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

搂定宝塔山。 ”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

民族危亡的呐喊声中，大批文

艺工作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杨家岭，延安文艺座谈会召

开后，文艺工作者转变创作观

念，走向人民大众，走到火热

的社会实践中。

5 月 9 日至 12 日，由国家

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

出品的原创舞蹈诗剧《杨家岭

的春天》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热烈的舞蹈演绎了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令观众看得心潮

澎湃。

舞剧《永和九年》———

以身为笔舞“兰亭”

今年正值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提出五周年，

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在经过新一

轮加工提高后近日来京登台梅兰芳大

剧院，上演最新打磨版。 贾文龙、杨红

霞、 刘雯卉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把两代人守护、治理黄河的故事搬

上舞台。

《大河安澜》以大河、大堤父子两

代人的故事为主线， 体现了中华儿女

在治理黄河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牺

牲。 剧中的父亲大河是抗美援朝归来

的退伍兵，回乡后成为守堤人，用一生

时间守河， 在一次抗洪抢险时英勇牺

牲。 儿子大堤在成年后加入了治河的

队伍，延续父亲的遗志，也见证了黄河

的变化。 豫剧名家贾文龙一人饰演父

子两个角色，把憨厚的父亲大河、阳光

的儿子大堤表现得有血有肉。

2023 年《大河安澜》曾来京登台，

经过一年的时间， 主创团队对剧目进

行了全新的打磨。 文本上，该剧矛盾冲

突进一步强化，表演上，人物塑造更加

细腻，舞台呈现上，戏曲程式化的动作

表演更加贴合剧情。 据悉，《大河安

澜》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共河

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联合推出， 本次作为北京市演艺服务

平台资助项目来京。

韩轩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凭借话剧 《死

水微澜》蜚声剧坛的女导演查丽芳，继

2018 年《苏东坡》后再次与四川人艺

合作并聚焦此题材：话剧《苏母》近日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并开启全国

巡演。 该剧通过苏母劝夫以进、教子以

学、持家以富的故事，旨在弘扬、传承

良好家风家教。

据介绍，话剧《苏母》编剧陈丽丽

在有限的史料基础上加入了文学想

象， 描写了程小姐十八岁嫁入苏家到

融入苏家、 为人妻为人母的三十年光

阴： 她要接受因丈夫三考不中而遭受

同乡的嘲笑、哥哥的规劝讽刺，她要接

受失子的悲痛后站直了不趴下……

查丽芳说， 苏母为凑足父子三人

赴京赶考的盘缠而毅然卖掉多年苦心

经营并颇有名气的纱縠行，是读懂“一

门三词客” 背后力度和温度的关键情

节：为媳为妻，她恭敬勤俭；为母则教，

她识虑高绝。

四川人艺党委书记、 董事长罗鸿

亮说，话剧《苏母》是一部以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为题材的话剧， 旨在让观众

更加深刻认识“三苏” 背后的这位杰

出女性， 感受苏门家风家训留下的宝

贵遗产。

白瀛

5 月 10 日，由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创排的新编历史评剧《东垣大医》亮相石家

庄大剧院。该剧以金元四大著名医家之一的李杲为原型，展现其学医、行医的相关故

事。 图为《东垣大医》剧照。

新华 / 传真

近日，交响合唱《面朝大海·河姆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该节目是为河姆渡

文化而作，由宁波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出。图为演出现场。

新华 / 传真

5 月 13 日晚， 来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 30 名淳朴的农牧民演员在北京市

青年宫为首都人民献上舞蹈、合唱、短剧等 10 个精彩的节目。 演出以“京玉一家亲

共建心连心” 为主题，助推京玉民族团结、合作共建。 图为演员在表演《高原踏舞》。

新华 / 传真

豫剧《大河安澜》打磨版上演

四川人艺话剧《苏母》开启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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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

