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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河南的舞剧创作，应萼定也了如指
掌，去年，我省原创舞剧《风中少林》赴香港演
出，应萼定携夫人张毅专程从澳门赶到香港观
看演出。应萼定表示：“《风中少林》的横空出
世，我是相当关注的。我觉得这个选材非常好，
武术和少林都是海外认识中国的重要切入点，
而且舞蹈和武术的结合也很巧妙。这次亚艺
节，我和夫人原本还特意想要多留两天看看河

南的《云水洛神》，但是现在因为时间上的安排，
很遗憾要错过了。”对于河南的舞蹈演出市场，
应萼定表示：“河南是豫剧大省，舞蹈艺术上的
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与传统戏剧相比，舞蹈通
过肢体表现思想，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大家
都能看懂。现在，河南的舞蹈艺术也有了比较
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强化河南
文化大省的形象的。”

本报记者专访澳门著名舞蹈家应萼定

舞蹈是门深刻的精神语言
由澳门演艺学院青年舞蹈团排演的舞剧《心中花园》作为亚艺节精品剧目展演，将在10月1日至2日在河

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该剧在澳门演出时，好评如潮，一票难求。昨日下午，该剧艺术总监、著名舞蹈家应
萼定在艺术中心大剧院的排练现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实习生 陈博雯/文 周甬/图

10多年的舞台表演，近20年的幕后编导，
今年50岁的应萼定用舞姿、动律走着他的人
生道路。从1983年开始，他与香港舞蹈团前
任艺术总监舒巧合作编排了《玉卿嫂》《岳飞》

《黄土地》和《长恨歌》等大型舞剧，有机地融
合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国舞坛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其中《玉卿嫂》更被选为中国20世纪经
典作品。多年的实践积累与思考，在他 1995
年任香港舞蹈团总监后创作的舞剧《诱僧》

《女祭》《如此》《倩女幽魂》和音乐剧《城寨风
情》中，闪烁着令人惊喜的光芒。根据新加坡
多媒体艺术家陈瑞献五个现代寓言创作的大
型舞集《如此》，更是被评论家称作是“将哲学
的白光化为舞蹈的彩虹”，让人们又一次领略
到“东方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灵性”。之后，他
编导的舞剧《深圳故事》开中国当代舞剧创作
之先河，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及“文华奖”；受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委约，创作的大型舞剧

《澳门新娘》，成为澳门开埠以来第一部原创
舞剧；2003年，为德国路德维希堡艺术节创作
的清唱剧与舞蹈《卡尔米那·布拉那》同样获
得巨大成功……

提起郑州，应萼定称与河南有着不解之缘，
1986年、2000年受河南舞蹈家协会之邀，他都
曾来河南为年轻的舞蹈编导们讲过课。此次
收到第十届亚洲艺术节的邀请后，应萼定毫不
犹豫地选定了自己的教学成果——由澳门演
艺学院青年舞蹈团演出的舞蹈晚会《心中花
园》。据他介绍，《心中花园》由《心中花园》《霓
裳韵》《单色》《烟雨江南》《远去的孩子》《尘封》
《四季》《海引》8个舞蹈构成。虽然分为多个部

分，但是通过舞台的设计、精心的编排后，8个
小节目又连贯成一个整体的舞蹈演出，整部舞
剧构思巧妙新颖、节目风格清新自然，是澳门
本地舞蹈界难得一见的代表之作。为何起名
为“心中花园”呢？应总监解释说：“《心中花
园》不仅是我们这部舞剧第一个节目的名字，
而且我觉得也代表了年轻学子对舞蹈的梦想，
表达出了热爱舞蹈的孩子们的心声，希望自己
的舞蹈能够像心中的花园那样灿烂缤纷。”

之所以要带着由自己一手创立的“澳门演艺学
院的青年舞蹈团”来郑参加亚洲艺术节，主要就是
为了让更多的河南观众切身感受一下当代高水
准的舞蹈艺术。采访中，应萼定多次表示：“舞蹈
是一门深刻的精神语言，是形体动作直接指向精
神的艺术。当今世界，舞蹈是最为重要的艺术样
式之一，它不仅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情节，而是
人们心灵的沟通。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它普及

推广开去。”对于近几年，各地纷纷举办大大小
小、水平参差不齐的舞蹈比赛，应萼定也表示了
自己的看法：“舞蹈比赛办得多了，就烂了。引导
得很多观众只关注华丽的衣服、绚丽的技巧，而
忽略了舞蹈本身的艺术内涵。当然，舞蹈的推广
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是需要先把观众引进剧院，
看得多了，自然就看出门道来了。我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多多引进一些世界级大师的作品。”

青春版《牡丹亭》缠绵
杨老先生为看演出坐了两小时的车，“不看会遗憾一辈子”

《心中花园》其实代表了一个梦想

舞蹈推广还是需要先把观众引进剧院

关注《风中少林》，遗憾错过《云水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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