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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剧《红楼梦》
创新表达传统文化

民族舞剧《红楼梦》是由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学术
指导，江苏文投集团策划，江苏大剧院出品，南
京民族乐团联合出品，黎星工作室联合制作的
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项目，循着宝黛
钗的爱情主线，以青年艺术家的舞蹈语汇、创
作思路和现代舞台表达，展现了《红楼梦》中闺
阁佳人的人生百态。

该剧自首演以来，备受观众喜爱，演出一
票难求，更是获得业内人士的认可，夺得了第
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究其背后
原因，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民族舞剧《红楼梦》一方面坚持原笔原意
境传承，按照原著内容创作编排，采取传统章
回体叙事架构，遵循经典描述布景置装，最大
限度地使用中国特色古典符号，最大可能地还
原优秀文学经典篇章；另一方面坚持新人新视
角诠释，以黎星、李超等优秀年轻人视角主导
创作解构，一大批年轻舞蹈艺术家展示，同时
创新民族交响乐的表达方式，运用现代审美和
表达方式，探索经典文学的现代舞台表达，成
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
内涵，让观众领略东方意趣、东方审美。

江苏大剧院总经理、民族舞剧《红楼梦》出
品人廖屹透露，今年 9月份，民族舞剧《红楼
梦》将到新加坡演出，“明年在海外的演出，我
们也在策划中，希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剧
目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舞剧《深AI你》
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连接

作为中国首部人工智能题材舞剧，《深AI
你》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出品，北京保利演出公司、江苏省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

宝安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深圳戏院制作，中
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导佟睿睿担任总编
导。

该剧聚焦深圳这座科技之城，从未来新
“生态”视角出发，思考人与AI的全新语境，以
舞剧的形式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连接、用
舞蹈艺术形式为科技赋予温度和人文关怀，这
也是中国舞剧领域的一次全新尝试与突破。
作为一部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品，《深AI你》新
颖的题材不仅源于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也彰显出深圳这座未来城市的人文哲思。

江苏省演艺集团歌剧舞剧院青年舞者胡
兴东在舞剧《深AI你》中饰演店员这一角色。
这是胡兴东第二次有参演的作品被提名中国
舞蹈“荷花奖”。他告诉记者，这两次提名的不
一样之处在于，自己可以更好地为观众呈现越
来越成熟的表演，“相比第一次，这一次会更加
投入，个人也有了很大的成长。”

舞剧《运·河》
将千年大运河搬上舞台

水波荡漾的大运河承载着古往今来两岸
的历史文化，也滋养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
绊，串联起一部部关于人、水与城市的岁月故
事。

舞剧《运·河》是苏州市歌舞剧院的作品，
将大运河这一恢宏题材搬上舞剧舞台，用当代
舞蹈语汇和富有跨度的表现手法，多角度、多
空间地讲述了一段因运河而起的，关于女人、
船、河、生命的故事。

粉墙黛瓦的古建筑，穿越千年的河水，精
巧的拱桥，市井耳熟能详的喧嚣声……情不知
所起，一往情深，大运河流淌千年，蕴藏着满满
人间烟火气。剧中，“茉娘”的一生伴随着这一
条蜿蜒流淌的大运河，在现实与梦境中多次穿
梭，做了一场缱绻柔情却又无疾而终的梦，呈
现一种唯美的遗憾。

该剧男主角杨文艺告诉记者，此次中国舞
蹈“荷花奖”对于他个人来讲，不仅是一种很大的
荣誉，也是挑战，“希望以后可以这次作为一个新
的起点，不断努力，去创作、表演更好的作品。”

当代舞作品《红色之恋》
浪漫传承红色基因

当代舞作品《红色之恋》由江苏文艺“名师
带徒”计划首批舞蹈类师徒——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教授吴凝、教师胡琴心创作，曾获
2022年江苏省高校原创艺术精品培育项目。

吴凝介绍，这部作品聚焦于新时代文艺创
作的主题需要，立足传承革命精神，将心中深
厚的爱国之情与理想信念高度凝练成中华儿
女心中具有代表性的系列“红色”意象，结合以
革命浪漫主义为基底的表现手法，在现代审美
理念的关照下，用舞蹈艺术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红色之恋》一路走
来历经反复细致打磨，经过春的播种、夏的耕
耘，在金秋时节从全国四百多部作品中脱颖而
出，荣登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最高舞
台。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
会副理事长冯双白点评《红色之恋》“具有浓厚
的情感色彩，是浓墨重彩的。演员们饱含着激
情来赞美我们心中的这片红。编导在作品中
非常注重情感的表达，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抒
情意愿，令观者为之感动。”

民族民间舞《秋熟》
融入诸多江苏元素

民族民间舞《秋熟》是南京艺术学院舞蹈
学院的原创群舞作品。该作品的编导、指导教
师郭罗乐介绍，民族民间舞《秋熟》的灵感源于
吴晓邦先生的同名画作，主创团队在创排时将
诸多江苏元素融入其中。

郭罗乐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该作品以江苏
民间舞蹈为主要元素，巧妙结合莲湘和扇子的
道具运用，通过“打麦”与“耕种”等多种主题动
作设计，展示了江南女子勤劳果敢、勇于奋斗
的淳朴品格。繁忙劳作的身影在金波闪闪的
麦浪中翻腾起舞，激昂嘹亮的歌声在麦田中悠
荡，辛勤的汗水承载着禾下乘凉的梦想。

舞剧何以火爆出圈？“江苏出品”作答

5月25日—26日，第十三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
暨“繁花竞放”2024年中国舞
蹈“荷花奖”巡演（南京站）在江
苏大剧院举办。第十三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获奖作
品、民族舞剧《红楼梦》，和舞剧
《深AI你》《运·河》、当代舞作
品《红色之恋》、民族民间舞《秋
熟》这5部作品参与此次巡演。

如何用舞蹈讲好故事？如
何用舞蹈创新表达传统文化？
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剧目主
创，挖掘舞蹈盛宴背后的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文 何刘/摄（除剧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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