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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劲

茫茫戈壁，驼铃声声，琵琶伎乐，曼妙飞

天，联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这样在舞台

上徐徐展开了遥远的绚丽画卷……

1979 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横空

出世，将敦煌洞窟中的凝固壁画，演绎为舞台

上的蹁跹舞姿，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舞

种“敦煌乐舞”。

9 月初，在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上，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甘肃省委

宣传部主办的“敦煌舞的创新与发展”论坛同

时开启。

乐舞千年，舞动世界。敦煌乐舞，正日

益勾勒出一个更为宏阔、更为持久的时空大

舞台。

旋转的舞姿，鲜活的密码

1979年 10月 1日，历时 3年创排的《丝路

花雨》，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获得成功，被赞誉

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为中国舞

蹈剧开辟了新路”。

此后多年，该剧在全国各地久演不衰，所

到之处盛况空前，并走进中国香港等地区以

及朝鲜、日本、意大利、泰国、法国、拉脱维亚

等国家，成为 20世纪中国舞蹈的经典剧作。

2008 年，新版《丝路花雨》赴京参加 2008
北京奥运重大文化活动，2016 年再次改版，

成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

幕演出重点剧目，2021 年入选文旅部“百年

百部”传统精品。

“从 1977年开始酝酿剧本，当时定的就是

丝绸之路、友谊之路、世界人民友好这一主

题。”1979版《丝路花雨》编导、甘肃敦煌艺术

剧院原院长许琪现在已经 81岁，依然活跃在

讲台上。在她看来，敦煌壁画中的舞姿原本

就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独特“语言”，

《丝路花雨》更不是简单地对敦煌壁画的片段

性模仿，而是融入历史文化和情感寄托的全

新舞蹈体系，是当代人对历史和时代的思考。

40 多年前，《丝路花雨》创作之时，正值

改革开放之初，摆脱“样板戏”的禁锢，敦煌乐

舞令人耳目一新。

几经辗转，《丝路花雨》的故事“铺陈”在

盛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上，各国商旅络绎不

绝，敦煌画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救起被困

沙漠的波斯商人伊努斯，后遇强盗，父女离

散，伊努斯出手相助，最终团圆……

旋转的舞姿，鲜活的密码。舞台上的悲

欢离合、生死相助的故事，让观众穿越历史烽

烟，感悟友好往来、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丝

路花雨》也成为一幕用舞蹈讲述和平之路、繁

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生

动故事，成为具有中国审美情趣、反映人类共

同价值追求的艺术精品。

特别是“神笔张”按照女儿的舞姿，创作

“反弹琵琶”伎乐天壁画的情节，更以“突破常

规”“逆向思维”的丰富寓意，寄托着对时代、

对历史、对未来更深沉的艺术思索。

从敦煌舞到“敦煌舞蹈学”

