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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 ! ! !刚刚结束的全国文代会、作
代会联欢会环节里，戏剧、曲艺、
杂技等表演应有尽有，却独缺舞
蹈身影，这让著名舞蹈编导王舸
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日前举行的
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
高峰论坛上，他开宗明义地率先
抛出了这个问题：“舞蹈并非没有
好作品，但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的
确是短板。为什么我们更热衷于
历史人文题材，反而对那些最贴
近生活的东西，反应很慢，也表现
得很少？如果舞剧总不表现当下
的生活，岂非将观众越抛越远！”

现实题材占比稀有
在本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剧·舞蹈诗评奖入围的五部决赛

作品中，唯有上海歌舞团的《朱
鹮》是现实题材。而放眼全国的每
年新创的舞剧作品中，现实题材
作品占比更是稀有。对此，中国舞
协会主席冯双白分析，的确有客
观原因：“大家如今能够在舞台上
看到的舞剧，百分之九十都不体
现编导或演员‘个人诉求’。无论
是为地方上做的‘命题作文’，或
是投资方支持的舞剧，很多时候
我们的创作不得不跟着资本的意
愿走，并没太多自主的空间。”

当然，舞剧之所以缺少现实
题材，与其本身的特质也有关
系。冯双白表示：“若要做现实题
材作品，地方上首先会考虑用戏
曲、话剧，甚至投拍电影、电视
剧，这些艺术形式更容易展现现

实生活。”
而王舸也承认：“要表现现实

题材，就得先说清楚故事，相比较
能‘说话’的戏剧、戏曲、电视剧
等，就要容易得多，说出来就是
了。而舞剧则需要将生活语言提
炼转换为艺术的舞蹈语言，这理
解起来本就隔着一层，更何况理
解也不见得能准确到位。”

编创不可急于求成
然而，难并不意味着就不能

做到。轰动一时、传颂至今的《红
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经典都是
极为优秀出色的现实题材舞剧。
为什么当年的编导和舞蹈家们可
以做到，现在却连愿意尝试的都
不多呢？王舸直言：“大家在舞蹈

编创上还是太过急于求成了。”
“现实题材的创作得先有观

察生活的眼睛，找到好的切入点，
处理起来还要非常小心，稍有失
神就易落得俗气。而俗气是追求
唯美的舞蹈编创们最不能接受
的。”相比“难度大风险高的现实
题材”，选择历史人文题材就“安
全”得多，王舸坦言：“反正和生活
隔得远你就怎么美怎么弄，因而
现在不少舞剧看着‘高深莫测’，
但其实都只是玩套路和概念，缺
少生活的核。”

此外，作品不贴近生活的根本
原因，或许还在于“漠不关心”，王
舸坦言：“我们总热衷于去编创那
些看似高雅的作品，却往往忽略生
活本身的样子。”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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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海峡
两岸中华国粹经典艺术再现传播
交流推广项目”昨天下午在网站、
!""、微信公众号三个平台同时上
线。由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提供的
#$% 份珍贵戏曲档案资料在经由
上海音像出版社整理修复后与世
人见面，其中包括不少 &'#'年后
赴港台地区的名家名角录音以及
台湾本土京剧演员的录音资料，这
些音频资料以往在大陆并不多见。

这项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
“推广项目”，由国家对外文化交流
研究基地和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主

办。一年多来，上海音像出版社总
计从辜公亮文教基金转录回资料
#$% 份，均为音频文件，总容量达
&(#)*+*,-，总时长达 *%+)%'秒。
其中包括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
周信芳、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等
老生名家，郝寿臣、裘盛戎等花脸
名家，姜妙香、叶盛兰等小生名家
的演出录音。而尤为难得的是一些
名家名流在港台录制的资料。如孟
小冬嫡传弟子、余派名票赵培鑫
&'%+年在台湾参加国剧汇演演出
《洪羊洞》的全剧实况、清唱《乌盆
记》录音、与台湾名旦徐露合唱《四

郎探母·坐宫》录音等。还有名票、
收藏家吴普心演唱的《沙桥饯别》、
张伯驹哼唱《失街亭》《二进宫》等
等。许姬传哼唱的《乌盆记》《碰碑》
两段“反二黄”录音当时由梅葆玖
录制，后又曾转录给孟小冬收藏，
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除此以外，
还有为数不少当年赴台湾发展的
京剧名角如“正字辈”的顾正秋、周
正荣等在台湾演出的实况录音。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台湾私人
通过电台录制的大陆京剧节目。其
中尤为珍贵的是“程砚秋说戏”系
列，据称迄今在大陆未曾面世。

425份戏曲音频“重见天日”
珍贵档案资料!回流"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略带忧
愁气质，宛如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美
男，自 $))'年强势登陆中国后，马
克西姆这位欧洲新古典王子每年巡
演都会到访上海，&$ 月 &. 日这场
约会如期而至，《克罗地亚狂想之

旅》将献演上海大舞台。
此次音乐会将采用最新的灯光

舞美技术，精美画面配合音乐会曲
目的转换，变换不同的场景，比以往
更具舞台表现力和音乐张弛力，现
场演绎也更富激情。

马克西姆诠释狂想情怀

! ! ! !本报讯 （记者 朱渊）近日，
$)&* 年上海浦江之声广播电台对
台宣传项目《两岸青年汇———青年
文创先锋力》在沪举办。由中国内地
和中国台湾地区有志于文化创意领
域的 $)名青年人组成五支“文创团
队”，走访了包括钟书阁、荞麦年画、

钲艺廊、璞素设计、粉墨文创等文创
机构及团队，感受植根于传统文化
的新时代文创产业的创新力量。
此次加入“文创团队”的青年学

员来自各行各业。中国台湾地区的
学员中有兽医、陶艺家、刚出版唱片
的学生歌手以及在读大学生。

两岸青年共赴文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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