的中西合璧、古今贯

通，可谓从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

中华现代文明的进步过程。

作为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开幕剧，备受期待的“新国风”

舞剧《李清照》昨晚亮相上海文化

广场，这是上海歌舞团继《朱鹮》

《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倾心打造

的又一部大型原创舞剧。作品不

仅展现了“一代词宗”李清照的情

感体悟和生命历程，也让观众跨越

时空领略了宋代生活图景。

有年轻观众感慨：“《李清照》

让人仿佛一秒穿越回宋代，让你

被唯美舞蹈震慑，还能沉浸式感

受宋代雅致生活。”而资深舞迷则

更为荡气回肠的舞蹈所沉醉：“李

清照的绝世才情与坚韧心性，借

由舞蹈如烟火般绽放，照亮了历史

的长河。”

要如何用舞蹈来展现“千古

第一才女”李清照传奇人生和旷

世之才？怎样的创新表达能将中

国传统诗词之美“无声胜有声”地

呈现？

舞剧《李清照》把千古才女的

一生浓缩在短短两小时，从少女时

代在词坛崭露头角；到上元节看灯

偶遇赵明诚“一眼万年”；再到新婚

后两相伴，读书听雨岁月静好……

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戛然而

止，而李清照的命运也来到了拐

点。早年间的宁静安稳和后期的颠

沛流离形成鲜明对比，带来强烈的

情感冲击。

“李清照是一个大写的人。”

在舞剧《李清照》编剧喻荣军看

来，作为千古第一才女，“似玉非

玉胜似玉”是她的精神品格，“雨过

天青云破处”是她的内在形象。要

用民族舞剧来演绎李清照波澜起

伏的一生，唯有走进她的内心世

界，把她的诗词意境融入她不同的

人生阶段，才能读懂更真实的

她。她的词，时而婉丽，带着一抹

哀愁；时而铿锵，胸怀家国天下。

用舞蹈来表达，意境是关键。

舞剧《李清照》延续“上海出

品”的精致唯美高格调，作品所处

时代的宋韵文化、非遗文化及民俗

文化精彩演绎，探索着中国审美的

世界表达、创新表达。该剧主创阵

容强大，由张帝莎、刘小荷担任总

编导，汇集了作曲郭好为、舞美设

计胡艳君、光影媒体/灯光设计萧

丽河、服装设计阳东霖、造型设计

贾雷以及多媒体设计三千流明影

像工作室等业界先驱和一流青年

艺术家。

舞剧《李清照》所呈现的是一

幅展现中国宋式美学的长卷。早

在舞剧初亮相时，剧中的服装和

妆造就在网络流传，被视作古代

“高光”的“三白妆”，使女子的面

容变得更白皙姣好，搭配珍珠点

缀妆面，高贵雅致不落俗套。装

饰发髻的山口冠、窄瘦修身的褙

子和正流行的新中式裁剪理念不

谋而合。

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场景间的

“无缝衔接”。隐藏于侧幕的巨型

卷轴“机关”，让百米幕布徐徐展

开，跟随剧情流畅转换场景，这

在海内外舞台上也是独一无二

的。《李清照》舞美设计胡艳君说：

“不同于西方绘画，卷轴是横向移

动，连续不间断的，我们想把这一

代表中国古典美学的阅览方式融

入舞台，完成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

的融合。”

上海歌舞团团长，该剧制作

人、艺术监制王延说：“我们希望

这部作品能够与当代观众产生共

鸣，特别是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的今天，李清照的故事

和精神能够激励人们在面对挑战

时保持坚韧和勇气，以才华和智

慧影响世界。”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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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 记者 王凯 摄

艺术节开幕舞剧《李清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