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根据著名作家徐则臣获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改编的大型话剧

《北上》， 将于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

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作为杭州首部

以大运河为背景的大型话剧，该剧此次

“北上” 演出，以作品联络京杭，缀连运

河首尾，赋予了该剧更深刻的意义。

大型话剧《北上》集结国家一级

编剧解涛、青年学者解子昂、国家一级

导演李伯男等一众实力主创，以“古今

交织” 的叙事线索，讲述绵延运河两端

的人间世情： 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

（小波罗）一行人自杭州出发，沿着京

杭大运河一路北上， 以运河北端通州

为终点，河运、国运与人的命运，在旅

途中交织为一体。 百年后，这些运河旅

客的后人们仍然让自己的人生际遇与

大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 历史与当代

穿梭百年时间并置， 曾经失落的大河

重又焕发出新的光辉。

在话剧《北上》的舞台上，观众将

看到运河沿岸多座重镇的标志性风貌，

感受运河流域绵延至今的文化魅力：杭

州的灵动、扬州的清丽、淮安的古朴等不

一而足， 及至客船行到通州， 全剧的庄

重、肃穆与波澜壮阔的情感，也到达了顶

点。 该剧导演李伯男表示：“这个戏应当

有一种大河汤汤、流淌不息、生命不止的

气质，通过‘北上’ 这一动词的向度，能

够感受到这条河的兴衰，永远承载着我

们这个民族的内在力量。 ”

