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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一股明媚绵柔的风从金陵吹
到了椰城。

3月 16日至 19日，海南省演艺集团
“自贸港 艺非凡——2024年中外舞台艺
术精品海南展演”重点引进大剧——江苏
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海口连
演四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自2021年9月首演以来，该剧已
在全国巡演超过160场。凭借深厚的
文化内涵、精致的审美表达和卓越的
艺术表现力，这部舞剧不仅摘得荷花
奖，也搅动了中国演艺市场，每到一
处，开票“秒罄”、一票难求，成为一
部“现象级”作品。舞剧《红楼梦》
巨大的吸引力从何而来？为何
看剧也能成为观众的一场“朝
圣之旅”？这部剧诞生的背后
有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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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演绎的名著
同样拥有像文字一般
让 人 热 泪 盈 眶 的 力
量！12 幕里再现了许
多 原 著 的 名 场 面 ，但
最后以展现女性意识
觉 醒 的 现 代 舞 做 结
尾 ，真 的 是 最 最 精 彩
的落幕！

——网友“凉拌菜”

文旅速递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特展“香港
赛马会呈献系列：圆明园——清代皇家园
居文化”19日正式揭幕，展出逾190件珍贵
文物，重现“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昔日辉煌。

此次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故
宫博物院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联
合主办。这是继2022年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开幕展后，该馆再次隆重举办以故宫
博物院珍藏为主的大型特展。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
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此次展览极具文化及
历史意义，期望香港市民和内地观众，特别
是年轻一代能通过此次展览加深对国家历
史和民族文化的认识。

据介绍，此次展览将分两期展出190
多件绘画、书法、器物、烫样（建筑模型）及
图样等文物，当中绝大多数文物为首次在
香港展出。展览利用多媒体技术重现圆明
园壮丽多姿的昔日风光。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都海江表示，故宫
博物院未来将继续保持与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的紧密合作，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内
地与香港同胞心意相通。

此次展览包括5个单元，分别为“空间
布局”“时令节庆”“再现名园”“皇室亲情”

“劫难与遗迹”，呈现了与圆明园相关的宫
廷历史、文化和艺术。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邱文
忠表示，展品中有圆明园管理处近年来考

古发掘的文物，绝大多数为首次在圆明
园以外的地区展出。这些文物承载

的不仅是帝王的几暇怡情和文人
的消闲雅逸，更蕴含着深厚的

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该展览将于3月20日至

8月12日向公众开放。
（据新华社）

重现“红楼梦中人”

3月16日至19日，舞剧《红楼
梦》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近
5000名观众沉醉于红楼一梦。

开场前，观众们提前一两个小
时就在场外等候；演出中，十二金
钗翩跹起舞，观众的眼睛忙得看不
过来；落幕后，潮水般的欢呼与掌
声经久不息……瑰丽的“入梦之
旅”，道不尽红楼一梦，写不完人世
情愁。

小说《红楼梦》全书共120回，
而舞剧《红楼梦》通过有侧重的取
舍，将庞大的故事改编成12个篇
章。在2个小时的表演时长里，从

“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
园”“葬花”，到“元宵”“丢玉”“冲
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前
后各六场，上下两个版块，更加简
洁地表现了《红楼梦》的主线故事，
在结构布局上格外用心。

古往今来，“红楼梦”作为一个
常青 IP，有过无数种艺术表现形
式，而曹雪芹在原著中华丽的辞藻
篇章经常被作为演绎的侧重点，众
多创作者用戏剧、歌剧、话剧等“看
得见文字”的方式讲述大观园里的
故事。而这一次的“出圈”之作为
什么选择没有台词的舞剧？

“《红楼梦》是一部太伟大的作
品，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准确把握
住具象化的台词、文字，而且已经
有这么多优秀的红楼梦艺术作品，
我们希望用另一种方式呈现。”江
苏大剧院总经理廖屹说，在与两位
导演商议后，大家一拍即合，一致
认为舞剧这种形神兼备的形式更
适合江苏大剧院版的《红楼梦》。

舞剧不比话剧，在没有台词的
情况下，剧中的舞蹈编排、舞美设
计，甚至服装样式在表现主旨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观剧过程中，如果你坐得离
舞台近些，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十二
金钗的服装设计保留了部分明代
古制，又加以创新。她们身上的云
肩与刺绣，有着不同寓意的花卉，
与十二钗的命运相互映照。

