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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A 表演孔雀，传递美好

记者：如果从 1986 年的
《雀之灵》 算起，舞剧 《孔
雀》 可 以 说 是 几 十 年 磨 一

“剑”的作品。经历几十年创
作的凝练、升华，您觉得这部
舞剧有哪些新的突破和总结？
您期待它给观众带来一种怎样
的感悟与思考？

杨丽萍：孔雀是我们少数
民族的图腾，也是自然界美的
化身。我们表演孔雀，实际上
是寻找一种美，寻找自然。从

《雀之灵》 的独舞，到 《雀之
恋》 的双人舞，再到以舞剧形
式呈现的 《孔雀》，其实都是

将这种美好，衍化为作品、搬
上舞台。

但 不 同 的 是 ， 舞 剧 《孔
雀》 不仅仅是讲一个民间神话
传说，它更是寓指自然轮回交
替、生命生生不息。也正因如
此，“春、夏、秋、冬”成了
舞剧的四个篇章：春天代表万
物复苏，夏天象征生命的繁
盛，秋天则是衰落的开始，冬
天则体现了生命的宁静与归
宿。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男孔
雀在衰落中的挣扎与最终的蜕
变，而由我出演的“冬”之篇
章更像是对生命终极状态的思

考。在冬天，万物归于宁静，回
归 生 命 的 本 初 ， 安 静 地 走 完 一
生，然后涅槃重生。

事 实 上 ， 从 2022 年 版 舞 剧
《孔雀》 创排以来，短短两年间已
经上演了三百场左右，我想说的是
演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舞台上，我们用舞蹈来传递
美好，传递我们对美的观察，对
美的思考。同时，这也不仅仅是
一部剧，我们更是向观众传递一
种生命的意义，春夏秋冬四季轮
回，生命消亡、新生，这是自然
界不变的法则。我们希望能给观
众带来一些思考——或是关于生
命，或是关于自然。

人 物 名 片

杨丽萍（中），中国舞蹈家、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
试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十届中国舞蹈
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代表作有 《孔雀公主》《雀之
灵》《云南映象》等。

近十几年，杨丽萍主要致力于民
族原生态歌舞的编导工作，比如既有
传统之美又有现代之力的中国“现象
级”舞蹈作品 《云南映象》、姊妹篇

《云南的响声》《孔雀》《平潭映象》
《荆楚映象》等。

王思龙（左），青年舞者，北京舞
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曾凭借作品

《娘想你们啊》入围第十二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当代舞终评。2023年开始在
2022版舞剧《孔雀》中饰演男孔雀。

乔月禹 （右），青年舞者，中央
民族歌舞团演员。于去年 3 月加入舞
剧 《孔雀》 的演出团队，饰演女孔
雀，至今已参与了100多场演出。

舞剧《孔雀》剧照。 （受访者供图）

舞 台 上 ， 雪 花 纷
飞，鸟声沉寂，所有的
花香和青翠都被“冬
雪”封存，唯留“孔
雀”们的身影……一幕
幕场景给人留下无尽的
想象与感动。

11月 15日至 17日，
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亲
自“带队”，舞剧 《孔
雀》连续3天亮相宁波文
化广场大剧院，近6000
名观众走进剧场，走近
一场无言的华丽表演。

在宁波演出期间，
杨丽萍告诉记者，重返
宁波，是“续写”，也是
另一种传承。从20多年
前的 《云南映象》，到
2013年的首版《孔雀》，
再到2018年的《孔雀之
冬》 ……在多轮巡演
中，宁波鲜有“缺席”。

“2022 年 版 《 孔
雀》把舞台交给了年轻
人。两年来，我们走过
全国几十座城市、巡演
几百场，其中两次来到
宁波……我们把美带给
观众，传递一种生命的
意义，这本身就是一场
传承。”杨丽萍说。

C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记者：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作品。《孔
雀》《云南映象》 源于云南，那片土地、那
里的民族和生活；《平潭映象》 以海洋为题
材，融合两岸人文交流……您的许多作品都
是扎根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
感。

请问传统文化怎样给您带来灵感与创作
冲动？一个地方应该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化
中提取它的艺术元素？

杨丽萍：首先，我们要知道，传统文化
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命。我们常问，为
何要跳舞？这是最早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一
种敬畏、祭祀，是当时的生命需要，最终经
过祖祖辈辈的磨炼，如今形成一种艺术表达
方式。