“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但在

敦煌舞理论建构和敦煌舞相关学科建设方

面，我们仍有一定发展空间。”在“敦煌舞的创

新与发展”论坛上，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冯双白表达了对

敦煌舞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

在冯双白看来，多年来具有敦煌元素和

丝路主题的舞蹈作品源源不断、丰富活跃；然

而在理论方面，对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形象及

其文化内涵值得进一步探究。

冯双白说，建设“敦煌舞蹈学”意义重大，

最核心的概念其实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或

者说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下艺术语言体系的

建设。对于敦煌舞蹈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

在敦煌壁画上，而应该将敦煌历史、敦煌文化

均纳入其中；研究取得突破后，应该转换为实

践当中的艺术语言，不断创作出新的剧目，这

将对中国舞蹈语言体系的建立、中国舞蹈艺

术的发展大有益处。

近年来，沿着前人的成功之路，《敦煌古

乐》《大梦敦煌》《千手观音》等一大批优秀舞

蹈剧目相继推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追捧，甚

至一度掀起研究敦煌舞的风潮，但要实现敦

煌舞理论的整体构建，仍然是一个严肃而紧

迫的课题。

“敦煌舞蹈学建设过程中，不能缺少人文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北京舞蹈

学院教授刘建表示，敦煌文化悠久厚重，敦煌

舞也因而包含巨大的文化能量。

打卡“飞天旅拍”，弘扬丝路文化

精致典雅的轻纱彩衣，汉唐盛世的复古

妆容，苍茫黄沙中款款漫步，这绝对是敦煌之

旅最妍丽的“一瞥惊鸿”。

今年以来，持续火热的“飞天旅拍”，不仅为

“大漠孤烟直”的丝路古道增添了无限色彩，也

让人们看到了敦煌乐舞更广阔的“民间基础”。

“进入旺季后，旅拍需要提前几个月线上

预约。”今年入夏以来，敦煌市涌现了近百家

“旅拍店”，但依然忙不过来，敦煌浮生映画飞

天定制旅拍店的李大洲说，许多游客自备了

唐装汉服和西域装饰，自带旅拍团队在鸣沙

山上拍摄留念。

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飞天旅拍”正在成为独具丝绸魅

力和敦煌元素的旅游新品，有助于游客更好体

验敦煌的文化内蕴和多民族文化的历史交融。

“很多人热爱敦煌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

化，并在乐舞中加入美景、佳人等时尚元素，

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圈粉’，这是一件非常

好的事情。”一位拥有百万级粉丝的拍摄者表

达了自己对“飞天旅拍”的感受。

在敦煌乐舞的艺术家们看来，越来越多的

游客对“飞天旅拍”趋之若鹜，展现的正是敦煌

乐舞永不褪色的魅力和深厚的民间基础。

“敦煌舞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舞的

内容，今后必将成为独树一帜的舞蹈艺术

门类。”原甘肃省艺校校长高金荣说。她是

《丝路花雨》的创作者之一，如今已近 90 岁

高龄。正是一批批年轻舞蹈学员对敦煌乐

舞的热爱，鼓舞她依然从事敦煌舞蹈的教

学工作。

40 多年前，老一代舞蹈艺术家们从莫高

窟 2000多尊彩塑和 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寻

找灵感，让壁画上的飞天、金刚“舞”出洞窟，

把瑰丽多彩的《丝路花雨》搬上了舞台；今天，

敦煌乐舞正以走入殿堂、热在民间的新姿态，

成为展示千年文化传承和独特美学样态的中

国舞蹈并走向未来。

阅 读 提 示

刘颖余

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许知远对谈费翔，再次

遭受群嘲。外表油腻，狂喷英文，知识分子的清

高和拧巴，都成了许知远的“罪状”。与此形成强

烈对照的是，费翔自始至终的优雅、得体、自洽。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次对等的谈

话。费翔何许人也，亿万国人的初代男神，最

近又有《封神》的流量加持。许知远又是谁？

大众对他的刻板印象逃不过三个关键词：穷

酸油腻的知识分子、全网最尬的访谈者和濒

临破产的小老板。

这是一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爱上有趣

的灵魂需要时间，而爱上帅气的皮囊可能只

需一秒钟。当自视清高的许知远遇见永远帅

气的费翔，他不被群嘲，谁被群嘲？

好在这已经不是许知远第一次被群嘲。

当年他质问马东“为什么不抵触这个（粗鄙

化）的时代？”马老板回了他一句：“我没那么

自恋”，结果引发全网热议，穷酸知识分子顿

时无言以对，“庸众”（借用许知远的词汇）一

面倒地叫好。这是属于马东的胜利，也俨然

成为许知远的“至暗时刻”。

但走过至暗时刻，自恋的许知远依然自

恋。节目中，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坚持自己

笨拙而认真的表达，坚持和这个世界的疏离

