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脉络：三天三场

三十年

“我一直想带着我的作品回到

家乡。 ” 11 月 14 日，2024 多彩贵州

文化艺术节“贵阳现代舞周” 首场

开演前两个小时， 高艳津子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开口说了这第一句话。

“高艳津子” 是她在 9 岁时给

自己起的艺名，大名“高艳” 和小名

“津子” 的合称。 她的舞蹈家父母觉

得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 于是，上世

纪 80 年代无数“高艳” 中的一员，

成了独一无二的“高艳津子” 。 上世

纪 90 年代初，17 岁的高艳津子考进

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现代舞编导

班。1995 年，她和同学创立了北京现

代舞团，舞团以推动本土艺术发展、

在尊重和延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

造当代艺术作品为己任， 推出了百

余部优秀作品， 多次受到德国柏林

艺术节、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博罗

尼亚当代表演艺术节、 德国皮娜鲍

什舞蹈节暨艺术家聚会等国际知名

艺术节的创作及参演邀请， 已成为

中国现代舞发展的重要基地及国际

交流平台。

后来， 业内评价说：“如果没有

这波毕业生， 没有创立北京现代舞

团， 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滞

后很久。 ”

再后来， 高艳津子扛着北京现

代舞团的牌子行走了近三十年，无

论遇到怎样的困境，从未放弃。 她和

舞团跳遍了柏林艺术节、 荷兰艺术

节、米兰艺术节、威尼斯双年展等国

际重要艺术节， 在欧美最主流的剧

院演过上百场专场。

“贵阳现代舞周” 的首场演出

《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 是北

京现代舞团在处境最艰难时编导的

作品。 “我希望能够改变现代舞小

众、小剧场的处境，所以在这部作品

中将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 变成一

种无所不在的想象， 雨伞象征着太

阳，扇子象征着月亮，一把扇子是半

月，两把扇子合在一起则是满月，从

而有日月星辰。 我还用花开花落的

声音，把人间的故事，演变成二十四

节气在时间轮回里的经历。 ” 高艳津

子说， 这是一部和老百姓的生活最

接近、色彩最斑斓的舞剧。

《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以

二十四节气为载体，以花的眼睛、花

的聆听、花的心动看世界 ，展现十

二段花开花落间不同生灵发生的

故事 。 二十四节气是花可以行走

的腿 ， 每一个节气让花行走在不

同的场景中， 让花的展开不会在

凋零时结束 ， 新的精神会继续传

递。 高艳津子的创作从春分开始，

经历谷雨 、小满 、白露 、大雪 ，轮回

到立春、惊蛰而结束。 每一次轮回

都承载着古老的灵魂，每一次出生

都是生命新的绽放。 观众在剧中

体会到无定式中自有规律的自然

生命。 该剧于 2013 年上演之后，

北京现代舞团开始走进国家大剧

院，走向全国的大剧场。“这部舞剧

救了舞团。 ” 高艳津子说。

在贵阳上演的第二场 《初·

恋》，则是更为通俗化的剧目。 该剧

以 80 后、90 后青春记忆中的流行金

曲为线，用现代舞的语言，再现了属

于那个时代的记忆，纯真而惆怅、憧

憬又迷惘， 让人回忆起自己的青葱

年华。 随着舞蹈与 《爱》《同桌的

你》《橄榄树》 等 16 首经典旋律的

交织， 年轻舞者以舞蹈语汇书写着

内心的独白：有思想的愁绪，有大都

市的彷徨，有未来的期许。

第三场演出 《三更雨·愿》，是

高艳津子给 2006 威尼斯双年展创

作的邀约作品，那一年的主题是“灵

魂” 。 作品试图通过生活中最常见、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强烈象征意

义的“花、鸟、鱼、虫、草” 来对应“五

行” 的“金、木、水、火、土” ，表现内

心理想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 希冀在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中寻

找皮肤下灵魂的真实。

“在家乡贵阳上演的三部现代舞

剧，是北京现代舞团三十年历程中不

同阶段的作品，整体展现了中国现代

舞的生命力。” 高艳津子说，《二十四

节气·花间十二声》是对大自然生命

力的理解和想象，《初·恋》是关于生

命中心动记忆的那一刻，《三更雨·

愿》是关于生命轮回的想象和思考。

三部剧分别是对 “我们对世界还有

冷暖的感知吗？ ”“我们会记住心跳

的时刻吗？ ”“我们的生命还有另一

次机会吗？ ” 三个问题的认知，表达

了对时间的感知、对生命的追问。

这三部作品是现代舞进入中国

的三十年历程中，一名“中国现代舞

开拓者” 的缩影。

东方视角：唤醒身体里

的千山万水

作为舞蹈家， 高艳津子很早就

在国际成名。 她的一系列作品，在西

方现代舞所讲究的 “即兴、 率性”

