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央视春晚，舞剧

《五星出东方》中《锦绣》舞段以独特

的古典韵味的舞姿，用端庄温婉的“锦绣

摇”、顿挫有力的“红袖绕”、含蓄内敛的“汉俑

转”，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传奇国宝“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的魅力，两千年前的美好

的愿望，透过央视春晚的舞台，遍洒到中华大

地。以一件跨越两千年时光的汉代织锦，用舞蹈

讲述一段美丽动人的西域传说……舞台上又是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五星出东方》部分主创、主演人员讲

述他们台前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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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舞台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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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学漫谈·

■ 口述：池上 作家
■ 记录：艾莲

寒假期间，有不少学生看了
我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曼珠沙
华》，被书中的故事所触动，引发
了他们的思考。

其实写这本《曼珠沙华》说是
偶然吧，也好像是注定的事。回
望走过的路，我从小到大都是属
于中等偏上的孩子，不是最优秀
的孩子，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敏感，
但是喜欢写作，就一直坚持写下
来，在写作中了解自己、了解这个
世界，也会带给我一种好奇的感
觉，于是我喜欢通过写作来表达
自己内心的世界。

《曼珠沙华》是我第一次写成
长类、校园类题材的小说，可能跟
我的职业也有一定的关系。那
时，我担任小学三年级老师。有
一天，我问班里的一个孩子，是不
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作为一个
有着十年教龄的教师，我满以为
孩子会向我和盘托出，说出事情
的来龙去脉。但是意外地，孩子
反问我道：“我不可以有秘密吗？
你们大人们都有秘密，为什么我
不可以有秘密？”

孩子的话让我既吃惊又惭
愧，我突然意识到孩子比我们想
象得要复杂得多。当我自己是孩
子时，总是希望快快长大；可当我
真的长大了，却早已忘记了自己
还是孩子时的想法。

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
让我下定决心写下他们的故
事。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学
生，她差不多是《曼珠沙华》里面
孩子的原型，因为一场意外的高
烧，引发后续很多问题，学习能
力也跟不上。但她有一个非常
好的爸爸，陪伴着她，每天给她
送午饭。因为她不能吃学校的
餐，要吃定制的东西，否则她会
发病，病得很厉害。

有一次，她爸爸送她上学，我
在传达室看到那个孩子，我就跟
她爸爸说：“某某爸爸，你真的很
了不起，孩子有你这样的爸爸很
幸福。”结果那个小孩就看了我一
眼，用特别大的声音说了一句“我
幸福？我幸福什么？”

我真的被她震惊到了。因为
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在爸爸、老师
面前用这种方式诉说她的心声，
控诉那场病剥夺了原本属于她的
东西。她内心有很多东西是我们
无法想象的。虽然我们可能觉得
她爸爸对她很好，老师也很关心
她，但是其实她内心的世界，我们
没法感同身受。就像有的人生病
了，不生这种病的人没有办法真
正感受。

可以说，是这两件事触动了
我，才有了《曼珠沙华》这本书。
去年年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
版，里面共收录了五部中篇小说。

成长之路上被孤立的少女、富有摧毁欲的优等生、跟
踪陌生女孩的少年等等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的

“问题”、教育的困境、亲子的隔阂，以及日常之下暗流涌
动的精神之问。

在写作的过程中，往事一点一点地涌上来，记忆被唤
醒了。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在书写孩子，书写学校，书写社
会，更是在梳理我与儿时的我之间的关系，还有避不开的

“女性”身份。
过去，我在写女性题材的小说时曾问自己是否真的

足够了解女性？又是否能走出那片困境？但就在写这本
书中的一位母亲时，我隐隐觉得自己对女性有了一层不
一样的理解。于是，在《仓鼠》的结尾里，我写道：“但至
少，在瑞克英语下课前，她是一个个体——不是母亲，亦
不是妻子，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叫郝丽的个体。”

似乎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又何尝不像是阿姆斯特
朗在月球上跨出的那一步？回首过往，尽管只是一小步，
尽管前路茫茫，但到底是迈出去了。我把它们收录在我
的新小说集《曼珠沙华》中，这并不意味着尘埃落定，相
反，那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是女性，所以知道女性的不易；也因为是女性，
所以能感同身受，至于还没有说尽的，就让下一本书来回
答吧。

重展千年织锦，舞出盛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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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1985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小说集《镜中》《无麂岛之夜》。曾

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西湖·中国新

锐文学奖。

■ 口述：黄佳园 李晓慧 罗昱文 王璐 王茜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佳园，舞蹈编导。舞剧《五
星出东方》编舞。代表作品有《情
缘》《天凉好个秋》《梁山伯与祝英
台》《井冈·井冈》等。