“我们以植物花卉作为性格特
点结合人物命运，以明末时期流行
服饰的特点结合现代极简审美为
基准，希望将‘云肩如花，花似云
肩’的概念贯穿全剧，更好地体现
美人如花摇曳、身姿轻盈、如风似
柳的审美。”该剧服装设计李昆说。

在舞美表现上，整部剧在漆黑
的舞台背景中更有纵深感，幕布的
伸缩、投影的运用、大幅纱幔的缥
缈，在视觉上既有古调也有新意，
既轻盈柔美也具有力量感，杂糅着
一种明媚又衰败，哀伤却不颓废的
舞台情绪。

舞剧的情感神韵离不开舞蹈
语言的表达。在“省亲”一章，元妃
立于舞台中间，随行人员置于两
侧，每个人的身前都穿着一件巨大
的官袍，在一段群舞后，元妃褪下
宽大的长衣，向贾母行礼。在“着
衣”“褪衣”中，烘托出封建社会的
循规蹈矩与顽固不化。

一章章、一幕幕，皆蕴含着无
尽的巧思，表现了一场欢喜盛大的
幻境，也演绎了一场结局苍凉的梦
魇。

经略一岛 关乎全国

《孙中山与海南
1905—1913》出版

本报讯（记者陈耿）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海南出版社获悉，《孙中山与海南
1905—1913》已出版发行。该书近33万
字，梳理和介绍1905年至1913年间，中国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与琼崖的关系以及他对
海南的贡献，不少内容为首次披露的新发
现史料。

《孙中山与海南1905—1913》的作者
为海南省史学会会长、高级编辑钟业
昌。二三十年来，他细致入微地搜寻和
整理有关孙中山的历史资料，包括王斧、
林文英、陈发檀、徐成章、陈侠农、陈继虞
等追随孙中山革命，与推翻清廷、建立民
国有功的海南人的故事，并通过新发现
的资料，对以往互相传抄时出现的讹误
作了勘正。

据作者介绍，这只是孙中山与海南“三
部曲”的第一部，更丰富的内容还将在《孙
中山与海南1913—1920》和《孙中山与海
南1920—1925》中展现，力求再现孙中山
从出生到逝世几十年间的生命激荡史与海
南人民的苦难奋斗史，以及他提出的琼州
革命方略、琼崖改省方略和海南开发方略
等主张。

《孙中山与海南 1905—
1913》，钟业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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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是核心竞争力

舞剧《红楼梦》在专业口碑与
商业市场上取得的成功，既是对传
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也
是对其背后的出品方——江苏大
剧院创作能力的肯定。

成立不到7年，江苏大剧院已
经推出了多部像舞剧《红楼梦》这样
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剧目，如歌剧《拉
贝日记》入选国际歌剧大奖提名奖，
话剧《朝天宫下》获2020紫金文化
艺术节“优秀剧目奖”，话剧《红高粱
家族》获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舞
台艺术创作项目立项资助……一部
部“有高度”“有广度”“有温度”的原
创佳作，极大地提升了地域文化的
影响力。海南能从江苏大剧院的运
营模式中，学习哪些经验？

“原创剧目是江苏大剧院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廖屹说，原创
作品成功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人
之间的情感连接，更唤起了年轻一
代对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的关注。

在廖屹看来，海南同样拥有许多
可以创作的题材和故事，包括冯白
驹、红色娘子军、琼崖纵队等等，这些
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可以再挖掘、
再书写的。眼下，自贸港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题
材，江苏大剧院也期待和海南共同挖
掘，通过艺术的形式讲好海南故事。

如今，随着演艺市场的全面回
暖，江苏大剧院成为艺术爱好者的
必打卡点，活跃的艺术氛围让这里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艺示范社区。

“运营剧院就像开一间百年老
店，原创剧目就是经营的重要法
宝。”廖屹说，相比于运营一个空
间，创作剧目是一条更难走的路，
但也是更长远的路。

对于舞剧《红楼梦》获得的成
功，廖屹也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清醒
态度，“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剧院，每
做一部剧都是从零开始的，不是说
《红楼梦》成功了，后边我们做的每
一部作品都会是精品，但我相信所
有的创作积累最后都不会白费。”

