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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华章，艺术节奏响主旋律

所穿的衣服好看却不实用，稍一舞

蹈，身上的雀毛就会脆弱地折断……

因此，在得知此次要恢复演出“翠

盘舞”后，史依弘遍寻资料，展开

艺术的想象与研究。“从老照片上

可以看到，梅先生站在一个大概 1.5

米见方的盘子上，身穿宫装，边上

有一些人挥舞着旗子，从记载里可

以看出，这些旗子代表着风雨雷电，

杨贵妃作为一个梨园教坊里的指挥

官，在上面边唱边舞，或者说仅仅

就是跳舞。”

由此可知，这样的排场之下，

舞蹈本身并不会太复杂，而是一种

意象化的姿态美，不仅突出翠盘

这一载体的特征，也要表现出“风

吹仙袂飘飘舞，犹似霓裳羽衣曲”

的盛唐之美，同时不忘京剧艺术本

身 的“ 四 功 五 法”， 做 到 梅 大 师

所谓的“移步不换形”。不仅如此，

作为舞蹈设计，著名舞蹈家黄豆

豆在围绕翠盘的群舞场面的编导

中，又注入了唐朝宫廷舞蹈风格，

融 合 龟 兹、 胡 旋、 西 亚、 犍 陀 罗

等沿着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舞蹈，

让观众能够看到中西文化的对话

和交流——这正是盛唐气象中不

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期

待最终的舞台呈现能给观众一种

全新的观赏体验。

中国故事

一出京戏，十八年后，二度登台。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

视的今天，《大唐贵妃》的华丽回归，体现了传统戏曲人在
今天的文化自信。

这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历史上

也属首次。“重现这部大制作，体

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实践。”对此，上海国

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道出了缘由：

“《大唐贵妃》在致敬经典的同时，

也进一步往前探索及探讨。”

中国戏曲舞台上，历来不乏精

彩的故事与感人的情怀。而对于唐

明皇、杨贵妃的动人凄婉爱情故事，

历来产生的经典作品更多。从白居

易的《长恨歌》到白朴的《梧桐雨》，

从洪昇的《长生殿》到梅兰芳的《太

真外传》……这段流传千古的经典

爱情，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讲述与

表现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的。

如果说《太真外传》是将这个故事

用京剧的形式重新激活，那么到了

《大唐贵妃》，由现代人的理念出

发，就更将情感提炼出了人文意义，

但叫两情如金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这样的爱情，超越年龄，超越地位，

超越生死，既是如此传统性，却又

充满现代感，令人感动。

同时，《大唐贵妃》“旧中有新，

新中有根”的创作手法，也体现了

当代戏曲人在今天的责任、使命与

担当。用古老的艺术语言，讲好最

纯正感人的中国故事。激活传统，

面向未来。事实上，传统并非一成

不变的。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积淀下来的宝藏，它有开始，有发展。

它是一颗包蕴着无数可能性的种子，

它是盘踞在过往中为未来提供充足

养分的根基。旧中有新，新而有根，

传统，是在继承与创新中，步步生

花的——如果没有梅兰芳的创新，

就不会有“梅派艺术”；如果没有《太

真外传》的创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大

唐贵妃》；如果没有 18 年前创作的

《大唐贵妃》，就不会有今天的新

版《大唐贵妃》……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今天，在传统文化日益受

到重视的今天，《大唐贵妃》的华

丽回归，体现了传统戏曲人在今天

的文化自信。面对传统戏曲剧场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史依弘等一批

当代戏曲人感到由衷的欣慰。正如

她所说的那样：“对于京剧人来说，

还是要排出更多好戏，能够成为经

典的戏，比如像《大唐贵妃》这样

的戏。有了好的口碑，才能吸引更

多的人走进剧院，亲眼观赏、亲耳

聆听，近距离感受京剧的精髓和魅

力。”

下图：于魁智、李胜

素演出《大唐贵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