李晓慧，舞剧《五星出东方》精
绝首领之女春君的扮演者，在原创
舞剧《天路》饰演角色“卓玛”获第
十六届文华大奖。参演剧目有《五
星出东方》《流芳》《天路》等。

罗昱文，舞剧《五星出东方》汉
代戍边将领奉的扮演者，曾获北京
市舞蹈大赛、华北五省舞蹈大赛一
等奖。参演剧目有《丝路长城》《天
路》《流芳》等。

王璐，舞蹈演员，参演剧目有
《圆明园》《丝路长城》《清平乐·大
都吟》等。曾获第十六届北京舞蹈
大赛《步摇彩鞋穗》专业青年组二
等奖等。

王茜，舞蹈演员、
艺术硕士，参演剧目
有《天路》《基督山
伯爵》（中文版）
等。多次随北
京市文旅局赴
美国、英国、德
国、西班牙等国
家进行文化交
流演出。

编舞黄佳园：
以“翘袖折腰”之姿，刻画女性形象

一部舞剧，一段中国大地上民族交流融
合的历史。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
遗址，发现了织锦护臂，上面写有八个篆体汉
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历经千年岁月的洗
礼，织锦的色彩依旧艳丽如初。

舞剧《五星出东方》就是以织锦护臂展开
想象，讲述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
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从
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
同，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在舞台上呈
现出国宝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展现了历
史上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荟萃、各民族
命运与共的家国情，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主题。

我觉得题材本身的时代感与地域性，给
这部剧的舞蹈设计带来了很多挑战。2000
多年前的精绝古城或是大汉王朝，如何搬上
舞台？在舞蹈设计上是写实，还是写意，都需
要在创排中反复推敲，寻找最优方案。

于是我在根据舞剧内容的设定情况下，
给该剧的舞蹈段落带来了相当多的可能性。
比如在央视春晚演出的《锦绣》舞段。整个创
作紧紧围绕“形”“神”“韵”去展开，也就是从
体态，到神态，再到韵律，去塑造、刻画身着曲
裾群，踏乐而舞的女性形象。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翘袖折腰”，这
是汉代舞蹈中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舞姿，坊
间也有“无袖不舞”的说法，其散发的简朴雄
浑的艺术格调，让我们在感受大汉王朝的气
度与风范的同时，也领略到其中别样的端庄
与浪漫。作品紧紧抓住“艮”这个特点，在动
作中强调顿挫的质感，手臂多以绕袖、甩袖、
摆袖为主，舞步则以跺、踏形成步伐特点。整
支舞可以说是气韵生动、一气呵成。

当然在整部剧的舞蹈中，各段都有特
色。比如围绕“精绝古城”这个地域展开的

“灯舞”“集市舞”，以及表现北人野蛮、好斗的
“狼舞”，都可以说是极具视觉记忆点的段落。

当剧中男主角奉带着精绝公主春君以及
北人之子建特穿越回大汉时，围绕大汉展开
的“假面舞”“农乐舞”“锦绣舞”，又从另外一

个维度给观众带来了极具反差的视觉享受。
在总导演对该剧的整体定调之后，舞蹈

设计的可能性也渐渐找到了方向——既有对
历史必要的保留，也有对历史有感而发的解
读与延伸，用舞蹈的语言去展示出文物所承
载的文化内涵，去表达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
情深的主题。

春君扮演者李晓慧：
希望我的每一次起舞，传递心之所向

《五星出东方》这部舞剧排练的周期很
长，我们主演和群演以及编导们都几乎没有
休息，可以说日日夜夜年年，有时在睡着时听
见剧里的音乐片段都会一下子蹦起来，这部
舞剧已经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了。

出演春君这个角色，王舸导演和黄佳园
导演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舞剧的认识更深
了，对于人物挖掘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在历史古迹中，寻觅古人带有温度的生
活印记，他们互相扶持、不离不弃、幸毋相忘，
让我们仿佛看到千年以前人性的光辉。

在我看来，舞剧演员不仅要有扎实的功
底，还必须要有具备刻画人物的能力。所演
绎的人物，一个眼神、一个转身、一个步伐、
一个抬手，动作节奏快慢的处理都会反映出
这个人物此时的心理活动，舞剧不能说话，
观众只能从这些肢体语言中去捕捉要表达
的内容，所以还是很难的，对我来说也是一
种挑战。

春君是美丽的精绝古城公主，生活在西
域这片净土上，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人，她也是
偏少女感的，和我本身还是比较符合，但是她
是西域女孩，我是汉族女孩，所以表达情感的
方式，我还是需要从内心的感受入手。

从我一开始对天真活泼春君的角色理
解到她的成长轨迹，遇到奉后，直到奉为了
保护精绝古城牺牲，春君是有一个心理转变
的，而这个过程就是需要用舞蹈语言去表
达、去探索。

所以我会通过每个段落的舞蹈动作一遍
遍摸索、练习、录下自己每一个动作，然后，用
一名观众的角度去观看，去思考，去调整，如
何更完美地塑造春君这个人物。虽然地域不
同，但是春君的天真烂漫会让我产生共鸣，感

