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汇文 体
CultureandSports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小时读者热线：      来信：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总第873期 |

    年1月  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滚灯入舞
回到“滚灯之乡”

“她们手里拿的是滚灯吗？”“好精巧

啊，滚灯入舞竟然也这般好看。”在舞剧《李

清照》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中，李清照

和赵明诚相遇的上元节一幕是最热闹喜庆

的，而这一幕中的“滚灯舞”，让奉贤观众倍

感亲切。因为奉贤，本就是“滚灯之乡”。

早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中，就曾用

“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生动描写滚

灯。前半句形象描绘了小滚灯的工艺精

妙，置于其中的烛火无论滚灯如何转动都

始终稳稳朝上，而后半句则指看似笨重的

大滚灯滚起来其实十分轻巧。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奉贤滚灯至今

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因水患频

繁，人们舞滚灯以祈求神明降伏水魔，祝祷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传统滚灯以竹木、纸

布扎制而成，内胆颜色以出灯形式而定，分

为红色和黑色两种。舞剧中，其色泽未免

和舞者色彩饱和度极高的服装相撞，因而

仅留滚灯竹片结构，内胆以洒金笺的纸装

饰，既能展现其制作工艺之精巧，又有返璞

归真的美感。

舞剧《李清照》中的“滚灯舞”是汲取包

括奉贤滚灯在内的中国各地滚灯的表演元

素，创新编排而成的。为让主创和演员能

进一步了解滚灯，排练期间还特邀“奉贤滚

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思燕来到排练厅

分享关于滚灯的故事。

依据古画
还原宋代生活

汝瓷的天青色、宋锦的华丽、宋曲的清

灵，焚香、品茶、插花、挂画，《李清照》的舞

台上每处细节都透露着宋文化独有的美，

而这份高品质和氛围感得益于剧中大大小

小两百余件精美道具，其中许多都能在史

料、典籍中找到出处。舞美设计胡艳君从

大量史料中汲取灵感，台上一桌一椅、一个

瓷瓶甚至一个小小化妆盒都极具“宋”味、

颇有来头。

看似普通的鼓凳，源自宋代画家苏汉

臣的《秋庭戏婴图》，香几、花几和茶案则还

原了《盥手观花图》《听琴图》和《罗汉图》。

在《李清照》的舞台上，还能看到《韩熙载夜

宴图》中的长榻、《槐荫消夏图》中的书桌和

《文会图》中的方凳。就连上元节场景中出

现的货郎、小贩所卖的鱼灯、莲花灯、兔子

灯、蝴蝶风筝、拨浪鼓都能在古画中寻到出

处。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不但擅诗词，

且是“桌游高手”。她酷爱“打马”，这是沿

袭自唐代双陆棋的一种智力游戏。她不仅

编著了《打马图经》，还写就了《打马赋》。

舞剧道具中就专门还原了一款精美的双陆

棋桌，桌的边角以皮革仿制“铜片”包裹，镂

刻花纹且手绘“螺钿”。

现代科技
焕新传统文化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此次道具制作并

非完全沿用传统工艺。如桌椅、茶几、书案

乃至案上所摆天青汝瓷都是3D打印而

成。胡艳君告诉记者：“实木的桌椅、茶几

很重，汝瓷天青或月白的釉色奇绝，若按照

传统做法寻不同工匠仿制费时费力且未必

能还原成古画中的模样。如今的3D打印

技术，只要绘制逼真，建模打印后的成品在

视觉上便几可乱真。”

舞剧《李清照》中的卷轴式帷幕是一大

特色。卷轴的运用，让场景转换在布景流

动中完成，无缝衔接、没有暗场，几乎一气

呵成。数百米幕布场景如卷轴般滚动，展

现文人生活的同时也铺陈出一幅宋代美学

画卷。

舞剧《李清照》的创制用心、用情，上海

歌舞团团长王延说：“我们希望通过对史实

的考证，把李清照所处的时代和宋文化真

实呈现，也让舞迷观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有更深的认识和感悟。”据悉，在完成了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的演出后，舞

剧《李清照》将在年内踏上巡演之路。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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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

