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琳：

《北京奏鸣曲》：一座城市的情绪写意
■ 范语晨

一个挂满衣服的简易衣架，8个仅身着打底
衣物、行色匆匆穿梭在舞台上的年轻男女，这是
芭蕾舞剧《北京奏鸣曲》的开场。这部作品由北
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知名舞蹈家王媛媛执导，
青年编导秦子乾编舞，用舞蹈的形式讲述人们在
北京追求梦想的故事。

舞台上没有任何与北京有关的标志性文化
元素，纵使对现代舞的抽象性做足了心理准备
的观众也不禁疑惑，《北京奏鸣曲》与北京的关
联体现在何处，创作者又打算如何讲述北京呢？

带着疑惑看下去，只见，舞台上的8位演员陆
续穿上了不同色彩的外套，开始两两起舞。他们
的舞姿与动作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和谐优美，而是
充满了焦躁、冲击与抗衡的意味。似乎，这些年
轻人从穿上外衣的那一刻起，就从原始的自我瞬
间变成了承担角色的社会人，开启了忙碌琐碎的
一天，也开始了与其他个体的交集纠葛。

此时，作为“北漂”的我似乎感受到了台上的
舞蹈与北京的关联性：他们在用肢体表达一种属
于北京，也独属于每个人的情绪。正如编舞秦子

乾讲述创作思路时所说，“我们一开始也把目光
聚焦在北京的历史、标志性建筑等大家更耳熟能
详的主题上，但后来发现北京最有趣的还是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北京。”

的确，80分钟的演出里，没有台词，没有明
确的情节，没有写实的造景，抽象与朦胧之中，
唯有人的情绪始终在场，始终强烈，通过一些熟
悉的生活片段将观众带入其中，用各自的感受
描画心中的北京：杂乱的衣架仿佛代表着合租
的小屋，多人群舞的设计似乎是早晚高峰的拥
挤与奔波，不时喷出的蒸汽与变幻的光柱让人
想到车水马龙的街道，而窗框与一副桌椅则勾
勒出了职场加班的图景……8个年轻人在北京
的不同空间中穿梭着，寻找着，烦恼着，渴望
着。而他们彼此肢体语言的连接、相融或拒斥，
演化出了人际关系的多种样态——朋友，陌生
人，同事或是爱侣，相聚、相伴或是别离，都是我们
异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化学反应。

情绪的流淌可以有一千种理解，而独特的
舞台装置却有如点睛之笔，唤起了无数“北漂”
的极强共鸣。舞剧中最别出心裁的装置莫过于
能够升降的中空天花板，它不时在群舞时缓缓
下降，令人感到莫名的压抑与紧张。舞者一面
焦灼地望向天花板，一面展现出更富于力量感
的肢体动作，似乎要不服输地顶起这片天；而中
空的方块又让他们心生好奇与向往，想要踩着
梯子伸出头去，探索天花板外面的晴空。而就
在他们奋力起舞的时刻，天花板突然倾斜角度，
面向观众，转化为一块巨大的屏幕，放映出北京
城里的林林总总：忽而是地铁里匆匆的人群，忽
而是带着露珠的草叶与绽放的花朵……压力与
快慰之间，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钟摆的声音若
隐若现，贯穿舞剧之中，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如何
浮沉变幻，时间总在以同样的速率流逝着，前行
着，永不后退。

这些对北京生活场景碎片化与意识流式的
呈现，不禁让我想起社会学家严飞在新著《悬浮：
异乡人的都市生活》中的一句话：“对那些在城市
中漂泊无根的外来者来说，城市只是一幅由小世
界组成的画，他们像马赛克瓷片一样彼此接触却
无法渗透。”《北京奏鸣曲》不去定义与描绘北京，
却恰恰准确地捕捉到了异乡人心中马赛克画一

般的都市生存感受。
除了夺人眼球的装置之外，音乐语言的运用

绝对称得上《北京奏鸣曲》的另一大惊喜。如果
说天花板的升降将舞剧的情绪饱和度推向了高
潮，那么古典音乐的加入则将观众引向了最深刻
的心灵共振。与抽象、简约的表达方式相吻合，
这部舞剧的主要配乐是现代气息浓厚的电音，因
此古典乐的出现就显得尤为惊喜。在一段群舞
结束、天花板再次升起时，穿着红色西装的女演
员留在舞台上。德彪西的《月光》如水般缓缓流
出，与她的翩翩独舞相伴随。此刻，你眼前的仿
佛不再是前卫的现代舞，而是和谐、优美的古典
芭蕾世界。舞姿与音乐韵律完美融合，少了几分
急促，多了些许舒展与沉静，就像是喧嚣散去的
深夜，在皎洁月光中独自思忖、叩问内心的你我。