觉有时跳完整场舞剧后，脑海里都是剧中春
君的影子。

我希望我的每一次起舞，都可以向观众
传递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
舞蹈文化，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我的价值所
在，是我站在舞台上最大的鼓舞和动力。

奉扮演者罗昱文：
信念感，让我走进奉的内心

在接触奉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一开始认
为奉就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戍边将军，得到
了“五星出东方”织锦护臂，身负重要的责任
与使命，守护边境。但是随着排练的推进，王
舸导演在编排和讲戏的过程中会赋予角色更
多的细节，这给了我很多启发。

奉从始至终守卫在塞外边疆，护臂对他
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他在黄沙漫漫艰苦的
环境下坚守国土，直到最后为国牺牲，大义凛
然的民族精神深深震撼着我。

为了融入这一角色，导演王舸建议我留
胡子留头发，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外在的信念
感，从外形上更贴近奉。然后寻找角色的特
性特点，以及感受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共性与
差异，奉是有勇有谋，知礼节，懂隐忍，有大智
慧的将军，春君是活泼、天真烂漫的精绝城公
主，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热爱，建特是
北人首领之子，充满狼的野性，他们三个角色
在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互相感染和影响，
也使得我逐渐走进了奉的内心。

让我难忘的是奉遇见春君这场舞段里，
遇见了春君这样的少数民族姑娘，那一份热
情天真，是奉很久没有感受过的，需要通过肢
体一点一点地剥开奉的内心，去展现他是如

何重新认识和平，放下仇恨，避免战争。
奉决意牺牲自己来保卫和平，他与春君

告别之时，他们两人的双人舞，似乎每一个舞
蹈动作都要体现着千般不舍与万般无奈的情
绪，诠释着家国情怀的民族大义。

当然，对我来说，要通过舞蹈把民族大爱
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无
论是一个眼神，还是一个动作，我都要拿捏好
分寸。

参与舞剧《五星出东方》最大的感受是自
己尝试了不一样的角色，挑战了不同的舞台
表现方式，从舞剧本身来说，我在排演过程中
是切身地进入了精绝古城热闹的集市，还有
大汉恢宏的场景，无论是动作细节、舞台氛
围，还是灯光道具等，都给了我一种穿越回到
大汉的感觉，让我感受到两千年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融洽。

演员王璐：
两年时间的打磨，才有舞台上的一幕

我作为一名演员，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
舞台，参演《锦绣》，内心激动愉悦，春晚是现
场直播，对舞蹈队形以及演员动作的整齐度
要求很高，加上服装自身重量近十斤，袖摆不
好控制等很多因素，对演员都具有很大的考
验和挑战。“翘袖折腰”等一个个舞蹈动作，都
是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和无数次的排练，两
年时间的打磨与沉淀，才有舞台上呈现的那
一幕。

参演这部舞剧，每一场演出都带给我不
同的感受，更多的是带给我一种情怀与力量，
跟随这部剧而成长。与其说是一部舞剧，我
觉得更像一部电影，从考古队到精绝古城再
到大汉，每个人物都在戏中，包括没有角色名
字的演员，虽然整部剧演下来很累，但是每次
谢幕，观众如雷贯耳的掌声响起，内心就会有
一种释放的快乐。

前不久，舞剧《五星出东方》荣获第十六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也是获
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之后的又一殊荣。这部舞
剧将于2月17—19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进行获奖后的首次演出，后续还将进行约50
到100场的全国巡演。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走进剧场，真切地与
我们每位演员一起去寻找跨越千年的美好，
感受舞剧中所表达的兄弟之情、家国情怀、民
族团结的大爱。

演员王茜：
亮相春晚，是一名舞者的高光时刻

《锦绣》舞段亮相今年的央视春晚，能作
为其中一名舞蹈演员参与演出，对我来说是
一件非常幸运自豪的事。这也是我进团15
年来首次登上春晚舞台，对于一名舞蹈演员
来说属于高光时刻了！

特别巧合的是，我生肖属兔，2013癸卯
年是我的本命年，《锦绣》所蕴含的意义不仅
仅是对我自己的祝福，也是对全国各族同胞
的祝福，更是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五星出东方》这部剧在我看来，不仅仅
是表达友情、亲情、爱情，更表达了舍生取义
的家国情怀。这部剧运用诙谐幽默的手法展
现了各族人民深厚的友谊，以及团结奋斗的
伟大精神。

参演这部剧，于我而言，最大的不同是对
于舞台表演的感受，以往更多的是肢体语言
的表演，而这部剧更加强调了戏剧化表演，不
同角色不同舞种的切换，需要更加细腻、丰富
的情感表达，同时还会有一些喜剧的表演形
式，整体呈现到观众面前对我们要求会更高，
自然压力也会更大。当然这也是我跳过的最
享受最过瘾的一部舞剧。

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舞台
上，享受舞台，感受观众带来的鲜花和掌声，
这也是作为一名舞者能获得的最好的回报。
舞蹈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热爱舞
蹈，愿意为它继续燃烧。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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