王润

� � � � 本报讯 11 月 1 日至 3 日，2024 多

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围绕

“贵阳芭蕾舞周” 展开。 时值中俄建交

75 周年暨“中俄文化年” ，俄罗斯莫斯

科古典芭蕾舞团携《睡美人》《天鹅湖》

《堂吉诃德》 三部经典芭蕾舞剧在北京

路大剧院上演，将“俄派芭蕾” 的风采呈

现给筑城观众。

率先上演的芭蕾舞剧《睡美人》根

据法国作家贝洛《林中睡美人》改编

而来，讲述了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

剧中的音乐、 舞蹈分别来自音乐大师

柴可夫斯基、编舞大师彼季帕的创作。

演出现场，小红帽与大灰狼、灰姑娘与

王子、仙女、穿靴子的猫等童话角色的

精彩桥段， 为这部浪漫舞剧增添了天

真趣味。 整部剧动听的音乐、丰富的舞

蹈 、浪漫的故事、精美的舞美 ，几乎包

含了古典芭蕾的所有标志性特色 ，给

人以“芭蕾艺术百科全书 ” 般的视听

享受。

有“世界第一芭蕾舞剧” 的《天鹅

湖》， 是俄罗斯芭蕾舞的世界象征，也

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故事

取材于民间传说，讲述了白天鹅奥杰塔

与王子齐格弗里德坚贞不渝的爱情，相

爱的两人打破了诅咒， 最终走向永恒。

剧情通俗易懂， 将美丽的童话故事与

优雅的芭蕾艺术完美融合， 为观众呈

现一部令人陶醉的浪漫爱情故事。 音

乐由柴可夫斯基于 1876 年写成，他采

用交响乐的写法， 构筑宏大的音乐场

景，配合剧情起伏跌宕，是一部历经百

年依然拥有强大魅力和生命力的作

品。 当大幕拉开， 圣洁典雅的天鹅形

象、跌宕起伏的爱情童话、优雅动人的

交响音乐、诗情画意的舞蹈段落，在舞

剧中完美呈现，观众沉醉其中，体会着

真爱的深沉与激荡。

芭蕾舞剧《堂吉诃德》素有“足尖

盛宴” 之称， 凭借众多著名的炫技场

景，奠定了其在芭蕾界“炫技巅峰” 的

美誉。 演出中，演员们展现了诸多高难

度动作，涵盖旋风般的旋转 、大跳 、高

难度的托举等等。 该舞剧除了第三幕

是典型的芭蕾舞外， 其余三幕均呈现

出西班牙风情，完美地将斗牛舞、吉普

赛舞、 波莱罗舞等舞蹈融入到芭蕾舞

剧当中。

据了解， 演出方俄罗斯莫斯科古典

芭蕾舞团创建于 1995 年，宗旨是延续和

保留俄罗斯古典芭蕾的传统， 舞团演员

均毕业于俄罗斯著名舞蹈学校。 近年来，

该芭蕾舞团培养了大批舞蹈人才， 成为

著名芭蕾舞剧院的独舞和首席舞蹈家。

舞团自成立以来， 以一流的演出品质迅

速打开了欧洲市场， 赢得众多媒体和业

界专家的赞誉，巡演足迹遍及欧洲各国。

“我们是第一次到贵州，带了 45 名

优秀的团员来演出。 ” 俄罗斯莫斯科古

典芭蕾舞团团长加林娜·萨利莫娃说，此

次上演的剧目都是最受观众欢迎的经典

芭蕾舞剧，且是原汁原味的演出。 她希望

此次在贵阳的演出， 能给观众留下美妙

的回忆。

此次“贵阳芭蕾舞周 ” 的演出中，

俄罗斯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首席舞者

奥科萨娜·邦达列娃分别饰演 《睡美

人》中公主及《天鹅湖》中黑 、白天鹅

等重要角色，她说，很高兴能为观众呈

现最传统的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及瓦

冈诺娃学派风格的表演，这一学派在俄

罗斯芭蕾艺术界已经传承了几百年，希

望把这古老的、经典的芭蕾舞剧分享给

大家。 另一首席舞者阿纳斯塔西娅·贝

科娃在《堂吉诃德》中饰演第二女主，

她说，剧中西班牙风格的音乐节奏比较

欢快、富有激情。 来自意大利的首席舞

者莱奥纳多·德·切基饰演了《睡美人》

《天鹅湖》中王子的角色，他说，贵州文

化氛围很好，举办这样的艺术节可以让

各地艺术家都能来表演，观众也能得到

不同的艺术体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11 月 1 日至 3 日， 由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出品， 中央歌剧院联合出品的

《只此青绿》 交响音乐会在保利剧院

迎来首轮演出。 中国东方歌舞团与中

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两大国有文艺院

团，以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原班

创作团队，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

音乐呈现在交响乐的舞台上， 给观众

带来一场别致的国风体验。

《只此青绿》交响音乐会由“展

卷”“问篆”“初见”“唱丝”“听雨”

等 15 个曲目构成，引领观众跨越时空

想象，沉浸于“青绿山水” 的梦幻长卷

之中。 同名舞蹈诗剧作曲、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作曲家吕亮在保持舞剧原声音

乐原汁原味的同时， 对音乐进行了交

响化的延伸和改编，并把竹笛、埙、箫、

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与交响乐

深度融合。

在指挥家袁丁的执棒下， 中央歌

剧院交响乐团演绎出 《只此青绿》中

或磅礴或轻盈 ， 或含蓄或动情的音

乐， 舞蹈动作的画面仿佛浮现在眼

前。 在舞剧中烘托情绪的音乐， 在音

乐会呈现时色彩更加致密， 大乐队的

现场演奏更是催人泪下。 “音乐真的

很神奇， 传统民乐与西方交响乐交融

在一起，跨越了悠远的时空界限。 ” 一

位观众在社交平台这样写下观后感

言，“习笔的希孟、挥袖的青绿、披衣

的展卷人……音符奏起眼前就立马涌

现画面， 一部好的作品真的会因为音

乐增色很多。 ”

韩轩

� � � � 近日，第九届福建艺术节在福建大剧院开幕。 本届艺术节荟萃戏剧、音

乐、舞蹈、杂技、曲艺、美术、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举办开幕式和闭幕式、专

业艺术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艺术展览展示、闽台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创

市集活动等六大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至 11 月 15 日。 图为开幕式上的舞剧

表演《丝海梦寻》。 新华 / 传真

� � � � 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的广东会馆有百余年历史，是天津戏剧博物馆的所在

地。 近期，该会馆引进了沉浸式互动戏剧项目“百年有戏 大河向东” ，通过知

识解谜、手工拼图、模仿动作、登台演出等形式，让观众以深度体验的方式参

与其中。 项目推出一个月来，吸引众多观众走进这座百年戏楼，感受戏剧艺术

的魅力。 图为 11 月 2 日，观众在演员指导下体验戏曲动作。 新华 / 传真

� � � � 11 月 1 日晚，第十届秦腔艺术节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秦腔艺术节以“秦

声颂风华·腔音传千年” 为主题，来自西北五省（区）30 个剧团的秦腔艺术工

作者将为观众献上 17 台大戏和 120 余出折子戏，全方位展现秦腔文化传承发

展成果。 图为开幕式上表演的秦腔传统戏《满江红》。 新华 / 传真

《只此青绿》交响音乐会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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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话剧《北上》将“北上” 演出

“俄派芭蕾”点亮“贵阳芭蕾舞周”