从延安走来 为人民而舞

舞蹈诗剧《杨家岭的春天》———

从延安走来 为人民而舞

舞画联袂 再现经典

舞台大幕拉开，杨家岭的故事从

一位当代版画系学生讲起。 他笔下正

创作的版画与舞台投影遥相呼应，随

着投影中版画里的宝塔山变得越来

越大，一支由版画家、音乐家、舞蹈家

和文学家组成的文艺骨干小分队抵

达延安。

《杨家岭的春天》的创作灵感来

自延安木刻版画。剧中，劳动人民在烈

日下拉纤打水的场景就出自版画作品

《抗旱》，“老妈妈” 给住在自家的文

艺工作者挑水吃的身影出自版画作品

《挑水》，“慧儿” 拒绝包办婚姻、投入

红火的纺织工作的情节来自版画《马

锡武调解婚姻诉讼》《妇纺小组》，在

敌人搜索中战士们踏过人桥则出自版

画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人桥》。

《杨家岭的春天》 用版画巧妙串联起

三个篇章， 带领观众回到八十多年前

的延安。

舞蹈诗剧创作团队前往延安采风

时，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给编剧、北京

舞蹈学院院长许锐带来了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心灵冲击。 “版画展示的是艺

术家视角中的延安，是‘春天’ 发生的

精神家园与象征。 这春天不是微暖熏

人的温柔，而是生机盎然的勃发；不是

浅唱低吟的抒怀， 而是大声呐喊的觉

醒， 正如版画刻刀下的笔锋， 生动深

刻。 ” 许锐说。

以舞入画、以画代舞，《杨家岭的

春天》巧妙地融合了舞蹈与版画两种

艺术形式， 以舞蹈流动的线条和动态

的肢体语言赋予版画静态画面丰富的

情感与生命力量。 在舞蹈语汇的选择

上，《杨家岭的春天》 以中国汉族秧

歌、安塞腰鼓和陕北秧歌为基础素材，

既贴近百姓又展现独属于劳动人民的

力量与气势。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赵铁春认为， 该剧成功在这些基础素

材中提炼出作品语言， 形成了贯穿全

剧并始终贴合主题表达的动作风格特

点， 实现了用舞蹈语言立体活现版画

作品的内涵。

为该剧专门创作的现代版画《杨

家岭之春》通过多媒体等形式融入剧

情，其饱满激烈的画面、抽象的语言反

映出的万物复生、生机盎然的状态，也

为舞美增添了新的亮点。

更是一堂艺德修养的培训课

到人民中间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杨家岭的春天， 是文艺工作者

思想转变的春天， 也是文艺觉醒的春

天。“文艺为人民服务” 是《杨家岭的

春天》的精神内核。

剧中，音乐家、舞蹈家与劳动人民

同吃同住同生活， 体会到人民如母亲

般的深情，如厚土般的滋养；戏剧文学

家在基层工作中发挥才智、深入体验，

赢得人民的信任与喜爱， 迸发出朝阳

般的创作激情； 版画家在鲁艺的熏陶

和战火的锤炼下， 成为以笔为枪的文

艺战士，与人民生死与共。

如何用抽象的舞蹈语汇展现艺

术家思想的变化？ 在第一篇章 “厚

土” 中，大地龟裂，黄沙漫卷，水井边

震天响的劳动号子吸引了音乐家的

脚步。 舞者们的表演张力十足，气势

大开大合，几乎在舞台上一比一复刻

了版画《抗旱》中的情景。 在充满力

量感的舞蹈动作中，音乐家的步调逐

渐与拉纤打水的西北汉子们一致，原

本洁白的衬衫被汗水浸透。 随后，高

亢的唢呐旋律响起，这正是热火朝天

的劳动给予音乐家的创作灵感，他原

本的西装打扮也转而变成与群众一

样的汗衫。 这一转变处理，引发全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版画家的饰演者汪子涵介绍，在

排演前，舞者们要充分学习、理解版画

内涵， 在此基础上通过身体动作把历

史故事转换为戏剧化的场面。 中国首

部民族歌剧《白毛女》第一代“喜儿”

