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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写意美“洛神”
——舞剧《水月洛神》晋京演出及专家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 李 焱 图专家热谈
3月12日，北京，由文化部组织召开

的《水月洛神》座谈会在文化部会议室召
开，与会专家纷纷对《水月洛神》竖起了
大拇指。

曾创作《我爱你，塞北的雪》等多部
优秀作品的著名作曲家刘锡津说，《水月
洛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舞剧。他认为，
近年来很多舞剧名实不符，因为它没有
完整的结构，没有成熟的情节故事，没有
塑造好人物，而《水月洛神》框架设计非
常完整，人物鲜明、个性突出，用舞剧的
语言表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刘锡津认为，《水月洛神》把人类的
美好寄托放置在神话中，巧妙地解决了
人与神的关系，有真情、有故事，以人与
人之间的常理和人文关怀塑造了一群生
动的形象。尤其是“整个感觉非常中国，
假如给外国人看，绝对不会说这是从西
方某某戏中学来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中
国人自己的作品”。

多次担任大型晚会导演的邢德辉直
言，在“三俗”盛行的今天，《水月洛神》让
他看到了一支严肃的创作团队。在打造
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目标下，河南省
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兢兢业业
地追求，扎扎实实地做事，在抓经济的同
时也在创造着美丽，同样是非常严肃
的。邢德辉认为，对于中原大地上的丰
厚传统文化，不是发掘而是应该发扬，因
为传统本身就是流动的，而传统也必然
要发展，而且一定要跟随时代的脚步，

《水月洛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蔡体良称赞

舞剧精致、精良，“相信这样的舞剧作品
能够说服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参加当天研讨的张弋、刘小荷和郑
州歌舞剧院有着颇深的渊源，他们曾担
任过《风中少林》的编导，二人看完《水月
洛神》后激动不已，由衷赞叹：“故事谋篇
布局相当高明，化繁为简、点到为止，却
在刻画人物方面不惜笔墨，表现曹植内
心世界的纠结、对动作语言体系的把握
和雕刻都非常细腻。”两人还表达了非常
愿意和郑州歌舞剧院再度合作的愿望。

著名编导赵明认为，对于历史题材、
历史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
位，而《水月洛神》的高明恰恰不在于曹
丕、曹植和甄宓这三个人物是否和历史
人物相像，而是探究人物的内心，极写意
也极浪漫。

大腕热捧
3月11日是《水月洛神》晋京最后一

场演出，时逢周末，来的“重量级”观众最
多，白淑湘、徐沛东、姜昆夫妇、张千一、
李少红夫妇、巩汉林等众多文艺界知名
专家、编导和文艺工作者都出现在剧场，
尤其是张继钢、陈维亚两位舞蹈编导界

“大腕”的出现，引起圈内不少人的感叹：
“他俩能同时坐在一个剧场里，少见啊！”

采访中，姜昆听说记者来自郑州，很
快拿起《水月洛神》的演出画册，他说自
己对这部来自中原的舞剧很感兴趣。演
出到中场，姜昆保持一贯的诙谐风趣：

“很好啊！就是感觉戏里的‘小人’快出
场了。”坐在姜昆旁边的东方歌舞团副团
长、曾和张艺谋携手执导奥运会开幕式
的著名编导陈维亚也有同感：“下半场如
果矛盾趋于激化，会更精彩，更好看。”

二人见解一致，而《水月洛神》下半
场一开幕就是“众口铄金”，表现的是宫
廷里的“小人”对兄弟两人的离间，和两

位艺术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看完全剧，著名小品演员巩汉林谈

起《水月洛神》很兴奋：“艺术繁荣不是一
句空话，要有艺术作品，作品要有内涵、
有修养、有良心，艺术要真诚地面向观
众，而不是去戏说、去恶搞。《水月洛神》
是一个很好的民族文化题材，是很好的
古典舞剧，有历史背景，又有新的思维，
是真正的艺术精品，可以看出主创人员
在用心做。艺术要给人美的享受，舞剧

《水月洛神》做到了。”
著名词曲家徐沛东称，自己是郑州

人的老朋友了，而郑州能够产生这样一
个重磅作品，为推进文化繁荣作出这么

大的贡献，他很高兴。他认为这是继《风
中少林》后河南又一力作，也是创作团队
潜心创作的一个成果。

观众热议
《水月洛神》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 3

场，近1500个座位场场座无虚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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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场演出，记者看到北京保利
剧院门外年轻的保安一直从门缝朝里张
望，就走上去和他攀谈，他充满好奇地问
道：“里面演的是什么啊？”他说：“我在这
儿工作 3 年了，我们这儿几乎天天有演
出，不少演出从一开始就不停有观众离
开，中场时候走的人更多，可这部剧似乎
不太一样，很少有观众中场退席，里面不
时传来掌声，有机会我一定要看看。”

