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杨青成立了自己
的“杨青工作室”。甫一亮相，她
就致力为文化建立最佳传播途
径和商业合作平台。她再一次发
挥惊人的“杨青速度”，不到一年
时间，一系列国际级的艺术事
件，都与“杨青”的名字联系在一
起。既是艺术创作者，也是艺术
运营者，亦商亦文，杨青终于以
个人品牌的姿态站在了艺术和
大众之间。

在第 $#届香港艺术节的内
地媒体传播合作上，杨青得到了
对方高度赞赏。这个全亚洲最受
瞩目的文化盛事，每年邀请全球
最顶尖的艺术家，为观众呈现为
期一个月的精彩演出

和活动。杨青凭借对传播的深入
了解和对艺术事件的专业解读，
为香港艺术节的传播整合带来
了远超预期的效果。扮演一个文
化交流的使者，杨青觉得骄傲而
自豪。

艺术有艺术的语境，大众有
大众的审美和理解能力，商业也
有商业的诉求，怎样在三者之间
架起桥梁，做好“翻译”，而且这
个翻译还要做到信达雅，考验人
的综合素质和平衡能力。多年的
文化艺术项目运作经验和与艺
术家打交道的经历，让杨青具备
了担当桥梁和翻译的素养。

%月底，林奕华的《贾宝玉》
在广州演出，与林奕华
久别重逢，两人见面
当即互相给对
方一个大大
的拥抱。
两人的
相识缘

于四年前一场由杨青策划的艺
术对话活动。在做那场活动之
前，杨青对林奕华是毕恭毕敬
的，一如学生见到德高望重的教
授，经过了现场交流，活动结束
后长谈时，杨青已经完全放松下
来，聊起自己对都市人情感消费
化的心态的看法，更是妙语连
珠。林奕华频频拍手叫好：“你的
语言表达能力太强了！简直可以
去做脱口秀。”他还鼓励杨青：
“你可以写剧本啊。说不定，我的
下一部戏就可以请你写剧本。”
这非正式的“邀约”，让杨青很受
鼓舞。于是，四年之后，广州大剧
院的后台，在大大的拥抱之后，
杨青迫不及待地告诉林奕华自
己开始独立做工作室了，而且
“我真的写了个剧本”！

给杨青肯定和鼓励的前辈
还有好多，杨青说：“他们每一个
人都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或
者一盏前方的明灯。在他们身
上，我看到做人的品格。艺术只
是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艺术家
是在做人。”

侯莹是旅居美国的近年来
最受西方关注的舞蹈家之一。她
在国内外来回穿梭，杨青的

“青庐”是她在国内的重要驿
站。每次通宵长谈后送她离开，
杨青都会静立很久，为这来之不
易的相见，也为各自在精神世界
的孤独心疼。!&#!年侯莹排演
了现代舞作品《介》。看到舞台
上所传达出的痛苦、纠缠和绝
望，联想到生活中熟悉和了
解的侯莹，杨青说，自己仿佛
看到侯莹“啪”的一声把自
己摔在舞台上，毫无保留，
绝不妥协。这是追求极致的
撕裂，也是艺术创作上的决
绝。而侯莹对杨青形
容的“啪”的一声报以
大笑，“我们都了
解彼此所面对的
精神困境。”

! ! ! !虽然《情书》是否会登陆上
海的舞台尚未可知，但《情书》自
它被创作时，就注定了和上海的
缘分。“我在上海和杭州的那两
年经历太重要了，它滋养了我之
后十年的职业道路和文字创作。
在《情书》中表达出的很多人生
体悟，都和我在上海的经历紧密
相关。”

初到上海时的杨青是令人
羡慕的，很短的时间里，她进入
国际著名品牌旗下，被公司委以
重任派去杭州，全面负责品牌经
营的综合管理工作。满怀憧憬和
斗志地奔赴杭州，一年以后杨青
回到上海，却带着灰涩的心情。
“当时的那份工作，需要我懂得
长袖善舞，懂得平衡各种复杂的
人事关系，而那个时候的我，还
没有具备足以应对这些的能
力。”回首那段时光，杨青说，就

好像进入了一个“高压锅”，得到
很多机会，也面临各种压力，内
心敏感的她常常忍不住想逃跑。
“我是那种认准一个事情就

会很投入的人，所以，在决定放
弃的时候也特别痛苦。”杨青坦
言，在上海经历的挫折，让当时
的自己很痛很痛。“我当时的辞
职信写了一万两千字。你想，我
对那份工作投入有多深啊。可是
它真的伤了我的心。”

回到广州后，杨青开始她的
媒体生涯。从国际品牌到著名媒
体，她再次完成了人生目标的
“破”与“立”———让“自我突破”
变成一种“生存常态”，就在不断
放弃和追寻的路上，她越来越接
近真正想做的“自己”。