如此，古典乐的奏响不仅让观众从混杂的城
市写意中暂时抽身，走向内心深处的波澜，也从
艺术形式上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惊喜碰撞。抽
象含混的现代表达中，同样可以蕴含深层的规整
与庄严，这或许也是舞剧命名为《北京奏鸣曲》的
原因之一。整个演出过程中，古典音乐共出现了
四次，以德彪西的《月光》开启，到德国新古典主义
钢琴家奥斯卡·舒斯特那首如水晶般剔透的《辛
西娅》，再到充满了救赎意味的巴赫小提琴曲，最
终，在鲜花开满舞台的结尾时刻，舒伯特的小夜
曲响起，给了这个千人千面的北京故事一个静谧
浪漫又有淡淡忧伤的终章。

而在伴着小夜曲的舞剧尾声中，创作者依
旧没有给异乡人的北京生活一个明朗的答案：再
次褪下外套的女舞者侧卧在舞台中央，另外7位
舞者陆续在她的身旁摆满了绚丽的鲜花，并洒下
白色的珍珠。此时，侧卧的舞者开始挣扎着起
身，想要站起来。整场舞剧就结束在这里，生活
的挣扎与欲望依旧在绵延，唯美与希望也铺展在
眼前，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想象空间。

北京的魔力就在于它包含无限的可能性，
关于北京的艺术创作同样如此。身处都市的追
梦人能否通往鲜花盛开的未来？这是以北京为
主题的文艺作品反复探求的问题，而《北京奏鸣
曲》无疑以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试验，驶向
了异乡人的心灵深处。舞剧落幕，这座城的故
事仍在更新迭变，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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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将每个““她她””，，都当作鲜活的生命都当作鲜活的生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颜昱晔

“每一个角色找到你，那都是一个生
命。我的态度，就是把每一个她都当作一个
鲜活的生命去认真地对待”。

由康洪雷担任总导演，张晚意、郭涛、刘
琳等主演的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已在央视
开播。才从《漫长的季节》里走出来的刘琳，
再次饰演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传统女性存花。

“爱的能量，帮我找到真实的感觉”

真实、生动是许多观众对刘琳饰演过的
众多角色最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曾和郭涛
在《父母爱情》里饰演兄妹的刘琳，在这部剧
里与郭涛二度合作，饰演一对夫妻。一些观
众的评价是“毫无违和感”。

刘琳说：“在拍摄《父辈的荣耀》时，康洪
雷导演和编剧赵冬苓老师总是会强调，你们
可别把人物都演成完人。”

存花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父辈
的荣耀》中，刘琳饰演的存花是一名坚强善
良、十分能干的女性，但她也会在家里对丈
夫、孩子常常抱怨。“存花，嘴硬心软，看起来
很啰唆，但她也是实打实为这个家付出最多
的人。”

在刘琳看来，只有全身心进入角色的状
态，才能演绎出一个人物的真实感。

令刘琳印象深刻的是兆喜眼睛受伤，存
花抱孩子下山的那场戏。“兆喜是存花和丈
夫长山唯一亲生的孩子，也是家里最娇纵，
性格最顽皮的。所以当知道存花要上山采
山货，兆喜为了玩，也偷偷跟着妈妈上了
山。被发现后，大人们也是没办法就由着他
跟着去了。没想到他追兔子的时候不小心
被树枝扎了眼睛。开始我还在想这场戏要
怎么演，因为小兆喜当时十岁，体重已经快
80斤了。而且戏里又需要存花双手横抱着
儿子跑，我就想是不是应该要借助一些工
具，想一些办法来辅助抱起孩子。”

开拍前，刘琳对导演讲出了这方面的顾
虑，导演则用自己小时候受伤，妈妈抱着自
己跑的亲身经历来帮她找感觉。“导演告诉
我在这种时刻作为母亲一定是很有爆发力，
很有能量的，而这种爱的能量往往都藏在人
们的潜意识里。”

这段话刘琳记在了心里，等到实拍进
入到戏里的情境和情绪，当看到小演员眼
睛上逼真的伤妆时，“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一
股子劲儿，一下子就把那孩子给抱起来
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赶紧把我的孩子送
到医院去，晚一会儿我的孩子就疼一分。
而且这场戏全景近景拍了好多遍，一直从
傍晚拍到了天黑。”

