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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逸冰（我国著名动画专家）

“洛神”揭示内在精神气质
3月9日，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编剧欧阳逸冰观看了舞剧《水月

洛神》。昨日，记者采访了他对于“洛神”的看法。
“舞剧《水月洛神》可谓是‘以形写神’，编导用简洁、准确而又优美的肢体

语言揭示出了主人公曹植命运的悲剧性演变。”在欧阳逸冰看来，《水月洛神》
里的曹植，他的精神世界凄凉而又美丽，政治利剑斩断了他的报国之志，却不
能阻断他对美的发现与构建。而这也正是《水月洛神》的主创以当代人的视角
去解读了这位诗人在那个时代的“人的觉醒”。

欧阳逸冰称，作为戏剧舞台艺术，经过导演匠心独运的构思，《水月洛神》
在演出的每一个瞬间，或流动或静止的舞台画面都是在揭示“人的内在精神气
质，格调风度”。

剧中12块墙体的巧妙运用给欧阳逸冰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中，这些墙
体正面隐约可见汉代的石刻图案，背面则是明亮的镜子。其自由的流动、任意
的组合，时而显示宫廷的森严，时而切割着曹植狭小的空间，时而流动着宵小
们的流言，时而充作甄氏与流民的护围，“令曹植的苦苦追索愈加困顿”。

最后，欧阳逸冰称，最应赞赏的则是导演在男女主人公情感最纠结的节点
上，大胆地停滞瞬间的时空，把曹植内心最隐秘的幻觉展示出来，让生活的“本
该如此”与“竟然如此”形成鲜明的对照。

蔡体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舞美既诗意又合理
继去年12月在郑州观看《水月洛神》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舞台

美术学会会长蔡体良3月9日再次观看了该剧。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体
良表示，第一次看完后只是觉得这个剧目在舞台上立了起来，总体感觉很有气
魄，而9日再次观看后，感觉整个剧目“有书画感，血腥的故事却充满了书卷气，
文化味比较浓”。

“舞剧不好搞，目前我国有很多台舞剧，很多都已经形成了套路，没有新
意，但《水月洛神》却很有自己的特色。”蔡体良称，首先是《水月洛神》故事的切
入点很好，这个故事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该剧却从曹丕和曹植之间带血的历
史入手，该剧导演以简练的舞蹈语言讲述了这个故事，而且讲述得十分写意，
显现出了相当高的驾驭能力。“这个剧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剧中所有的舞
段并非为历史而舞，该剧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着关联”。

作为舞台美术的专家，蔡体良对舞美及布景赞不绝口：“可以说既传统又
现代，看得出整个团队下了很大的工夫。而且，很多地方打造的剧目挪了地方
以后，多多少少因为浓郁的地方色彩会与观众产生一丝距离感，而这部剧没
有，干净、大气、历史气息浓郁，力度十足，同时充分展示了中原丰厚的文化。”
蔡体良称，《水月洛神》的舞台写意空间很到位，既诗意又合理，给观众留下了
很美的视觉感受。

赵士军（《舞蹈》杂志社社长）

将成为中原文化新名片
3月9日，国家一级编导、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杂志社社长赵士军第二次

观看了《水月洛神》。今年2月25日，他曾专程来到郑州观看。昨日采访中，他
告诉记者，之所以再次来观看，就是因为“舞剧的感染力、冲击力、艺术的美，在
这里我全感受到了”！

赵士军说，在中国历史上，《洛神赋》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全篇文思激荡，铸就
了中国文化中的美神经典，历史上的曹植是位天生的艺术家、诗人，依托《洛神
赋》创作的《水月洛神》，曹植的饰演者汪子涵非常抢眼，他的戏份和表现力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舞段给人新意、带来震撼。全剧承载了中国古典美，
也闪烁着中原文化的璀璨历史，使整部舞剧的美感和内涵有着深远的意义。