北京女孩田果在被记者问及观后感
时，留下了这样一番话：“布景华丽，变幻
莫测，总给人意外之喜，尤其表现曹植梦
境的黄色轻纱与甄宓自杀时的白色轻
纱，于天幕上流泻而下，虽技法相同，但
效果有天壤之别，前者的迷茫与后者的
凄凉感强烈对比，呼应感十足。其他利
用可移动道具设置的场景也十分巧妙，
如曹丕梦中不停移位的镜子，非常准确
地表现出做梦者内心的焦虑。结尾处，
登上王位的曹丕、自杀的甄宓、流放的曹
植在同一舞台上呈现出三个视角，分别
展现三人的命运，类似电影分镜头的处
理方式，用得绝妙。此剧华美又不做作，
能在忙碌一周后赏析这样一出歌剧，真
有解乏清心之感。”

媒体热评
《水月洛神》晋京演出同样吸引了京

城和中央媒体的关注，新华社10日刊发
长篇文章称，从《风中少林》到《水月洛
神》，郑州歌舞剧院的成功模式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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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新闻频道 10 日在《朝闻天下》
中用 1 分 30 秒的时间报道“《水月洛神》
北京首演，舞动古典之美”，称《水月洛
神》正在成为河南打造自己独特文化品
牌的标签。

3 天的晋京演出圆满结束了，接下
来，保利院线将采取精品剧目加院线巡
演的模式对这部新剧进行市场运作。

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
说，这次晋京演出郑州人是带着“耳朵”
和“眼睛”来的，听观众议论，看观众表
情，记录下观众的意见，为下一步加工打
磨做准备，“十年磨一戏”，《水月洛神》一
定会被打造成为“观众专家都满意”的精
品力作。

3月 9日~11日，由郑
州歌舞剧院全新打造、取
材于洛神故事的大型舞
剧《水月洛神》在北京保
利剧院演出，为阳春三月
的北京带来了古典文化
的清风。3天来，记者切
身感受到演员一场比一
场入戏，观众一场比一场
热情，来看演出的“大腕”
一场比一场多。文化部
艺术司副司长陶诚表示，
《水月洛神》的出现，为近
段时期的舞台艺术作品
竖起了新的艺术标杆。

国家话剧院启动“国话之春”演出季

12部话剧全国巡演
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专电（记者 白瀛）国家话剧院 2011

“国话之春”演出季 14 日在京启动。今年的“国话之春”演出
季剧目围绕“新现实主义年”主题展开，王晓鹰、查明哲、吴晓
江、孟京辉、田沁鑫五大导演的12部话剧将在3月至7月间在
全国10余个城市进行巡演。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对记者说，这 12 部话剧包括
《四世同堂》《这是最后的斗争》《简·爱》《都市囧人》《向上走，
向下走》《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哥本哈根》《霸王歌行》及时尚
版《红玫瑰与白玫瑰》9部已经上演过的剧目和3部新创剧目，
新创剧目包括王晓鹰根据奥斯卡获奖影片《烈日灼人》改编并
执导的《深度灼伤》、孟京辉的新作《蝴蝶变形记》以及查明哲
执导的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问苍茫》，巡演城市有北京、
福州、宜春、南昌、青岛、常州、合肥、深圳、东莞、温州、武汉、郑
州、苏州、广州、上海等。

国话将推出五大导演作品展示月，并配合作品展演举办
学术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和观众代表，专题研究王晓鹰“诗
化意象的现实主义”、查明哲“零零后现实主义”、吴晓江“新写
实派现实主义”、孟京辉“新探索现实主义”、田沁鑫“当代新现
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说，国家话剧院今年提出的
“新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对现实主义戏剧原有传统进行改造
或者超越，其针对性其实是指向现今戏剧舞台上时常可见的
将现实主义“实用化”“庸俗化”倾向，指向将戏剧艺术变成简
单宣传工具或者简单娱乐工具的现象，更直接地说是指向将
戏剧演出仅仅当做获奖捷径或者挣钱捷径的现象。

“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首先应该建立在对生活、对社会、
对人生深入开掘和深刻反思的文化态度上，浅尝辄止、虚张声
势、低级趣味、媚钱媚俗，原本就应该是与现实主义无关的。”
王晓鹰说，“新现实主义年”旨在表达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积极
的反思精神，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真切关注和深入思考。

3月14日，国家大剧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庆
祝建党 90周年”系列演出的策划与安排。据介绍，国家大剧
院“庆祝建党 90周年”系列演出共有 100场，涉及 42个剧目，
其中包括经典剧目歌剧《白毛女》、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
仙配》、川剧《李亚仙》、评剧《杨三姐告状》等。百场演出将从
4月19日持续到8月14日。图为担任新版歌剧《白毛女》艺术
总监的著名艺术家王昆（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致辞。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刀见笑》昨日首映

个性十足感觉新鲜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下午，乌尔善执导，安藤政信、游

本昌、张雨绮等主演的动作喜剧片《刀见笑》在奥斯卡曼哈顿
影城首映。虽然影片叙事有些混乱，但个性化的电影风格令
观众倍感新鲜。

《刀见笑》改编自安昌河的小说《菜刀传奇》，故事围绕一
把绝世菜刀展开：一个屠夫爱上了青楼花魁，却在示爱时受
尽凌辱。为了一雪前耻，追求爱情，他立志成为大侠，竟在无
意中得到了一把绝世神刀。神刀辗转于世人手中，一场令人
啼笑皆非的江湖趣事就此引发，不同的人物心怀各异的动
机，试图利用这把菜刀实现各自的欲望，最终却被这把菜刀
改变了命运……影片讲述了3个独立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
富有悬念，探讨了人性中的贪、嗔、痴。