� � � �“物自天生，工开于人。 ” 舞剧《天

工开物》连续三晚“火爆” 上海文化广

场，于近日迎来收官。 《天工开物》被誉

为“十七世纪百科全书” ，原著记载的多

是明代生产技术和工具。 舞剧主创团队

另辟蹊径， 从宋应星在乱世中隐遁著书

的故事入手，把六试不第、艰辛著书、乱

世付梓的历程一一呈现于舞台。 观众仿

佛穿越回到 300 多年前，走进这位“大

明理工男” 的“硬核” 人生，目睹他以书

为帆，将中国智慧传播四海。

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三晚演出结束

时高难度的谢幕段落被更多舞迷拍摄

转发，舞蹈、影像和互联网完美结合，让

这部古代奇书“活” 在舞台上、活在人

心里。

“敢为不同” 的傲骨与情怀

以舞剧唤醒 “奇书” ， 用匠心铸就

“大美” 。 舞剧《天工开物》通过舞蹈艺

术重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

造，呈现宋应星的傲骨与情怀。“宋应星

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的思想

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启发意义。 ” 在舞剧

总导演陆川看来，“百科全书”《天工开

物》看起来科学、理性，却也蕴含着滚烫

的精神。

全剧以 “赶考”“著书”“山河” 等

篇章为线索， 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

后， 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

历。 在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赶考途中，他

走访南方水田、北方旱地，实地考察生

产现场、手工作坊，对手工业、农业和科

技产生浓厚的兴趣。 读书人被一道名为

“科举” 的枷锁困住，执着追求功名，而

将造福百姓、繁荣国家的科技研究抛诸

脑后，这使宋应星颇为痛心。 他绝了科

举之念，与“学而优则仕” 的思想诱惑

厘清界限。 从此，他脱下“长衫” ，用双

手拥抱时代，用双足丈量大地，在黑夜

中点亮科学的微光。

舞剧《天工开物》由马蛟龙、吕科

镝、刘敬、姚亮等青年舞者联袂演绎，全

员会“飞” 的顶配阵容，让演出爆火出

圈。老年宋应星的扮演者马蛟龙曾摘下

“荷花奖” 金奖，是希腊国际舞蹈比赛

金奖得主。作为有着百万粉丝的舞蹈博

主，他在巴黎卢浮宫前、伦敦塔桥下等

著名地标以一把“红扇” 起舞，致力于

在海外普及中国古典舞并火爆全网 。

“许多人知道《天工开物》，但以往的

影像资料中几乎没有对宋应星的描述。

我被勾起好奇心，对他产生了兴趣。 ”

在采风时，马蛟龙被其坚韧不拔、躬身

入局、务实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他说：

“这部作品里， 戏剧的成分大于舞蹈，

对人物的把控要很精准，有时候要稍微

把自己压住一点。 ” 在《天工开物》中，

马蛟龙的表演既融合高超技艺，又贴合

人物内心，让观众深深“入戏” 。

呈现科技之美和工匠之美

《天工开物》主创团队将电影手法

融入剧作， 写实与写意的结合体现在多

处细节之中。舞台前后布置双层纱幕，全

息投影冲击观众眼球， 象征着宋应星逆

行世间的空间， 将舞台的实景与电影的

虚幻和代入感融为一体。“整齐的赶考队

列、素净的棉麻服饰、泼墨的视觉写意，

舞台的精致画面堪比电影。” 观众王稚逸

认为，《天工开物》是一部“另类” 舞剧。

“不同于传统舞蹈作品的婉转叙事，这部

新作中还加入了旁白，增加可看性。 ”

《天工开物》突显“明制美学” 的舞

台呈现。舞美设计参考大量史料，通过对

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资料

的研究，总结出“大、巧、简” 的美学特征。

原书中 123 幅白描绣像的插图具有典型

的明代版画特点，成为贯穿全局的美学元

素，呈现出震撼的舞台效果。 有观众评价：

如果说《只此青绿》更多地让人沉醉于艺

术之美、文化之美，那么《天工开物》则让

人领略到了科技之美、工匠之美。

这亦是一台古代劳动人民的颂歌。

主创团队从农夫耕种、织女养蚕、酒曲

制作、 工人冶炼等劳作中提取出动作，

凝练为舞者的肢体语言。 服装设计参照

明代中晚期的服饰特点，农夫工匠的衣

饰灵感源于“中国第一陶” 江西万年出

土陶器的花纹，兼具原始的生命力与行

业特点。 音乐创作采集大量劳作的原始

声音素材，如打铁、浇筑、耕作、织丝等，

简朴又传神。

宣晶

舞出“大明理工男” 的硬核人生

舞剧《天工开物》爆火出圈

� � � � 俄罗斯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团长加林

娜·萨利莫娃接受采访。

� � � � 演员奥科萨娜·邦达列娃 （右）、莱

奥纳多·德·切基（中）、阿纳斯塔西娅·

贝科娃（左）。

芭蕾舞剧《睡美人》剧照。

舞剧《天工开物》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