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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秀娘》的艺术探索

江东

2012-12-25 09:57:00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一幅美妙动人的江南图景，一位人生凄美的温婉秀娘，一部精彩难得的民族舞剧，一条改革发展的示范之路……近日，由无

锡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倾情奉献的原创民族舞剧《秀娘》感动了京城观众，在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本版特选取专家学者的理论

文章，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同感受这部优秀舞剧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出品方无锡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对改制发展之路的成功探索。  

  四幕舞剧《秀娘》是一部富有品位的作品。细品之，会感到这种品位的建立得益于该剧的精致。 

  由无锡市歌舞剧院倾力打造的舞剧《秀娘》，展现出一派清丽温婉的江南光景，那带有浓郁水乡气质的舞台环境，勾勒出了

江南的隽永和悠长意味。伴随着剧中人的故事及其命运地徐徐展开，人物在环境中获得生命，看上去精致而耐人琢磨，一如该剧

目所依托的江南绣品那样，高洁、典雅、富有品位。 

  这种富有品位的精致气象，是由著名军旅编导赵明打造的。经历了一系列大型舞剧的创作实践和磨砺，赵明的舞剧编创功夫

越发纯熟和自如。在这部由他领衔创作的舞剧新作《秀娘》中，我们欣喜地注意到，赵明所进行的艺术咀嚼和雕饰，已全然不见

人为的斧痕，流畅而又天然。无论是人物故事的发展走向，还是情景环境的编织与转换，都可以驾轻就熟地做到娓娓道来，似行

云如流水，给人以闲庭信步洒脱为之、信手拈来尽得风流的从容之感。一个舞蹈编导能在艺术上达到如此的高度和职业素质，委

实难得，它实际上会让观者伴着编者的沉着同样沉静地进入到一种赏析的心境状态之中，随着演者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感受

到编者的艺术表达，从而最终获得审美上的满足。舞剧《秀娘》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能让人坐得下来，沉下心、屏住气，用它

的品位来呈现精致的舞剧艺术过程。 

  我们知道，一部舞剧的诞生，从策划到实施再到完成，这个过程异常的艰辛与不易。按说，能在这个过程中驾驭好各个环节

并能最终将舞剧展现在舞台上，对于一个编导而言就已经是相当不简单的了。若还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自己的艺术主张坚决

地贯彻并表达出来，让自己的艺术理想向终极方向再推进一步，那可以说简直就是难得了。舞剧《秀娘》为我们展现了赵明的这

种坚持，让人更加鲜明地体味到了他的艺术主张和美学追求，他能在创编过程中坚定地实施自己的艺术诉求、让舞剧过程的各个

环节均能体现出他的艺术态度、并将这种艺术把握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确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位优秀舞剧编导的艺术素质和成熟

功力。这或许正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舍舞剧舞台而进行的大量而有效的舞剧创作之后所得到的一份难得的收获吧。这让我们今

天看赵明的舞剧演绎时，完全能感悟到一份实实在在的艺术气场。 

  赵明的这种气场在舞剧《秀娘》中显露无疑。《秀娘》讲述的是一位江南秀娘的故事，一个为艺术无果、为爱情不得、最终

哀婉而终的悲剧。其实故事本身并没有多少新意：一位憧憬着美好生活的江南女子心灵手巧，绣工了得，却被富商纳妾；青年画

家的到来为她的生活、也为她的刺绣艺术带来了希望，却为她的悲惨结局带来伏笔；当她终于绣出“并蒂莲”这幅寄托着她对爱

情和艺术的无限留恋的作品时，她的生命却消耗殆尽……这个故事谈不上有多精彩，然而精彩体现在创作者们对这个故事的舞蹈



演绎上。 

  舞剧的结构分为序、四个幕次和尾声共六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命名均以“春”为关键词，分别是：怀春、恋春、觅春、争

春、留春、回春。用了这么多的“春”字，显然在创作者的眼中，这个字触动了他们的创作神经和艺术表达，他们把“秀娘”比

做是春的化身，这传达出创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寄托的生命意识。 

  该剧的情节推进可谓一环扣一环，其情节的展开既为了说清故事、表现人物，同时也能点明主题、积累情感因素，从而最终

达到与观众情感共鸣的欣赏结果。因此，在看《秀娘》时，让人分明感觉到其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的刻画是具有很精心、很细致的