《刀见笑》故事发生在西部荒凉之地，影片的底色以土
黄、青色、红色为主，充满了一种粗犷的沧桑感，片中人物的
穿着打扮也都有明显的西部特色，几位男主角大都衣衫褴
褛，女主角张雨绮的造型却相当惊艳，她一袭红衣，化着唐朝
时的妆容，“复古”味道浓郁。影片叙事节奏明快，运用了倒
叙、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台词中运用了大量的相声、快板的
元素，音乐中加入了戏剧的元素，画面中还运用了漫画，表现
形式相当新颖。

不过，虽然乌尔善将《刀见笑》定位为有悲剧色彩的喜
剧，但昨日看片会上相当沉闷，引发观众大笑的镜头非常
少。“笑点很牵强，而且没明白影片的主题是什么，剪辑也有
些乱，有些细节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观众刘先生说。

据悉，影片将于3月17日起在奥斯卡电影院线旗下的大
上海、曼哈顿、升龙等影城上映。原著小说《菜刀传奇》近日
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

众主创亮相绿城盛赞——

河南“湖光山色”好
本报记者 秦 华 文/图

刘威：一点不土气
刘威说，《湖光山色》与常规农村戏

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戏更为现代，
一点不土气，而且更为难得的是，该剧改
编自河南著名作家周大新获茅盾文学奖
的同名小说。小说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对当今农村现状的思考，这使得同名电视
剧也不浮于表面，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

“另外，剧中人物关系清晰而又错综复杂，
剧情跌宕起伏，总之是一部很不错的农村
戏。我希望对河南了解不多的观众通过

《湖光山色》能看到这里美丽的山山水水，
了解这里新农村的巨大变化。”

刘威曾塑造了唐明皇等一系列令人
印象深刻的角色，曾经获得“金鸡”“华表”

“金鹰”等多个影帝，演艺事业早已步入巅
峰时期，在央视兔年春晚上表演的《新房》
也大获好评。他对未来有何打算呢？“我
也没什么具体规划，就是有点什么吃点什
么，有细粮吃细粮，有粗粮吃粗粮，不过我
始终坚持一点：拍观众喜欢看的。”刘威谦
虚而幽默地说。

杨明娜：角色打动我
曾主演《爱情有点蓝》《娘家的故事》

等电视剧的杨明娜此次在《湖光山色》

中饰演女一号楚暖暖，这是这位娇小的
上海女人拍摄的第一部农村戏。杨明
娜表示，剧中楚暖暖的拼搏坚持令她很
感动。

“《湖光山色》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励
志剧，对原著小说进行了不小的改编，电
视剧版删除了小说中较为黑暗的部分，大
基调更为积极向上，更能给观众以希望。”
杨明娜特意提到了干农活的戏份：“我在
剧中有不少盖房子、种庄稼的戏份，这对
于从没接触过农活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
挑战，可以说我是边拍边学的，不敢说我
能做得多到位，但至少要让观众觉得像那
么回事。”

杨明娜说，她特别怀念在南阳拍摄
《湖光山色》的那两个月，虽然当时正值盛
夏，每天都被叮人的蚊虫和聒噪的知了困
扰，但河南的美丽山水、河南人的朴实厚
道给她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

刘小峰：努力演真实
“最初接这个戏是为了救场，因为之

前定下的男主演因故不能参与拍摄，恰巧
我那段时间没安排工作，就把这戏接下来
了，这是我拍的第一部农村戏，有些经验
不足，不过我一直努力演得真实。”刘小峰
幽默地介绍说，他在片中饰演男一号、楚
暖暖的丈夫旷开田，这是一个很爱自己小
家的“小男人”，不像媳妇那样顾及大家，
有点拖后腿的味道，希望观众看了不会烦。

刘小峰曾主演《宝莲灯》《重庆谍战》
《盘尼西林1944》等多部影视剧，他对自己
一直有个要求：“我希望观众看我的作品
能感到轻松愉快，《湖光山色》也不例外。”
刘小峰说，他希望《湖光山色》能使乡村观
众真切地感受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也能让
城市观众更了解农村的生活。谈到对河
南的印象，刘小峰不吝赞美：“电视剧的名
字‘湖光山色’就是我对河南最深的印象，
我们拍戏的地方非常美。”

《刀见笑》剧照

国家大剧院

百场演出庆祝建党

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影视集团联合摄制的22集电视剧《湖光山色》将于明日起在央视八套晚间黄
金档亮相。昨晚，剧组在香玉大舞台举行媒体见面会，导演牛建荣携主演刘威、杨明娜、刘小峰亮相，与媒
体分享了拍摄感受，并盛赞“河南的山水很美”。

刘威、杨明娜、刘小峰（从左至右）
在媒体见面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