感，坚持用不合时宜的词汇、逻辑去寻求和嘉

宾的共振。他有时居高临下，试图要教会嘉

宾什么（比如访谈俞飞鸿），有时又像个不耻

下问的小学生（比如访谈许倬云）。但无论他

的姿态如何变换，人们似乎只记住了他的清

高、愤怒、矫情、偏见。

曾有论者戏称，《十三邀》就是许知远老

师自我献祭的节目，每集节目被嘉宾吊打，以

自我之愚蠢，映衬出嘉宾的智慧。此种言论

未免刻薄，但许知远能抗骂是真，努力做节目

也是真，永远极度自信也是真，所以观众（也

许还包括嘉宾）反而慢慢接受了他的笨拙，他

的尬聊，他的不合时宜。

譬如最近一期对费翔的采访，费翔就对许

知远说：“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兰德，没有

人会认得，只有你认得，然后你会理解我说的

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

的人，我跟你在一起变得非常不内向。”有了这

些话，我们很难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谈。

有鉴于各种相互吹捧的访谈节目大行其

道，我甚至怀疑，直面甚至放大碰撞中的尴

尬，是《十三邀》的商业策略之一。当许知远

屡屡被群嘲，节目的口碑却节节攀升（第七季

的豆瓣评分已高至9.5分）。

许知远成全了《十三邀》，而《十三邀》也

满足了许知远的好奇心。连他自己也承认，

是好奇在驱使他，克服内向与害羞，走进时代

的漩涡，试图理解和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如此，许知远还敢于拥抱那些他曾

经不屑的东西，比如参加各种综艺。他在《吐

槽大会》上，面对张大大的外貌攻击，回应说：

“审美偏狭是一种智力缺陷”，让人不由得惊

叹，知识分子的反击也是蛮厉害的。

在《向往的生活》节目中，他凭着“知远又

不见了”这一鲜明的特征走红网络。何炅调

侃他的名字意思是，“许你把我越支越远”。

而想不到的是，常常游离于人群之外的他，却

意外获得一个很高的评价：“许知远过的，才

是真正的向往的生活”。

最后一期节目，当许知远和各位告别，黄

磊若有所思地说：“我要去当一会儿许知远”，

然后捧着茶杯，面朝大海，孤独了很久。

这大概不只是属于黄磊的一句俏皮话。

坚持做自己是很酷的事，没准你也想“当一会

儿许知远”。

没准你也想“当一会儿许知远”

文化新地标里的非遗

经典舞剧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丝路花雨》》历经历经 4444 年积淀与发展年积淀与发展，，如今再度蜚声如今再度蜚声““出圈出圈””

敦煌乐舞：走入殿堂，热在民间

“二次元”跨越到“三次元”

漫改创作还漫改创作还有有新可能新可能
本报记者 苏墨

近期，由高分国漫《一人之下》改编的都市奇幻剧《异人之

下》正在线上热播，在不同观众群体中引发了不小的话题度。

实际上，漫改题材一直是影视市场的热门类型，以《棋魂》《少

年歌行》等为代表的多部漫改作品屡次打破“次元壁”，为观众

带来了视听惊喜。此次《异人之下》则在叙事角度、精神内核、

世界观打造等方面更进一步，为当下的漫改影视创作注入了

新的想象力。

漫改剧，即以动漫作品为蓝本制作的真人剧集。其在创

作过程中需同时兼顾剧集观众与原著受众的体验与感受，在

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合理创新优化叙事结构，才能实现从“二次

元”到“三次元”的跨越。《异人之下》讲述了一群少年在异人世

界冒险前行，以赤子之心与黑暗决战的故事。剧集在保持原

有漫画风格、经典桥段和人物设定的基础上，又注重设置情节

悬念与反转强化主线故事。《异人之下》在故事开场便快速进

入剧情，通过一次次戏剧性的反转、一个个带有悬念角色的出

场，一个神秘的异人世界被打开，又通过小人物张楚岚与其他

异能人士在日常相处中的谐谑对比，人物形象生动立体，笑点

多、节奏快、网感强，符合当下年轻一代观众的需求和喜好。

作为中国首部有超写实数字人参演的剧集，《异人之下》

还将原作中通过脑电波与外界互动的“二壮”这一角色以数字

人的身份出现。在特写镜头下，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角色细

微的表情变化甚至眼神情绪的交流，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使得

剧集更具真实感与观赏价值。

在满足观看娱乐体验的同时，故事的价值取向则是漫改

作品能否被主流受众接受、走入大众视野的关键。回顾市场

上的优秀漫改剧集，每一部都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体现出一

定的思想深度。此前收获好评的《棋魂》围绕一群爱好围棋的

少年展开叙事，引导观众思考热爱与奋斗的现实意义，将“棋

魂”精神发扬到各行各业。而《异人之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

自己的“道”与“义”，少年英雄们的自我逆袭成长之路正是一

个认知自己、向内心求解的过程，体现出导演“为每个困惑的

少年提供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创作愿景，给予当下年轻人

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漫改作品日益重视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再创造，以浓厚的文化底色引导观众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激发深刻的