演兆喜的小演员也特别懂事，每拍一
遍，他都会对刘琳说“妈妈你辛苦了”。拍
摄过程中，这样真诚且投入的氛围非常打
动人，当演员们都进入状态，一场场戏也就

这样“活”了起来。

“家人间的情感流动，让我在演戏
时内心获得了平静”

《父辈的荣耀》和《漫长的季节》一样都
发生在东北，也都有20世纪 90年代的故
事。在谈及她饰演的两个角色时，刘琳表示
《漫长的季节》中的李巧云是一个非常勇敢
的女人。她戏份没有特别多，却令人印象深
刻。在年轻的时候，她遇到困境勇于反抗，
比如一群人里，只有她敢在厂领导办公室砸
暖水壶。中年以后，她的丈夫孩子都相继去
世，她可以一个人坚强地面对生活。在老年
时期，她还能勇敢接受并追求新的爱情。

而《父辈的荣耀》里存花这个角色则相
对传统，她吃苦耐劳，遇到困难咬碎了牙也
要坚持下去。剧中的故事发生在林场，那里
有一棵棵大树，刘琳说，她觉得存花就像大
树一样支撑着整个家。拍这部戏的时候她
感受到，在一个家庭里成员之间的感情是流
动的，孩子小时候依赖父母，长大以后孩子
就成了父母的依靠，不存在单向的付出。“这
种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流动非常动人，让我在
演戏的过程中内心获得了平静。”

一连拍了两个东北故事，刘琳说，不同的
剧给自己留下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在拍
《父辈的荣耀》时，她感受到了东北的凛冽和
苍茫，内心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获得了成长。

《父辈的荣耀》有很多冬天的戏，在东北

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下拍戏是剧组多数
演员从未有过的体验。严寒所带来的体感
和本能反应，必定会影响演戏的状态。好在
同组有一群东北籍演员，有些是当地的二人
转演员，刘琳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特别多的
活力和温暖。“当我被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
就会和大家一起跳舞，让自己动起来，保持
体温的同时也保持住自己鲜活的状态。”热
烈欢脱的氛围，也让“扎营”在冰天雪地的剧
组变得生机勃勃。

“我爱自己饰演的每一个角色”

饰演那些坚韧的女性角色，刘琳看起来
得心应手。在被问到是不是因为她现实里
性格跟这类人物比较相似，才能演得如此真
实生动时，刘琳略带羞涩地表示，不能说相
似，只能说她很向往，她希望自己是坚韧、有
担当的人。她在接新角色的时候也会紧张，
担心如果演不好观众会失望。每当这时候，
她都会告诉自己你也不是完人，尽力就好。

刘琳说她爱自己饰演的每一个角色，她
们都让她有所收获，“演戏就像是穿梭在不
同的世界，每一种类型的角色都是不同的人
生体验。”

她在待播剧《仿生人间》中一人分饰两
角，一个是真人妈妈，一个是仿生人妈妈。
在未来世界，科技飞速发展，陈心慧因为工
作忙，没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定制了
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仿生人妈妈在家照
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结果有一天仿生人有
了自我意识，萌生了想要替代真人的想法。
在演这部剧的时候，她会想，未来世界会不
会真的变成这个样子？在古装轻喜剧《兰闺
喜事》中饰演一位可爱的母亲杜如玉时，她
又会每天在片场“嘎嘎乐”，沉浸在欢乐的氛
围中。

从事演艺事业30年，刘琳对表演的热
爱早已深入骨髓。在业余生活中，她很爱观
察人。在海边度假的时候，她会观察海滩上
各种各样的游客，比如捉螃蟹的孩子，喊孩
子吃东西的妈妈，夫妻之间沟通的状态等。
她说，也许某一天其中的一个形象就是她需
要扮演的角色，把这些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存
储在脑子里，等到演戏的时候，这些真实的
形象也许一下子就蹦出来了，就能快速进入
状态。

谈到中年女演员的瓶颈问题时，刘琳心
态十分平和。她觉得遇到瓶颈是一个琢磨
自己的好时机，沉淀一下是好事，可以看看
自己有哪些不足，自己的演艺事业还能往哪
个领域延伸。中年女演员的表演题材可能
相对有限，但刘琳说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演一
些职场剧，因为自己职业的原因，没有太多
感受过职场生活，所以很向往像警察、医生，
以及金融、律政等行业的白领类型的角色，

“我希望自己能去体会各个职业和岗位的职
场生活，感受百态，感受不同。”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 邓丽娟

