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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只此青绿》舞剧的爆
火，《千里江山图》掀开尘封的历
史，倏然走入世人的视线。山水
画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科目，分为
青绿山水、水墨山水和浅绛山水
等。唐以前曾出现青绿山水画
的端倪，如东晋顾恺之（宋摹本）
《洛神赋图》卷中的山石林木背
景均染以绿色，隋代展子虔（北
宋临）《游春图》卷上也隐隐染有
一抹石青。直到北宋中后期，才
渐渐出现了小青绿山水，而《千
里江山图》则为设色浓重的大青
绿山水的开山之作。但由于画
家王希孟的生平材料只有寥寥
数十字，画卷本身也几乎没有人
物和情节，《千里江山图》的跨媒
介再创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直到那一抹抹留存千年仍
然熠熠生辉的“青绿”启发了创
作者的灵感。文博工作者对《千
里江山图》进行扫描时，在微弱
的光线环境下，发现画卷的颜料
有吸光的现象，画中石青、石绿

颜色的地方出现了闪光。这一
特异的现象令创作者生发出“此
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但
见青绿足矣”的感慨。由此，“青
绿”不仅成就了舞剧的名称，还
被提取成为一个核心意象角色，
成为“全剧中的美学提纯——青
绿静待画中千年”。创作者从静
态的绘画语言出发，依据宋代绘
画内敛的基调设计出“静待”“望
月”“落云”“垂思”“独步”“险峰”

“卧石”等一系列造型动作，举手
投足间的留白，展现出东方拟人
化的自然美样态特征，也蕴含着
苍茫宏远的时空维度的哲思。

一群盘立高髻、身着青绿汉
服的女子，头饰如画中的山石，
双袖下垂像是山的纹理，又如
山间瀑布，用翩跹的舞姿勾勒
出如诗如幻的无垠山河。网友
们纷纷称赞它“以雅致清丽的
中式美学营造跨越千年的梦
境，激活了观众心里的传统文
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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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爆款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原
班人马打造的同名电
影在各大影院上映。
周莉亚和韩真共同执
导的《只此青绿》自
2021 年 8 月在国家
大剧院首次“展卷”
后，已在70余座城市
演出了近600场，场
场都是“一票难求”，
其选段还登上了央视
虎年春晚的舞台，领
舞人孟庆旸的“青绿
腰”更是在网络上掀
起了一阵讨论和模仿
的浪潮。

影片《只此青绿》
主要讲述在《千里江
山图》即将展出之
际，一位现代文物研
究员跨越九百余年
时空，见证北宋少年
画家王希孟与无数
劳动者携手，历经千
辛万苦创作出传世
画卷的历程。影片
不仅基本还原了舞
蹈诗剧对《千里江山
图》的演绎，而且以
更加具象化的光影艺
术叩击着每一位走进
影院的普通观众。

“人民文艺”的时代脉搏

为何偏偏是十八岁的王希孟
完成了山水画史上如此重要的里
程碑呢？曾任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主任的余辉先生指出，除了宋徽宗
对他的青睐之外，王希孟正赶上当
时绘画材料的突破性发展，如批量
下机门幅近两尺的细密长绢，还有
就是大量出现矿物质颜料石青。

《千里江山图》在世间流传900
多个春秋，为减少对画的损伤，近
百年只展出了4次。所谓：纸寿千
年，绢寿八百。经检测，《千里江山
图》绢本设色，纵 51.5 厘米、横
1191.5厘米，绢织得十分紧密和平
整，应是北宋的“官绢”。其石青、
石绿颜料质量上佳，至今仍能绽放
绚烂的光芒。创作者正是在饱读
严谨专业的研究文献资料之后，将
为画卷的创作提供物质基础的各
类工匠带到台前，为《只此青绿》开
拓出新的叙事维度。

有评论家认为，《只此青绿》挖
掘出的《千里江山图》背后广阔的
民间图景——由问篆、唱丝、寻石、
习笔、淬墨所构成的民间技艺体
系，体现出了“人民山水”的理念，
这也是《只此青绿》全剧的思想基
石，意味着由《千里江山图》到《只
此青绿》的价值转向。杰出的文艺
创作往往都是立足于时代，《只此
青绿》爆火的背后，不仅是“青绿”
在观众心中留下印记，也让“人民
文艺”的时代脉搏跳动在古老的
《千里江山图》之上。不过令人惋
惜的是，不论是舞剧还是电影版，
在“人民山水”的价值取向之下，不
免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王希孟的
少年意气和胸中丘壑，独属于这个
少年的光芒反而隐现在后。

但影版《只此青绿》仍然算得
上对后续的中国艺术电影有全新
的艺术引领作用。没有台词的辅
助，完全依靠肢体语言和音乐配合
来呈现人物、推动剧情，和传统的
商业电影有着极大的区别。电影
版打破了舞台的局限，呈现出的场
景更加丰富细腻。虽然电影的剪
辑也会将舞者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剪碎，但总体而言还是通过特写和
全景之间的切换，技术和特效的加
持，为观众呈现出一场极为震撼的
视听盛宴。

在当代舞蹈创作中，将绘画
的静态图像转换为舞蹈的动态
叙事的主流创作路径，就是从传
统美术图像获取题材、造型、色
彩及文献资源，并加以转换。但
《只此青绿》的创作思路却是在
形而上的意义上把握到两种艺
术形态所共有的气韵与美感，在
具体形态上找到了可供转化的
元素，诸如画卷上线条的千变万
化可演绎为舞者动态的沉稳与
冷冽，水波澹澹则可幻化为舞姿
的雍容婉转。

《千里江山图》被称为“中国
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艺术成就
不言而喻。《只此青绿》并未背负
传统的包袱，而是在古典舞的创
作和样式的开掘上守正创新。
关于王希孟的最早记录见于蔡
京在《千里江山图》上书写的题
跋：“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
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
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
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
之，亲授其法。不踰半岁，乃以

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
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天才少
年十八岁以后的创作与际遇全
都成为谜团。

《只此青绿》创作团队毅然
放弃为王希孟在谜团上编出一
段可歌可泣的生平经历，而是
设立“展卷人”，并转而聚焦于
画卷背后的织绢人、磨石人、制
墨人和制笔人等，真正摆脱了
从画卷本身的样式进行模仿的
创作模式，腾挪出独属于舞蹈
的表达空间。最终通过舞蹈的
视觉样式来表达情感并完成立
意的舞台转化。“展卷人”与希
孟跨越时空的对话更让观众仿
佛身临其境。

从舞蹈诗剧到电影，不仅新
增了“初见、听雨、青绿、苦思”等
篇章，而且借助于实景拍摄、虚
拟摄影、蒙太奇组接、动画、特技
特效等电影手法技术，创造出更
加丰富多样的空间语言和艺术
情感，带领观众切身领会青绿山
水画卷中的宋风雅韵。

“化静为动”的诗意表达

“超绘画”的创作方法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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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只此青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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