图》中的垂虹桥

位于如今的苏州市

吴江区，今年起这里将

举办戏剧综艺、舞台剧和

文旅新场景“三位一体”，凸显江南文化“衣

食住行”的央华戏剧大型文旅融合创新项

目《江南 ·十二场欢聚》。在日前于北京举

办的启动仪式上，主持人张越和演员于晓

光介绍，这项旨在以德艺双馨为目标，培养

学习型演员团队的活动，邀请了各领域的

名家包括凯丽、韦唯、徐俐、张亮、任哲、刘

菲等担任班主任。

央华戏剧艺术总监、节目总策划和总

导演王可然介绍，《江南 ·十二场欢聚》围绕

“戏剧”“表演”和“学习”——立足于戏剧的

训练方法，面向戏剧、影视、综艺、游戏等领

域，培养有学习精神、有主流价值观的新时

代青年男演员。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春

梅表示，这也是一项在新质生产力中，培育

学习型演员的文旅创新项目，通过一档季

播综艺、一部以综艺拍摄过程中选拔出的

选手为主要演员班底的歌舞大戏，以及在

综艺拍摄过程中开发出的苏州吴江文旅消

费内容，三者有机结合构成文旅综合作品。

《千里江山图》并不是每一处山水都有明

确出处，但是其中有一座垂虹桥却早有定

论。这座结构精巧的木桥原名“利往桥”，亦

即“利于往来”，有百余位名家如王安石、唐伯

虎等为其写过的赞颂诗篇不少于400篇。

据苏州市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戴丹介绍，《江南 ·十二场欢聚》将以吴江垂

虹文化为原点，串联起吴江各类文旅要素，

通过衣食住行，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

第一批班主任覆盖了文艺各个领域且

都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著名演员凯丽信

心十足：“这个戏剧综艺一定是新的高

峰。”曾长期担任央视新闻主持

人的徐俐将为学员上思政课。

雕塑家任哲则借费孝通的话

来表达感怀：“希望通过‘各

美其美’的方式，传播这个时

代‘美美与共’的精神。”

选拔出的演员将参演讲述费

达生、费孝通姐弟衣被天下、心系苍

生故事的国风歌舞大戏。费达生自日本

东京高等蚕丝学校毕业后，一生致力于在家

乡吴江“科技养蚕”。其弟费孝通考察了吴

江县开弦弓村后写出其代表作《江村经济》，

此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

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预计，该剧将于明

年此时首演。 本报记者 朱光

热腾腾、红彤彤的定胜糕出炉，蒸

汽掩映下的笑脸，洋溢着浓浓的节日

氛围……年关将近，近日，9位中外艺

术家在松江云堡未来市为大家献上一

份年味，他们学做非遗美食定胜糕、写

福字、做灯笼，热闹迎接蛇年新春的到

来。这些福字、对联、灯笼将在春节期

间赠送给市民游客，传递新春的祝福。

这里不仅是艺术家的“家”，更是

所有爱艺术的市民游客的“家”。1月

28日至2月4日，“家有好巳——年味

妙会活动”将欢乐启幕。传统游戏、民

俗体验、打卡拍照、有奖互动精彩纷

呈，带大家感受节日欢乐氛围，体味首

个非遗版春节的魅力。

作为4A级景区，云堡未来市联合

园区内的上海艺术百代美术馆、未来

SHOW演艺中心、艺立方、相见欢老酒

馆、九茸轩餐厅、舞优娜咖啡馆，都是

文化消费的热门点位。

2025年还将有读不止书店、艺术

超市等落地。据介绍，未来意大利威

尼斯拉古纳国际艺术奖的颁奖典礼及

作品展也有望引入，为市民带来更多

高水平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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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综艺名人当班主任
《江南 ·十二场欢聚》培养学习型男团

你知道宋代人
是怎样闹元宵的
吗？李清照痴迷的
“打马”是什么游
戏？舞台上天青色
的汝窑花瓶、鼓凳
和花几又是如何制
作出来的？日前，
上海歌舞团力作舞
剧《李清照》在奉贤
九棵树（上海）未来
艺术中心上演。这
部秉承海派文化精
致唯美之风的舞
剧，令人回味的不
仅有演员灵动的舞
姿，还有百米长卷铺
陈出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诗意哲学。在
首个非遗版春节到
来之际，记者特地
探访舞剧幕后，为
读者“解锁”那些从
古画中还原出的宋
代生活场景和流传
至今的非遗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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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中的滚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