情感共鸣，成为当前漫改作品创作出彩、收视“出圈”的保障。

例如，强调“新武侠”的《少年歌行》将独特的禅宗文化与故事

背景相融合，较好地营造出“快意江湖”的叙事氛围。而《异人

之下》则从道教文化、中医文化中提炼出的“炁”建构出对于中

国式异能的理解，其中中国功夫、侠义精神、哲学思想、民俗传

说等贯穿始终的符号化表达，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将中国文

化贯穿于整个故事内核之中，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焕发

出时代光彩。

随着二次元群体的不断壮大、优质漫画 IP 的不断涌现，

漫改影视正迎来新的创作热潮。《异人之下》等作品的成功为

当下创作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鉴，通过在叙事策略、文化价

值、视听体验等方面突围创新，达到与观众产生正向情感共鸣

的价值意义，将不断为此题材作品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

44年来，《丝路花雨》历久弥新，走过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近 4000场，成为中外文

化交流的经典作品；“敦煌乐舞”也在创新与发展中蜚声“出圈”，成为人们认识敦煌、触摸

历史的一张名片。

《孙犁传》出版
本报讯 今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孙犁先生诞

辰 110 周年，为纪念这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非凡成就乃至开

宗立派的文学大家，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研究专家苑英科

所著《孙犁传》。

全书架构共分 35章，140小节，是一部体量大而构思精密

的传记。作者在深入阅读、研究孙犁作品和有关孙犁的一切

现有材料、评论的基础上，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对待孙犁及其

创作成就，写出了孙犁从出生至逝世整个近 90 年人生的经

历、所作所为并对其行为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心理、生理因素进

行了分析，使得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多姿多彩的孙犁呈现在

我们面前，便于我们了解孙犁、学习孙犁、继承孙犁。 （李成）

青岛市南区文艺宣讲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张嫱 通讯员云梅）青岛市市南区将艺术宣

讲纳入“市南好声音”宣讲库，推出了一系列高品质、多样化的

艺术宣讲精品课，送到街道、走进社区，让居民走出家门就能

走进艺术课堂，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艺术为宣讲增彩。

“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听说社区有声乐宣讲，我赶

紧报名了！”市南区八大湖街道周阿姨笑呵呵地说。日前，市

南区社区声乐公益课走进八大湖街道永嘉路社区，精彩实用

的声乐宣讲受到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基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阵地，市南区引进多品类精品宣

讲课程，让“宣讲”摆脱“艰涩难懂”的“套子”，换上“五彩斑斓”

的“外衣”，唱响“市南好声音”。截至目前，市南区文艺宣讲共

走进 50个社区，开展活动 600余场，受众超过 20000人次。

202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
日前，2023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在开幕演

出“潮涌大湾”戏曲晚会上，来自全国各省及粤港澳三地的
戏曲艺术家同台飙戏，演绎了粤剧、潮剧、广东汉剧、雷剧为
代表的湾区戏曲剧种和京剧、豫剧、越剧、川剧、黄梅戏的经
典唱段。 陈志强 摄/人民图片

9月 14日~15日，2023北京文化论
坛召开。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
久主题，以“传承优秀文化 促进交流合
作”为年度主题，打造文化建设成果的展
示平台、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平台、文化
创新发展的合作平台、文明交流互鉴的
传播平台。

在论坛系列活动中，中外嘉宾打卡
北 京 文 化 新 地 标 ，现 场 观 摩 非 遗 技
艺。右图为在北京石景山郎园 Park 观
摩点茶技艺。上图为在燕京八绝博物
馆参观。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