杨青越来越强烈的对生命
的表达欲，终于催生了系列随
笔———“青的自动播”，通过电子

邮件不定期地与艺术家们分享
探讨。在电子邮件这种看似冰冷
的沟通平台上，她将人的温度放
入其中，将生命的观察和思考送
上未知的轨道。这种看似毫无目
的的行为，渐渐成了艺术圈里朋
友们的共同期待。这种女性的独
立意识和自我探索，最终进入美
国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策展人
陈畅的视野，“青的自动播”的文
字与声音作品成为复旦大学与密
歇根大学“全球华人女性与视觉
再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同期展
览“'()*+我们”的重要部分。

与女性主义研究团体的密
切往来，又令杨青在探讨女权议
题的重要展览“十个女性的声
鸣”中，采访拍摄了视频作品《杨
青访谈录》。在这个作品中，她将
镜头对准一系列活跃在各领域
的女性艺术家，记录她们的努力
与困惑。在这些表达中，生命如
剥开的竹笋，呈现它原本的质感
和温度。将生命贴近最朴素的状
态，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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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广东省文化厅、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与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
局合力打造的大型现代舞剧《情
书》，圆满完成了广州的演出后，将
于 ,月移师香港和澳门巡演。在这
部舞剧中，杨青担任了原创文本作
者。杨青说，《情书》里有太多自己成
长的烙印。

从小就钟情于文字的杨青，那
么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着写日记和写
书信的习惯。日记里，是她对生活的
记录、对世界的观察，而书信则是维
系她和家人、朋友的情感的管道。“书
信是让我痴迷的东西，它既有书写的
记录，也有时间的烙印。这两样于我
看来，可以构成永恒。我们最希望沟
通是当下的，所以这么多即时的聊天
工具应运而生。但书信的倾诉，是完
全的孤独。孤独不一定是痛苦，也可
能很幸福。不知道答案，只有憧憬，这
是一个自我营造的乌托邦。”杨青说，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靠
书信活着的。”于是，当《情书》的导
演———广东现代舞团艺术总监潘少
辉先生找到杨青，请她写现代舞剧
《情书》的文本时，杨青欣然应允，
“那好像是冥冥中的必然。”

舞剧《情书》围绕五封书信展开，
创作的初衷很明确———要做一出观
众看得懂的现代舞剧。在杨青的原创
文本中，通过主人公“小艾”与父亲、
自己、朋友、恋人的五封书信的连接，
形成了一条贯穿人物二十年成长的
情感脉络。书信内容包涵了父辈深沉
的家国情怀、自我对理想和爱情的热
烈追求、爱情的幻灭与人生苍凉，以
及千山万水走遍的蓦然回望。《情书》
乃人之常情，是生命的柳暗花明、一
唱三叹的追寻之路，杨青相信，无论
穿越多少时代，能够沉淀下来的，总
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和值得珍惜的回
忆。被这出舞剧感动得泪水涟涟的观
众，从她的文本里，感受到了传统与
现代共存的情感守护。
在杨青家里，她和家人的书信

被妈妈按时间整理好，装订成册，厚
厚的，沉沉的，记录着流转的岁月。
开始创作《情书》的时候，杨青很自
然地从记忆中，翻出当年和父亲之
间的书信。那些信的内容，她甚至可
以倒背如流。于是在《情书》的“与父
亲的家书”的文本中，大量的段落直
接脱胎自父亲写给杨青的书信。舞
台上的主人公阿鸿放弃了法律的学
业追寻艺术。现实中的杨青，放弃了
医学专业，做起了和医学完全不相
干的工作。他们的背后，都有父亲深
沉的目光一刻不离地关注。
“我的父亲是位医生，也是位律

师，他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有很
透彻的认识。我刚刚开始工作，不太
适应环境时，父亲在信里告诉我，任
何时候好与坏都是相随相伴的，要看
到主流总是好的，因此，不要悲观厌
世。他总是让我相信美好，同时又告
诉我，追求美好的过程中，会遇到一
些不美好。他给了我一颗博大的心。”
杨青说，虽然自己很多年都在外工
作，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通过
书信，父亲总是耳提面命地在她身边
呵护，“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傅雷家
书》里的父子关系。父亲对我有关心，
有骄傲，也有担心。”不论何时，提及
父母，杨青都会充满感恩：“父母对我
的天然的肯定，让我可以心无旁骛地
往前走。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

“外面春光明媚，像我现在
的心情，各种希望在破土发芽，
接受春风雨露，抑或暴雨狂风。
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心！”这是
由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委约
制作的大型现代舞剧《情书》的
文本中的内容。它的创作者是杨
青，一个执著、勇敢的女子。作为
文化整合与传播的有力推动者，
杨青同时也是独具个性的女性
艺术家，其视频作品《杨青访谈
录》、文字及声音作品《青的自动
播》、舞蹈剧场文本《你是谁》于
近年在上海、香港、广州参展及
参演。

杨青 认准了就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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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情书》
写下自己的成长

两年“高压锅”式历练
支撑起之后十年的成长

站在艺术与大众之间
做个“信达雅”水准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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