一方舞台，让历史的笔墨在今
日延续。曲终，人未必会散，廖屹
说，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
进“红楼之梦”，也定会有越来越多
像舞剧《红楼梦》这样的艺术作品
带观众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
之梦。

碰撞出“红楼新火”

舞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成
员多数是“90后”，他们以年轻一
代的目光重新诠释了这一宏大深
厚的名著。纵观全剧，没有大刀阔
斧地修改，更多的是融入当代视角
来讲述经典，让“红楼旧梦”与现代
意趣相结合，碰撞出“红楼新火”。

“这部剧从创作之初，我们就
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表达这部
名著，年轻化的表达必然离不开年
轻人的参与。”廖屹介绍，该剧两位
导演黎星、李超，以及编剧、演员大
部分都是“90后”。

在这部舞剧的12个篇章中，
廖屹偏爱“团圆”“花葬”多一分。
他认为，这部分的结尾更像是青年
艺术家对于《红楼梦》的“续写”，融
入了现代艺术的创新和创意，给人
的震撼感更深刻。

厚厚一层白花铺满了整个舞
台，白花之上是十二张高背木椅，
每张椅子上站着身着不同颜色长
裙的十二金钗……在“花葬”一章
的舞台上，创作者加入了现代舞蹈
元素，十二金钗在古典舞的框架之
中跳出更为大胆的姿态：她们抛
花、甩发，用挣扎的舞蹈语言，表达
生命的锤炼、挣扎、撕裂与悼亡，将
观众的观演体验推向巅峰。而挣
扎过后，一切又迎来了不可阻挡的
消亡，正如曹雪芹写进四个贾府小
姐名字里的暗示：诸般看客，“原应
叹息”。

在网络上，观众对“花葬”这部
分前卫的表达并不是都买账，甚至
有两面极端的评价。对于这样的
反馈，该剧导演之一的李超说，“花
葬”这部分是有点挑战观众在传统
作品中的观演习惯的，也在挑战观
众对《红楼梦》的想象。

“但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我们
站在剧场创作这个空间上，不是为
了单一地去完成文学著作、完成中
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有责任
有担当在创作上往前走一步。”李
超说，创作者不需要给自己穿上

“完美人设”的外衣，可能几十年以
后，这版《红楼梦》留给观众的反而
是“花葬”，而不是前面的篇章。

在十二章的回目结构中，另一
个与“花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回目是“团圆”，它们都是《红楼梦》
原书故事内容之外的部分。

“团圆”一章，采用了三重空间
的表现手法，表现了贾宝玉与十二
金钗的一次假想的相聚。舞台后
方是宝钗一人站立，舞台中央是其
余金陵十二钗众女子，贾宝玉则站
在舞台前区，灯光由前向后渐
弱，使得观众感受到剧中人
物虚与实的对比，反衬出
解脱和欢乐，以及痛楚和
遗憾。

“在舞台上‘续写’红楼梦，
是一种艺术的方式，更是一种情
感的传递。在《红楼梦》里大家都
认为贾宝玉出家了故事就结束了，
而在舞剧里，我们认为贾宝玉就算
出家后，他可能有一天也会想起姐
妹们，所以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廖
屹说，“续写”的目的，是希望让更
多的人看了舞剧《红楼梦》以后，打
开了思路，再回过头读传统的文学
经典，搭建舞剧与观众、艺术与小
说的另一种交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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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府，宝黛四目相
对那一刹那的宿命感；
省亲，元春灵魂禁锢而
又不能挣脱的无力感；
元宵，大厦之将倾的压
迫感；花葬，十二金钗
受制于命运桎梏却又
不甘和挣扎的割裂感
……无不让我内心震
颤，久久不能抽离，仿
佛我也是《红楼梦》中
的 一 草 一 木 ，一 人 一
物。
——网友“光风霁月”

一幕大戏，万千气
象，舞蹈跳得如何先不
说，舞美真是绝了。

非常强调色彩，风
格强烈，像看电影，十
二金钗+宝玉红，十三
种颜色强化了人物角
色。《游园》一幕开场，
十二个色彩在光影反
射下幻化出重重彩影，
翩然飞舞，美轮美奂。

最后，感谢演艺集
团，希望以后多多引进
这样的精品好剧。

——网友“遥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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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展出逾190件圆明园文物

舞剧《红楼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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