扮演者之一、102 岁的女高音歌唱家

孟于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她被演员

们精彩的演绎深深感动，她说：“年轻

演员们跳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

当剧中的舞蹈家和音乐家融入群

众，在劳动中载歌载舞时，“新秧歌运

动” 的代表作《兄妹开荒》的影子若

隐若现； 文学家支持年轻姑娘大胆反

抗包办婚姻的段落，令人想起《小二

黑结婚》的情节；当黎明刺破黑暗，太

阳升起照耀河面， 仿佛代表着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舞蹈教育家吕

艺生表示：“这个戏题材抓得很准，我

看到版画家就想起古元， 音乐家则令

我想到了马可、冼星海，文学家一看就

是赵树理的影子。 ”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挂职）、中

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评价 ，

《杨家岭的春天》 可以说是向新中国

第一代艺术大师们的学习和致敬之

作，对于全体演员们来说，这不仅是一

场舞台实践， 更是一堂艺德修养的培

训课。

好作品是一次次磨出来的

从 2022 年《杨家岭的春天》作为

首届“大戏看北京” 展演季开幕演出

首演至今，此次是该剧的第八轮演出。

而这次的舞台呈现， 与两年前已经大

不相同， 不仅经历了细节的优化，还

“大动筋骨” 地调整过结构。

2022 年首演时，剧目在结构上由

四位艺术家分别出现在四个篇章中，

各篇章相互独立， 从不同侧面展现延

安时期的文艺创作。

此次第三轮复排工作开始于今年

初，历时五个月，剧组吸纳提炼了来自

观众、 专家等社会各界的四百余条意

见。 今年 3 月下旬该剧在北京艺术中

心演出时， 形成了 “厚土”“破晓”

“永生” 三个篇章，每个篇章都承载独

立的叙事任务， 同时四位艺术家形象

贯穿舞剧始终 ， 戏剧脉络更加清

晰———厚土的孕育、破晓的觉醒、永生

的升华， 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也令

观众更加信服。

此轮演出中， 在开场和尾声中出

现的“版画系学生” 则是又一次打磨

修改后新添加的角色。 总导演张晓梅

表示：“他与每一篇章串场出现的‘小

战士’ 的角色形成时空的交汇，同时

首尾呼应， 令观众感受革命历史的回

响。 ”

5 月 10 日晚，戏剧评论家梧桐再

度观看该剧， 演出结束后激动地发了

一条微信朋友圈：“戏，一定是磨出来

的！ ” 梧桐评价，多轮修改后再度亮相

的《杨家岭的春天》，在结构、衔接、细

节方面， 均作出了意料之外且情理之

中的调整，令人折服。 他用“激越处心

潮澎湃，动情处热泪盈眶” 来形容自

己的观演体验。

李笑萌 刘意林

2022 年， 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

克里斯托弗雷蒂在社交平台上晒出

从太空拍到的中国美景， 并用汉语、

意大利语、英语写下“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

极视听之娱， 信可乐也” 。 王羲之在

1600 余年前写下的 《兰亭集序》，至

今仍有穿越时空、 横跨东西的共鸣，

这份厚重的精神力量，是唤醒上海歌

剧院创制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兰

亭集序·舞传》的缘起。 5 月 10 日至

12 日，《永和九年》登台国家大剧院，

以现代视角起舞《兰亭集序》的诞生

与传承。

舞剧 《永和九年》 的时间线由

353 年直至当下 ， 作品以一位名为

“赓” 的青年对《兰亭集序》的探访

开篇，在茂林修竹中展开兰亭雅集的

流动画卷。 文人雅士，曲水流觞，对酒

当歌，意兴高涨之际，王羲之追忆儿

时的习字经历， 遥想乱世的动荡颠

倒，仰望天地的浩瀚无垠，提笔写下

《兰亭集序》。 时光荏苒，唐太宗李世

民幸得《兰亭集序》真迹，爱不释手，

在他与历代有志之士的推崇下，“天

下第一行书” 名扬四海，传颂不绝。

作为首部全景式展现书法作品

传世历程的原创舞剧，《永和九年》

首先对《兰亭集序》进行了充分的化

用挖掘， 全剧的篇章标题 “游目骋

怀”“俯仰一世”“放浪形骸” 等皆取

自《兰亭集序》原文，以舞蹈体现书

法更是一大亮点。 两种截然不同的艺

术门类如何打通？ 导演、编舞王亚彬

突出中国古典舞的 “气韵生动” ，强

化肢体表现动律间的“拧倾圆曲” 以

及“手眼身法步” 的高度配合，来“模

仿” 气息、力道、节奏、幅度、起承转合

等书法运笔。

在“兰亭雅集” 部分的群舞中，

舞者用飘逸坚韧的墨色水袖“复现”