也正因如此，传统文化是非常生动的、
贴近生活的，这些舞蹈本身不是哪个编导编
出来的，而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把它进行精
炼，使其成为一种“语言”。它不是僵硬
的，而是充满活力的，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

所以，舞台上所呈现的一花一草、一个
动作、一个角色、一个情节等，都是蕴含智
慧的、有文化特征的、具有符号性的。这需
要编导用天赋、审美、眼光去发现和提炼，
将非常质朴的、源于生活的素材，转化成一
个经典的、美好的作品，甚至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故事。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作品，当你做一个作
品，它可能就会代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
观众，也会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你的诚意。

和 《孔雀》 不同的是，《平潭映象》 聚
焦的是闽南文化，以海洋为主题，在剧目中
穿插了游神巡游、傩戏、八家将以及妈祖文
化等非遗与民俗。创作之初，我也亲自去了
福建、台湾，寻找、学习和记录，最终把它
们带到作品中来。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
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积极参与到保护
和传承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行动中来。民俗
活动的复兴、非遗文化的传承，都为艺术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B 后浪奔涌，前浪不息

记者：您曾讲过，想要通
过舞蹈“永远”地续写“孔
雀”这一艺术形象及其故事内
涵。现如今，新版《孔雀》也
启用了更多年轻演员，这对于
续写“孔雀”有何特别意义？
两名新一代年轻演员对“孔
雀”的诠释有何不同？

杨丽萍：“孔雀”是艺术
形象，也是一个符号，它的生
命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它通
过每一个不同的人，不一样的
肢体，表达出不一样的性格，
创造出不一样的风格。

2013 年 ， 上 一 版 本 的 舞
剧 《孔雀》 在宁波演出，当时
是我跳全场。而 2022 年版本
的 《孔雀》，我将舞台交给了
年轻一代。《孔雀》 更像是一
个连接、传承的桥梁，把舞
台交给新一代演员，他们通
过对角色的再创造，完成对
自我身份的探索、对生命的
深 层 思考，用自己独特的视
角和舞蹈语言，赋予“孔雀”

新的可能性。
而说到传承，这是我们民

族的精神，层出不穷、生生不
息。艺术作品的传承是通过一
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的，
年轻一代的加入，这正是一种
传承的体现。

好 作 品 经 得 起 时 间 的 考
验。有些经典作品可以流传
百年甚至更久。虽然我们的

“孔雀”只有十几年，但我希
望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创造
的一个舞蹈，更能将一种精
神表现得更加深邃，对生命
的意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追问，通过不断在舞台上打
磨，最终成为一个相对完美的
艺术作品。

乔 月 禹 （女 孔 雀 饰 演
者）：从接力“孔雀”这个角
色到现在，我已经演出了 100
多场。每一次表演，我都在
尝试着去理解角色。其实“孔
雀”它跳的是动物，也是表
现人性开悟的过程。女孔雀

就是美的化身，表现人性的真善
美，真诚地去相信每一个人，相
信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是女孔
雀要表达给大家的一种精神和力
量。

杨老师非常尊重我们，她成
功地挖掘每名演员的优点，突出
我们年轻演员的独特优势。作为
新生代，我觉得自己不仅有接续
经典作品的使命，更要在优秀作
品基础上，去尝试创造属于自己
的艺术语言。这种传承接力，也
是对“孔雀”的一次升华。

王思龙（男孔雀饰演者）：在
舞台上，男孔雀代表的是力量与
勇气，诠释了何为奉献、无私以
及敢于为爱牺牲，即便是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这就是男孔雀想要
表达的精神。

这一次是新版舞剧 《孔雀》
第 二 次 来 到 宁 波 ， 观 众 依 旧 热
情。就像杨老师说的，每一场巡
演本身就是一种延续，每一次演
出都是对“孔雀”故事的重新诠
释和对生命意义的再次探索。

杨丽萍：“孔雀”涅槃，
用作品带来新生

■孔雀是少数民族的图腾，也是自然界美的化身。舞剧不仅仅是对民间神话的叙述，更是一

种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探索与反思

■经典作品是永恒的。新版《孔雀》将舞台交给年轻演员，他们通过对角色的再创造，探索

自我身份和生命的深层意义，这也是一种传承

■传统文化源于生活。也正因如此，舞蹈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把它进行精炼，使其成为一种

“语言”。它是充满活力的，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吴冠夏 摄）

记者 张芯蕊 通讯员 毕夏

舞剧《孔雀》剧照。（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