“生命、自由” 之外，还提供了一个

“东方视角” ：用现代舞讲述中国故

事，表达东方情感和东方哲学，从而

赋予现代舞以东方文化的神秘和

美。 也因此，外媒赞誉其为“最具东

方哲学色彩、最神秘的舞蹈家” 。

这从她的作品命名中，便可以窥

见用意。 《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

声》《初·恋》《三更雨·愿》《十月·

春之祭》等作品，有一个共通之处：

“数” 与“象” 结合。 在人、社会、宇

宙的三重时间周期， 诞生了大千世

界中不同的生命物象、生命意象。 高

艳津子的用心， 即是通过作品中关

于生命和时间的故事，重新唤醒“天

地万物一体” 的生命灵性。用形象一

些的话说， 即是唤醒身体里的千山

万水。

11 月 13 日， 来自贵州大学、贵

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财

经大学等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贵

州省民族歌舞剧院的演员及业界专

家学者齐聚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实验

剧场，共同聆听高艳津子《与生命共

“舞” 》主题讲座。

讲座从一个大哉问开始：最早的

舞蹈是什么？ 高艳津子分享了个人

在艺术探索中的心路历程后， 最终

落脚于“生命” 上：舞蹈与生命之间

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舞蹈不

仅是技艺的展现， 更是生命情感的

流露与生命价值的体现。

在她看来， 真正的舞蹈教育不

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传授，而

应是对学生生命潜能的唤醒， 是对

其创造力与创新精神的激发。 为

此， 要充分利用和挖掘贵州的民族

文化和非遗文化， 丰富自己的生命

体验和感受；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

汲取养分，打牢基础；要关心人类的

命运，关心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更

要关心时代的发展， 从对人类精神

的继承和创新的追求中完成共鸣，

成长为强大的、勇敢的、有才华的生

命个体。

知与行合一。活动中，高艳津子

携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现场示范演

绎了《野花》片段。 演员们的每个

动作， 都在细腻地捕捉着野花在风

中摇曳 、 在阳光下绽放的生动姿

态； 每一个身体语言， 都在表达野

花的坚韧不拔、 自由不羁、 无畏与

从容……一支舞蹈， 就仿佛与自然

对话， 生命张力和自然韵味即在其

中。 高艳津子更是将舞台扩展到了

观众席， 带领全场观众站立起来模

仿花 、草、鱼 、虫、飞鸟等的动作形

态，通过身体的摇摆、肢体的伸展，

让观众亲身体验舞蹈的自由和表达

性， 通过舞蹈带来的身体变化和情

感流动， 从而加深对舞蹈与生命关

系的理解。

同时，高艳津子还细心地分解了

《野花》中的关键动作，逐一讲解其

背后的设计理念与发力技巧， 点明

舞蹈与情感融合的“窍门” 所在，努

力让在场学子感受每个动作背后的

情感与意义， 让舞蹈成为心灵深处

的一次释放与升华。

这场讲座有个副标题：唤醒身体

里的千山万水。 讲座是折射高艳津

子一个个体、 所有作品的一粒 “水

滴” 。 身为舞者，高艳津子认为舞蹈

是每个人体内都潜在的能量， 等待

着被唤醒和激发；身为舞蹈编导，她

让自己用奔跑的方式去创作， 尽量

打开自己面对世界， 使创作出的作

品有价值。 在舞蹈这条路上，她一直

在向前奔跑。 对她来说，舞蹈仅用来

表达情感是不够的，在舞蹈里修行，

通过舞蹈看世界、看自我、看生命，

实现与自我和世界的对话。

人物名片：

高艳津子，贵阳人，北京现代

舞团艺术总监、创团舞者。 1995 年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现代

舞专业， 同年底加盟组建北京现

代舞团。 多次受到德国、法国、意

大利、韩国、新加坡、日本、英国、

加拿大、 比利时等国家的重要艺

术节、艺术机构的邀请，进行创作

及演出。 其舞蹈风格和作品备受

国际关注，被评价为“具有浓郁的

东方色彩，且变化多端，舞台呈现

总是超越想象” 。

本报讯 11 月 16 日，记者从相关媒体

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首部现实题材杂技剧

《脊梁》即将全面完成各项创排工作，定于

12 月前往六盘水、重庆、南宁三地试演，并

作为 2024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

在贵阳展演。 据了解，该剧是贵州“黄金十

年” 交通发展的杂技剧艺术呈现。

《脊梁》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

指导，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省杂技团制

作。 该剧于 2022 年选题酝酿、2023 年立项

筹备、2024 年创排演出， 入选国家艺术基

金 2024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

贵州省委宣传部 2024 年度贵州省文艺精

品扶持项目和贵州省文旅厅 2024 年“黔山

贵水总是情” ———多彩贵州优秀剧目文旅

交流巡演项目。

该剧聚焦新时代贵州发展 “黄金十

年” 背景下，贵州从“地无三里平” 到“贵

州是平的” 的历史跨越。 3 万多座桥梁跨越

126 万座山头，“万桥飞架”“县县通高速”

