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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A19文娱

! ! ! !应国家大剧院
“中国故事，当代精
神”全国优秀戏剧
展演邀请，由上海
宝山沪剧艺术传承
中心原创的大型现
代沪剧《挑山女人》
!"日、!#日连续两
晚在国家大剧院上
演。这是《挑山女
人》两年里第三
次 登 上 首 都 舞
台，!"日当晚也恰
好是该剧演出的第
!$$场。
《挑山女人》取

材于真人真事，故
事原型汪美红是安
徽休宁县齐云山脚
下的一位普通农
妇，这位齐云山唯
一的女挑夫，%# 年
来风雨无阻，艰难
攀爬近 !$ 万公里
陡峭山路，用坚强
伟大的母爱，独自
把一双龙凤胎儿女
“挑”进两所省重点
大学。

昨晚演出结束
后，在与现场观众
互动座谈时，在剧
中饰演王美英的华
雯坦言，这部戏故
事简单却不单薄，蕴含着丰厚的人
生底蕴，当不幸来临的时候，在汪美
红身上她看到的是一种凄而不苦、
苦而向上的力量。观众陈女士说，
《挑山女人》真挚、走心、不浮夸，最
动人的就是展现了一个平凡母亲不
平凡的所为，母亲的爱是共通的，这
一点十分打动观众。

而自 !$%! 年 %$ 月 !" 日首演
以来，正是凭借接地气的故事、贴近
时代精神的表达，三年里在全国演
出上百场的《挑山女人》，拿下了包
括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文华
奖“优秀剧目奖”在内的诸多文艺奖
项。在剧中诠释“王美英”一角的演
员华雯，也获得了第 %&届中国戏剧
节“优秀表演奖”、第 !'届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并于
!$%'年 (月在第 !#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评选中摘得“二度梅”。
国家大剧院策划“中国故事，当

代精神”全国优秀戏剧展演，是为纪
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深入贯彻
文艺作品当“服务人民·书写时代”
的讲话精神。展演共组织了三台戏，
一是沪剧《挑山女人》，二是越剧《德
清嫂》，三是国家大剧院制作作品综
合演出。

驻京记者 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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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 !$$( 年起，珍妮特·艾贝
尔（见图）任玛莎·葛兰姆舞团的
艺术总监。她不断探索新的形式
以吸引观众对舞团的关注，在保
留葛兰姆风格的基础上，将葛兰
姆的经典作品重新诠释，并创作
出全新舞台和舞蹈作品。昨日，珍
妮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问!玛莎#葛兰姆的作品好看

在哪里$

答! 玛莎的新舞蹈技巧基于
人类天生的身体语言，这些运动
和姿态是在我们开心、悲伤、生气
或困惑时身体无意识地行为。她借
用这些自然的姿态并拓展它们，使
之成为一种剧场化的语言。她的舞
蹈有着人类普遍拥有的情感，简单
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她的舞蹈中
看见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够
得到全世界认同的原因。

问!和其他舞团相比%玛莎#

葛兰姆舞团特别在哪里$

答!富有热情、引人注目、卓越

非凡。我们除了重新演绎玛莎的经典
作品之外，也委约不少当代顶尖编舞
家编创作品。《悲悼变奏曲》就是这一
想法的最佳案例，我们这次在上海也
会上演这一作品。我们可以通过玛莎
的作品连接过去与未来。

问! 可以简单说说这部作品

的创作理念吗$

答!三位艺术大师从未谋面，
但是他们很多艺术理念都有着联
系：葛兰姆与毕加索都用扭曲的表
达方式，通过使用极端的形状来表
现人的生理状态；斯特拉文斯基则

将原始声音与节奏作为实验对象，
来获得和前两者的相同效果。

问!玛莎"葛兰姆对你的影响

在哪里#

答! 玛莎教我挖掘自己的天
赋和力量，并将这些带到舞台上。
她并不想让我单纯地模仿她的表
演，她希望我拥有自己对作品的
理解，并将自己的感情带到角色
中，赋予角色我自己的力量和天
赋。这不仅对我的舞蹈产生了影
响，也对我的生活有着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张艺