独具韵味的民俗风情、精致巧
妙的制作技艺、飘香四溢的各地美
食……近日，2023“新疆是个好地
方”对口援疆19省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
区举办。此次展会以“文化的瑰宝
人民的非遗”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9
个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各地区的
383名非遗传承人和330项非遗项
目，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打
造非遗宣传推广平台，展示文化润
疆成果。

特色非遗搭建交流平台

一进展会序厅，40件新疆与对
口援疆19省市互赠的精美作品令
观众李雪莲连连赞叹：“每一件作品
都极具特色，这件剪纸作品还加入
了新疆的文化元素。”福建浦城剪纸
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周冬梅为此次展会
特别创作了作品《福运无疆》，表达
对闽疆两地人民的美好祝愿。据
悉，展会共汇集了近20项剪纸非遗
代表性项目，各地剪纸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齐聚一堂。

湖南展区里，观众一边用长沙
窑瓷器品味着浓香醇厚的黑茶，一
边欣赏着闻名海内外的湘绣技艺。

“希望观众能通过非遗项目，领略到
湖湘风情。”安化黑茶永泰福茶号负
责人李舒予说。

“制作漆器有制胎、髹漆、彩绘
三大工序，要结合雕、漆、绘三大工
艺。”今年，湖北楚式漆器髹饰技艺
的非遗作品第一次参展，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李琴详细介绍了漆器的制
作工艺。

此外，近千件非遗作品齐聚黑龙江展区，促进多民族
文化交流；山东展区里，曲阜楷木雕刻、泰山石家面塑、威
海锡镶等纷纷亮相；还有北京景泰蓝、天津泥人张、河南
汴绣、安徽宣笔……各地非遗代表性项目彰显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涵。

本届展会的主视觉采用20种中国传统色，对应着新
疆和19个对口援疆省市，同时采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的竖条纹纹样，设计出了立体像
素字“家”的主题造型。

活态传承展现各地风采

“非遗+展演”“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科
技”……展会上，多形式的跨界融合让各地非遗代表性项
目散发出新的活力。

在浙江展区的透明视窗前，观众正在点击屏幕，了解
温州瓯窑的历史。今年，浙江采用透明视窗、全息影像、
非遗瀑布流、非遗明信片等数字化形式展现110项浙江
非遗代表性项目，让观众切身感受到虚拟与现实的奇妙
碰撞。

这厢雄浑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震撼人心，
那厢热情奔放的山西长子鼓书响彻会场……“乐舞非
遗”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演出，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舞出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与向往。

而提及本次展会的人气展区，和田当属其一。与常
见的新疆舞不同，在和田地区策勒县广为流传的“木山羊
舞”，其“舞者”是纯手工制作的木山羊。梅州客家山歌传
承人童爱娜感到很新奇：“木质山羊在艺人操作下，随着
音乐上下旋转、跳动，让人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

主会场外，在阿克苏博物馆、影剧院、老街等地设置
的分会场同样颇具人气。

“近年来，新疆非遗保护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多届
非遗展对新疆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有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布的
54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已有94项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连接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典雅的江南蒲扇、娟秀的丝巾、活灵活现的面塑……
来自北京的徐鹏一家在此次展会上选购到不少心仪的非
遗文创作品。为参观非遗展，他们特地推迟了离开阿克
苏的时间，“在阿克苏‘偶遇’非遗展，让我们的新疆之旅
更有意义。”

乌鲁木齐展区的特色刺绣展台人头攒动，传承人哈
提玛·艾乃都正在给观众展示种类繁多的精美手工艺
品。几年前，她创立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胡拉莱民族
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一群绣娘走上了致富道路，
于2021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下一步，我们要开网
店、做品牌，结合旅游产业推广刺绣文化，带领更多姐妹
用巧手绣出幸福生活。”哈提玛·艾乃都说。

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非遗中心的古兰在展
会上备受启发：“我们制作的非遗文创产品体量很大，要
想更好地面向市场推广，还需要更加贴近生活。”

展厅外的非遗集市上，特色美食飘香四溢，悠扬的乐
声响起，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艾依提·依明的演奏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欣赏。

新和县加依村素有“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
之称。“能带着我们制作的乐器来到非遗展，我非常自
豪。希望能让各地朋友了解这些乐器，让琴声传到更远
的地方。”艾依提·依明说。

北京的魔力就在于

它包含无限的可能性，

关于北京的艺术创作同

样如此。追梦人是否能

通往鲜花盛开的未来？

这是以北京故事为主题

的文艺作品反复探求的

问题，而《北京奏鸣曲》

无疑以一次令人耳目一

新的艺术试验，驶向了

异乡人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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