步骤安排的，每推进一步都不无道理。让人特别欣赏的是编导者在该剧中的叙述节奏，绝不拖泥带水，毫无含糊其辞，一切都是

繁简相宜，尤其是注重通过这些情节的安排来铺垫情感，加强情感在剧中的含量和张力。剧中为了这种情感的表达，穿插有各种

舞段，而无论是双人舞、三人舞、还是四人舞，抑或是群舞场面的安排，均是为了体现和营造人物的情感氛围，最大限度地让情

感升腾、发酵，并成为最终感动观者的阶梯。 

  这些或小或大的舞段，编排得都很精致而富有可看性，动作很有新意又非常准确，体现出规定情景中的人和事所应该具有的

特定气质。看得出来编导者们在动作上的锤炼完全是不遗余力的——准确的动作表达，既符合剧中的特定人物和特定气氛，同时

又富于审美高度。编导在动作上的设计，把握了三个维度上的原则：地域的、时代的、角色的，从而让剧中人的动态具有了典型

而传神的艺术魅力。当然，这些动态的表达，显然也与该剧演员的二度创作直接相关，比如饰演“秀娘”一角的女主演张娅姝的

表演就非常抢眼。她在表演中传达出来的良好训练基础和精湛舞台呈现，的确为该剧增色不少。她的自身条件虽好，但却并非是

在一味地展示自己的身体技艺，而是把自己的理解完全融入到角色中去，用完整的艺术表达来表现那个特定“秀娘”的动人情

怀。她丝丝入扣而精细流畅的表达，为该剧的精致品位带来积极的贡献。 

  说到这部舞剧的精致品位，同时参与到这种“精致状态”构织中的当然也还有来自其他环节的集体出彩，比如音乐、舞美、

灯光、服装等。值得一说的曾为大量舞剧作品设计过舞台美术的张继文，在《秀娘》的设计中除了继续发挥他以往那种颇有意

境、颇有视觉冲击力的长处之外，更加强了让舞台美术直接参与情感表达的程度，该剧许多场景的设计都让剧中人的情感得到了

加强，从而给人带来很难忘的回味。比如第四幕中秀娘与恋人被一道线条幕分割两方，便是编导者和舞美设计师们的成功设计：

秀娘的恋人被逐出家门，隔着这道用大线条组成的“幕”，秀娘和恋人身处两个空间，他们在自己的空间内表达着对彼此的相思

和无奈，不断地彼此接触和托举呈现出一个虚化的空间，虚与实之间的幻化，推高了人物的情感表达。同时，那道“幕”的形状

也颇为写意，宽条绷带的整体形象象征着用于刺绣的绣框，同时又为舞台设置了极好的空间表达，在这里，舞美和人物的情感是

一体的，舞美本身就直接参与、甚至是烘托了情感的表达。类似的场景设计，在《秀娘》中并不鲜见，这些既呼应着舞剧的故

事，同时又极好地传达出江南地域色彩的设计，没有夺舞蹈的戏，而是起到了很好的依托作用，为舞剧的整体氛围和精致的基调

加了不少分。应该说，《秀娘》的成功，除了在主要艺术因素上做得非常出色之外，也离不开其它这些舞剧环节的集体功劳。 

  当然，这个功劳自然还要归功于无锡市歌舞剧院年轻的表演者群体，他们朝气蓬勃、敬业而投入的表演，让舞剧《秀娘》获

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作为一个市级歌舞团体，无锡市歌舞剧院显然是有着很好的演员储备，无论是主演还是群众演员，都能体

现出该团严整的艺术风貌，这在目前的中国，是非常难得的。训练有素，面貌齐整，其不俗的舞台呈现反映出该团在演员管理上

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细看节目单，“出品方”一栏标的是“无锡市演艺集团歌舞剧院”。“集团”二字，让我们断定，该团已经经历过“改企”

的过程了。全国文化院团的“改企”是一个很热议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很多艺术团体

在这个阵痛中找不到方向，不是陷入沉寂就是出笼一批格调不高的演艺作品，从而让“改企”之路迷雾重重。而无锡市歌舞剧院

的探寻，无疑给出了一个富有示范意义的答案，该团在“改企”之后焕发出的活力不容小觑，打造出类似舞剧《秀娘》这样的成

功剧目来探索艺术市场，用精美的艺术品质来试探市场的价值。它的成功显然为“改企”做出正面的答疑，即：“改企”的目的

是让中国的艺术院团焕发出更有生命力的艺术状态。凭借着舞剧《秀娘》，无锡市歌舞剧院在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上已经取得

了不俗的成效；只要如此地坚持下去，它的未来之路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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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研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紫一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688；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