赵士军认为，舞剧是舞台艺术样式中表现难度最大的，不能唱、不能说，只
能靠舞者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而《水月洛神》动用了尽可能多的手段将深刻的
剧情表现了出来，同时又营造了诗意的氛围，深刻唯美。全剧节奏把握得特别好，
始终有吸引力、震撼力，吸引观众去思考。“《水月洛神》唯美而不失思想深度，
让人眼前一亮。我相信经过不断打磨，她能走得更远，成为中原文化的一张新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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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水月洛神》以曹丕、曹植二人的兄弟相争和
战乱中一个美丽女人甄宓的命运遭遇为线索，展现了
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在北京保利剧院的演出现场，近1500个座位座无
虚席，演出过程中常常响起热烈的掌声。虽然有些观
众是第一次看舞剧，但他们表示不仅能看懂情节，而
且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浓厚的高雅气质。

我国著名芭蕾舞艺术家白淑湘如此评价：《水月
洛神》既古典又现代，大美无言、大悲无言、大爱无言，
让她震撼。这部作品为舞蹈史增加了一部非常好的
正剧。

从《风中少林》到《水月洛神》，郑州歌舞剧院相继
推出一部部彰显中原本土文化的精品力作。在如今
传统舞剧失宠，专家叫好、观众不叫座的文化大环境
下，郑州歌舞剧院屡创精品的奥秘在哪里？

体制改革激发创作活力
郑州歌舞剧院在2004年成立之初，就顺应文化体

制改革形势，坚持实行市场运营项目制、创作人员委
约制、主要演员签约制、演职人员聘用制的运作方
法。该剧院敞开胸怀，把国内一流的专家和大师会聚
到一起，组建了一支来自全国多个省的高素质的舞蹈
队伍，用开放的姿态让文化作品具有市场活力和艺术
生命力。

《风中少林》4年间演出逾百场，在国内外刮起一
阵“少林风”，收益近千万，成为河南第一部真正走向
市场的舞剧。继《风中少林》之后，郑州歌舞剧院借鉴
其成功的模式，重点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原创舞剧，
反映河南地域特色、能够成为中原文化名片的原创舞
台剧目。《水月洛神》由此应运而生。

《水月洛神》的主创班子由中国文艺界的精英组
成，曾操刀《风中少林》，创作过多部大型舞剧、舞蹈诗
作品的中国舞协常务副主席、编剧冯双白亲自执笔编
剧，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导演佟睿睿加盟，优秀青年
舞蹈艺术家李宏钧、汪子涵以及知名青年舞蹈演员唐
诗逸等担当主演，作曲、服装、舞美、灯光、多媒体等各
环节的设计者均是国内顶尖高手。

传统文化焕发现代魅力
河南省会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一座历经了3600

余年风雨沧桑的古都，也是一座亟待发扬其深厚文化
底蕴的现代都市。如何用崭新的观念照亮古老而又
丰富的文化资源，让传统的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水月洛神》主创人员多次遍访河南各地，深入民
间采风，充分汲取中原历史文化营养，整个舞剧闪烁
着中原文化的璀璨历史，以具有浓郁中国古典美的舞
美意境来感染观众。

流传千年的《洛神赋》意境飘逸、缠绵、唯美，是雅
文化的代表；今天，运用舞美、音乐、灯光、服饰等现代
元素，舞剧《水月洛神》展现了一段凄美的人神之恋，
在阳春白雪的氛围中让观众雅俗共赏。显然，在文娱
市场趋于媚俗化的时代，《水月洛神》在彰显中原传统
文化的同时，走出了传统舞剧的窠臼，她宛如一朵清
莲，倾向写意而不清高，注重通俗却不低俗。

让95％不懂舞蹈的人爱上舞剧
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水月洛神》，并不想局限于

为“小圈子”服务。主创人员的目标是要得到市场的
认可，让人肯花钱买票去看，实现“曲高而和者众”。
该剧导演佟睿睿自信地表示：“我要让 95％不懂舞蹈
的人爱上这部舞剧。”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国有
文艺演出院团，并且拥有全世界最多“吃皇粮”的文艺
工作者。目前，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国
有院团在缺少了国家财政供养后，市场上独立生存的
问题迫在眉睫，如果能借鉴郑州歌舞剧院的成功模
式，守住传统文化的根、把准市场的脉，就能在广阔的
文化舞台上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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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