王羲之泼墨挥毫时的行云流水；王羲

之爱鹅、以鹅的姿态为灵感揣摩《兰

亭集序》中 21 个“之” 字的典故，也

由两段灵动的女子群舞生动道来 ；

“永字八法” 舞段里，男舞者的动作

苍劲有力，舞出王羲之书法“侧、勒、

弩、趯、策、掠、啄、磔” 的要义……经

由宋雨、张傲月、李盛钊、谭一梅等舞

者领衔的阵容诠释后，种种设计颇有

可圈可点之处。

舞台呈现上，《永和九年》 着力

凸显中式审美的写意简约。 数块幕

屏推移旋转，多媒体影像变幻流动，

以中国传统色调为基础的灯光寓意

丰富，再加上竹林、流水、战争、宫廷

等简要的视觉元素， 迅速轻盈地带

动场景切换。 服装和人物造型设计

在角色身上点染出浓墨重彩，天青、

苍绿、黛蓝、绛紫、妃红、月白 ，斑斓

辉映。 作曲家吕亮谱写的配乐华彩

不断， 他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

性乐器古琴为主，辅以琵琶、古筝 、

竹笛、箫、埙、二胡等传统乐器，色彩

丰富，跌宕起伏。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 《永和九

年》立意不俗，但仍有精进空间。同样

是以舞蹈表现传世的书画名作，《永

和九年》运用的一些手法、结构很难

不让人联想起大热的 《只此青绿》，

比如，不少观众提及，《永和九年》中

作为牵引者出现的青年 “赓” 很像

《只此青绿》的展卷人，但“赓” 并未

与其他角色产生深层次的联结，即便

全部删去似乎也无伤大雅，于是讲述

《兰亭集序》在当代传承的这条脉络

有所削弱。 此外，全剧上下两半的风

格有些割裂，诚然主创团队有着让作

品突破《兰亭集序》创作本身、进一

步打开表达与意义空间的初衷，但从

实际效果来看，王羲之与李世民所处

的两个时代切换比较突然，王羲之离

场后， 舞蹈的整体观赏性也略有降

低。 李世民部分采用的多线叙事、双

空间并行很有巧思，但目前由于舞台

遮挡，部分观众会完全错过某个空间

内发生的暗流汹涌，进而影响对作品

的理解， 在类似的细节上，《永和九

年》还可以再打磨。

高倩 / 文 方非 / 图

舞画联袂 再现经典

舞台大幕拉开，杨家岭的故事从

一位当代版画系学生讲起。 他笔下正

创作的版画与舞台投影遥相呼应，随

着投影中版画里的宝塔山变得越来

越大，一支由版画家、音乐家、舞蹈家

和文学家组成的文艺骨干小分队抵

达延安。

《杨家岭的春天》的创作灵感来

自延安木刻版画。剧中，劳动人民在烈

日下拉纤打水的场景就出自版画作品

《抗旱》，“老妈妈” 给住在自家的文

艺工作者挑水吃的身影出自版画作品

《挑水》，“慧儿” 拒绝包办婚姻、投入

红火的纺织工作的情节来自版画《马

锡武调解婚姻诉讼》《妇纺小组》，在

敌人搜索中战士们踏过人桥则出自版

画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人桥》。

《杨家岭的春天》 用版画巧妙串联起

三个篇章， 带领观众回到八十多年前

的延安。

舞蹈诗剧创作团队前往延安采风

时，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给编剧、北京

舞蹈学院院长许锐带来了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心灵冲击。 “版画展示的是艺

术家视角中的延安，是‘春天’ 发生的

精神家园与象征。 这春天不是微暖熏

人的温柔，而是生机盎然的勃发；不是

浅唱低吟的抒怀， 而是大声呐喊的觉

醒， 正如版画刻刀下的笔锋， 生动深

刻。 ” 许锐说。

以舞入画、以画代舞，《杨家岭的

春天》巧妙地融合了舞蹈与版画两种

艺术形式， 以舞蹈流动的线条和动态

的肢体语言赋予版画静态画面丰富的

情感与生命力量。 在舞蹈语汇的选择

上，《杨家岭的春天》 以中国汉族秧

歌、安塞腰鼓和陕北秧歌为基础素材，

既贴近百姓又展现独属于劳动人民的

力量与气势。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赵铁春认为， 该剧成功在这些基础素

材中提炼出作品语言， 形成了贯穿全

剧并始终贴合主题表达的动作风格特

点， 实现了用舞蹈语言立体活现版画

作品的内涵。

为该剧专门创作的现代版画《杨

家岭之春》通过多媒体等形式融入剧

情，其饱满激烈的画面、抽象的语言反

映出的万物复生、生机盎然的状态，也

为舞美增添了新的亮点。

更是一堂艺德修养的培训课

到人民中间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杨家岭的春天， 是文艺工作者