让千沟万壑的“贵州高原” 变成了通江达

海的“高速平原” 。 成就取得的背后，是一

群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贵州交通人，他们

是值得骄傲的新时代贵州人， 是当代中国

新长征路上的脊梁。 《脊梁》汇集 10 余个

精品杂技节目，以杂技特有的“惊、奇、险、

美” 艺术特色和充满张力的肢体语汇，展现

修路架桥中的艰难险阻，艺术呈现“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 的新时

代贵州精神。

“我们通过以小人物见大情怀的方式，

讲述贵州‘黄金十年’ 的交通发展故事。 ”

《脊梁》编剧、贵州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曹海

玲介绍说，剧中，男主人公“关东方” 继承

了父亲“老满” 带领乡亲们“开绝壁、出深

山，老满不惜断筋骨” 的夙愿，用新一代的

建筑技术实现“万桥飞架是吾乡、此心安处

是吾乡” 的梦想，在此过程中，他和青梅竹

马的女主人公“白小云” 的感情升华，收获

了爱情。

作为杂技剧，《脊梁》突显“杂技” 和

“剧” 的有机融合。 发布会上，《脊梁》杂技

总监、中国杂技团创意总监、权威杂技专家

孙力力介绍说，该剧集合了多个杂技技巧，

包括木桩技巧、 抗蹬鼓技巧、U 形绳技巧、

小推车技巧等；《脊梁》魔术设计、魔术表

演指导、 中国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曾辉介绍了魔术技巧在剧中的使

用，16 位魔术演员将在特定的瞬间化为一

体，精准性上不能有万分之一的差错。 基于

这些技巧，贵州省杂技团在已有的《空竹》

《蹬鼓》《车技》等节目基础上，突破性地

新创出 7 个不同类型的杂技节目贯穿于剧

目各章节中。

“所有的杂技技术和技术创新，都服务

于讲述剧情、推动剧情。 ”《脊梁》导演、北

京歌剧舞剧院优秀编导薄乐说，“杂技演员

在完成杂技技巧的同时， 还要以舞剧为要

求，融入舞剧的肢体表现力，做到用杂技形

式表演戏剧，又以戏剧形态表现杂技本体，

让杂技叙事、让杂技叙情。 ” 此外，《脊梁》

对标观众观看的“观影感” ，在剧情演绎中

配以“声、光、电、影、景” 等综合艺术运用，

并强化民族元素的运用， 融入传统文化符

号、贵州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据介绍，《脊梁》自创排以来，省杂技团

即结合实际，围绕“以戏育人，以人传戏” 原

则确立了“以剧兴团” 的方向，制定了以剧

目为平台、 培养中青年骨干演员的长远规

划。 “《脊梁》是我团建团 66 年以来的第一

台杂技剧，通过国内杂技第一专家方阵的指

导，全体演职员突破自我。 我们力图将剧目

打造为我团的扛鼎之作， 确保剧目立得起、

留得住、演得开。 ”《脊梁》制作人、艺术总

监、省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水莲说。

据悉，根据演出安排，《脊梁》将于 12

月 4 日、5 日在六盘水凉都大剧院率先试

演，并定于 12 月 19 日至 20 日、25 日至 26

日分别赶赴重庆、 南宁试演；12 月 12 日，

作为 2024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

在贵州省国际会议中心展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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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首部大型现实题材杂技剧

《脊梁》下月试演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校园戏剧节 11 月 12 日晚在四川成都开幕。 来

自全国的 41 个剧目进行展演，涉及话剧、戏曲、音乐剧、肢体剧等戏剧样式。图为作为开幕

剧的话剧《同舟共济》剧照。 新华 / 传真

11 月 16 日， 新市古镇舞蹈艺术季在浙江省德清县新市古镇开幕。 在开幕式 “融·古

今” 环境舞蹈展演环节，演员们以新市古镇为舞台，移步换景，串联表演诸多舞蹈节目，将

舞蹈的灵动与古镇的韵味相融合，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图为演员在新市古镇表演《丝

路·胡腾舞俑》古典舞。 新华 / 传真

见观众 见同人 见自身

———黔籍著名舞蹈家高艳津子的贵阳五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11 月 13 日至 17 日，被誉为“最具有东方哲学色彩

和神秘感” 的黔籍著名舞蹈家高艳津子，带着有“中国

现代舞发展的重要基地及国际交流平台” 之称的北京现

代舞团，回到了家乡贵阳。

高艳津子在家乡的五天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三天

时间，在 2024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现代贵阳舞周” ，

演绎三部北京现代舞团三十年发展脉络的作品，《二十

四节气·花间十二声》《初·恋》《三更雨·愿》 接连亮

相，起舞贵阳；一天时间，在贵州大学音乐学院实验剧

场，她与黔地高校的数百名业内师生见面，受邀作《与生

命共“舞” 》主题讲座，讲授“唤醒身体里的千山万

水” 的感悟；一天时间，她与数位贵阳老友同人见面交

流，回到了自己的原生点，说的是地地道道的贵阳话。

︽

初·

恋

︾

剧

照

。

《三更雨·愿》剧照。

《脊梁》排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