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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随舞至，诗由情生

——观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

2012-12-30 21:37:11   来源：人民日报 

   

  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四场一序，十一个舞段。总编导靳苗苗和整个创作团队，借一位离乡游子讲述了闽南妇女阿月的故

事：这位自幼在木偶艺术熏陶下长大的女孩，嫁给了她的发小阿明，生子后丈夫阿明出海一去不归。阿月在老厝里守候了一辈

子，最后化作一句留在心底的呼喊：回家…… 

  整部舞蹈诗结构并不复杂，作品巧妙地运用民俗艺术。闽南素有许多独特的戏曲和民俗艺术，以往文艺作品中也多有运用。

但常常不能把民俗与剧情、人物紧密联系，因而显得生涩和牵强。《沉沉的厝里情》的编导巧妙地运用了这些宝贵传统艺术，收

到较好效果。第一场《观戏》观的是福建省著名的布袋木偶戏。舞蹈诗没有简单地再现木偶戏，男女主人公都是戏迷，两人对木

偶的共同爱好，让他们情窦初开，编导进而让木偶变成人形，让人形以高甲戏的动态穿插于两人中间，最后成为他们爱情的牵线

人。 

  《沉沉的厝里情》把“拍胸舞”当作全戏的主题动作，从序中就开始出现，到第二场阿月与阿明成亲时，“拍胸舞”再次出

现，形成了欢舞的热烈场面。加上汇总在这一场面中各种民俗象征物：甘蔗的甜甜蜜蜜、猪脚的顺顺利利以及赞美勤劳的“火鼎

公婆”、“铺红毡”、“过火盆”等，让婚庆充满欢乐与吉祥。编导熟练的编舞技巧让欢舞赢得阵阵掌声，这既起到煽情作用，

也为后来思念亲人时的情感对比，留下较大艺术反差。 

  一部优秀的舞蹈诗不仅要有好的结构，还要有好的舞段支撑。最为丰满的是第三场，欢乐的女子舞蹈《网织》，小女孩在嬉

闹玩耍中学会了织网，让该舞段充满戏剧性和生活色彩；在强烈节奏中，男人们抱着木头跳起强悍的《船歌》，又一次运用“拍

胸舞”的基本动作元素，表现了他们在造船中的热情与智慧。看得出编导在整体与局部间的精心安排，遵循着男与女、群与单、

独与双、快与慢、喜与忧的规律，对比鲜明，张弛有致，一切布局都为最后“回家”的呼喊做铺垫，有序有意的安排，显现了编

导的大手笔。 

  为迎接最后一场高潮的到来，编导先安排了阿月的独舞。这时阿月已是老态龙钟，一般说来，让老太婆独舞，似不符合舞蹈

美学原则，然而，总编导靳苗苗，恰是一位善于编创较大年龄反差的舞蹈编导。她不到２０岁时的第一个舞蹈作品表现的是怀孕

妇女的《有喜》，其真实的形态与初孕的喜悦，逼真得让人难以置信。第二个舞蹈是双人舞《老伴》，老两口那种互相打趣又相

依为命度晚年的情态，更获得人们交口称赞。而这部舞蹈诗，她又将老年独舞与双人舞放在全戏最关键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直

不起腰却在为人们送茶的阿月，她终生没有忘记她思念的人，她无论出现在树荫下，在房前屋后，还是在石板路上，在乡里各处

都能看见她心中那个阿明的影子……编导让她与阿明穿梭在移动的房舍之间，那些具有闽南特征的影壁、翘檐、屋脊，像是有意

在捉弄他们……然而，观众知道那是老阿月的思绪。这样大段的独舞与双人舞，让观众情随舞至，为掀起最后的高潮做了充分准

备。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无论是民俗之巧妙运用、舞段之精彩尽兴、细节之匠心独运，无一不是为了烘托“情感”，舞蹈诗的篇章结构正是“情感”

的起承转合。在那手足舞蹈之间投射出的浓浓的情感，就是舞蹈诗最强大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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