思想转变的春天， 也是文艺觉醒的春

天。“文艺为人民服务” 是《杨家岭的

春天》的精神内核。

剧中，音乐家、舞蹈家与劳动人民

同吃同住同生活， 体会到人民如母亲

般的深情，如厚土般的滋养；戏剧文学

家在基层工作中发挥才智、深入体验，

赢得人民的信任与喜爱， 迸发出朝阳

般的创作激情； 版画家在鲁艺的熏陶

和战火的锤炼下， 成为以笔为枪的文

艺战士，与人民生死与共。

如何用抽象的舞蹈语汇展现艺

术家思想的变化？ 在第一篇章 “厚

土” 中，大地龟裂，黄沙漫卷，水井边

震天响的劳动号子吸引了音乐家的

脚步。 舞者们的表演张力十足，气势

大开大合，几乎在舞台上一比一复刻

了版画《抗旱》中的情景。 在充满力

量感的舞蹈动作中，音乐家的步调逐

渐与拉纤打水的西北汉子们一致，原

本洁白的衬衫被汗水浸透。 随后，高

亢的唢呐旋律响起，这正是热火朝天

的劳动给予音乐家的创作灵感，他原

本的西装打扮也转而变成与群众一

样的汗衫。 这一转变处理，引发全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版画家的饰演者汪子涵介绍，在

排演前，舞者们要充分学习、理解版画

内涵， 在此基础上通过身体动作把历

史故事转换为戏剧化的场面。 中国首

部民族歌剧《白毛女》第一代“喜儿”

扮演者之一、102 岁的女高音歌唱家

孟于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她被演员

们精彩的演绎深深感动，她说：“年轻

演员们跳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

当剧中的舞蹈家和音乐家融入群

众，在劳动中载歌载舞时，“新秧歌运

动” 的代表作《兄妹开荒》的影子若

隐若现； 文学家支持年轻姑娘大胆反

抗包办婚姻的段落，令人想起《小二

黑结婚》的情节；当黎明刺破黑暗，太

阳升起照耀河面， 仿佛代表着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舞蹈教育家吕

艺生表示：“这个戏题材抓得很准，我

看到版画家就想起古元， 音乐家则令

我想到了马可、冼星海，文学家一看就

是赵树理的影子。 ”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挂职）、中

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黄豆豆评价 ，

《杨家岭的春天》 可以说是向新中国

第一代艺术大师们的学习和致敬之

作，对于全体演员们来说，这不仅是一

场舞台实践， 更是一堂艺德修养的培

训课。

好作品是一次次磨出来的

从 2022 年《杨家岭的春天》作为

首届“大戏看北京” 展演季开幕演出

首演至今，此次是该剧的第八轮演出。

而这次的舞台呈现， 与两年前已经大

不相同， 不仅经历了细节的优化，还

“大动筋骨” 地调整过结构。

2022 年首演时，剧目在结构上由

四位艺术家分别出现在四个篇章中，

各篇章相互独立， 从不同侧面展现延

安时期的文艺创作。

此次第三轮复排工作开始于今年

初，历时五个月，剧组吸纳提炼了来自

观众、 专家等社会各界的四百余条意

见。 今年 3 月下旬该剧在北京艺术中

心演出时， 形成了 “厚土”“破晓”

“永生” 三个篇章，每个篇章都承载独

立的叙事任务， 同时四位艺术家形象

贯穿舞剧始终 ， 戏剧脉络更加清

晰———厚土的孕育、破晓的觉醒、永生

的升华， 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转变也令

观众更加信服。

此轮演出中， 在开场和尾声中出

现的“版画系学生” 则是又一次打磨

修改后新添加的角色。 总导演张晓梅

表示：“他与每一篇章串场出现的‘小

战士’ 的角色形成时空的交汇，同时

首尾呼应， 令观众感受革命历史的回

响。 ”

5 月 10 日晚，戏剧评论家梧桐再

度观看该剧， 演出结束后激动地发了

一条微信朋友圈：“戏，一定是磨出来

的！ ” 梧桐评价，多轮修改后再度亮相

的《杨家岭的春天》，在结构、衔接、细

节方面， 均作出了意料之外且情理之

中的调整，令人折服。 他用“激越处心

潮澎湃，动情处热泪盈眶” 来形容自

己的观演体验。

李笑萌 刘意林

《杨家岭的春天》剧照。 新华 / 传真

《永和九年》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