两个“大部头”同台呈现
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首度亮相上海

舞蹈基于人类身体语言
$$$舞团艺术总监珍妮特%艾贝尔快问快答

艺术节 !"#

! ! ! !刚刚送走现代舞“女神”希
薇·纪莲，上海观众又将迎来一支
世界级的现代舞团———来自美国
的玛莎·葛兰姆现代舞团。它是现
代舞创始人之一玛莎·葛兰姆的
“嫡系”。

葛兰姆其实对东方有着浓厚
的感情，她本人信仰道家思想，曾
去过中国香港和台湾。舞团这次
首度亮相上海，了却了葛兰姆生
前未能实现的愿望，更为沪上观
众带来了量身定做的剧目———
《二十世纪三大艺术巨匠》。昨日
下午，舞团团长艾伦·拉儒、艺术
总监珍妮特·艾贝尔、舞团首席演
员劳艾德·奈特以及舞团中国舞
者辛颖一起出席了发布会。

特别加码
此次来到艺术节的《二十世

纪三大艺术巨匠》，是为中国观众
特别定制的版本。据舞团艺术总
监珍妮特·艾贝尔介绍，在舞团此
前的演出中，《编年史》和《春之
祭》两个“大部头”作品从未同时
登台，但本次中国巡演，舞团特意
为观众“加码”，将这两支大作品
同台呈现，十分难得。

上篇的《编年史》和独舞《深
沉的乐曲》，是葛兰姆于 %)&"年
西班牙内战期间创作的作品。身

在美国的她希望借助于舞蹈这一
形式，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与此同
时，西班牙画家毕加索运用绘画作
品就同一主题，创作了举世瞩目的
壁画作品《格林尼卡》。《编年史》
中，毕加索的《格林尼卡》成为舞台
上的巨幅投影，配合舞蹈，展现战
争带给人们的悲痛、绝望与恐惧。

个性鲜明
中篇的《悲悼变奏曲》是玛莎·

葛兰姆现代舞团自 !$$#年开始的
一个创意项目。&$年代，葛兰姆以
各种情感为主题进行创作，《悲悼》
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独舞作品。葛兰
姆身着紧身衣，坐在长椅上，运用
肢体语言表达出一个女人内心的
绝望与悲痛，那种内心痛楚的无声
表达紧紧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悲悼变奏曲》则邀请世界各

大编舞家对作品《悲悼》进行全新
诠释，每位编舞家将在 %$小时内
编排一个 '分钟的作品。本次演
出中，观众将欣赏到三位编舞家
布拉瑞扬、凯尔·亚伯拉罕、索尼
娅·塔依创作的“变奏”，每一支都
具有鲜明的个性。

不解之缘
作为玛莎·葛兰姆最伟大的

作品之一，舞蹈《春之祭》将成为
整套剧目中的压轴节目。本场演
出上演的是舞团在 !$%& 年全新
制作的版本，是运用葛兰姆标志

性的肢体语言，用极具力量感的
舞步，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最为
原始的视觉表达。

葛兰姆与斯特拉文斯基作品
《春之祭》也有不解之缘：%)%&年，
《春之祭》在法国巴黎剧院首演
时，曾引起了一场大骚动，遭到了
口哨、嘘声、议论声，甚至恶意凌

辱的侵袭。%#年后，玛莎·葛兰姆
将其改为现代舞蹈作品，在美国
费城演出，收获热烈反响，令这部
曾经备受争议的现代音乐作品改
变了受人批评的命运。%)*'年，)$
岁高龄的玛莎·葛兰姆重新编排
了《春之祭》，以表对这部伟大作
品的敬意。 本报记者 张艺

! 舞蹈团首席演员劳艾德#奈特和舞团独舞中国舞者辛颖昨在上海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