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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白纱，在简素的舞台上垂下，从天到
地。红色盛装的日晷，华美庄严，在磬声中逶
迤向前。

这一幕，舞者不过三人。日晷的扮演者以
极其缓慢的舞姿，抓住台下目光的焦点。

观众可以捕捉到舞者每一个细微的动
作——— 手臂的一次转折，腰肢的一次扭动，时
间仿佛跟着慢了下来，长达八米的拖尾，如一
道红练向舞台纵深延展。鸿蒙初开，时间的裙
摆下开始有了“美好的因子”，在文明的滋养
和庇护下起舞。

1月8日至10日，舞剧《兰》在济南省会大
剧院连演三场。古语云，兰乃王者之香。今
天，儒学的意蕴被年轻的身体立上舞台，传达
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中君子品格的追寻和理
解。

从舞蹈、音乐、服装，到数字视效、舞台
美术，创新的意识闪现在舞剧《兰》的诸多环
节。编创“五位一体”，集合了山东省多家机
构的原创力量——— 省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创作
室是创作出品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提
供演出队伍,省现代艺术中心和山东中演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为制作单位，山东工艺美院数字艺
术与传媒学院为数字视效保障团队。

他们携手来自台湾的二度编创团队，以先
锋式的表现手法，刷新人们对鲁版舞剧的印
象。

兰的种子

10日下午，《兰》最后一场演出结束，编
剧兼总导演邱晓晨和众主创上台谢幕。在台上
她极力克制，却还是红了眼圈。

回首来路，从最初设想，到团队创作，直
至舞台呈现，此刻的百感交集，像是在众人的
支持下，以高强度的方式完成了一场艰难的战
斗。

1982年生人的邱晓晨，现为省艺术研究院
音乐舞蹈研究所副所长。2014年起，她担任我
省“大师引进工程”重点科研项目《儒学与艺
术学论丛》之《儒学与舞蹈》专著撰写组负责
人，以20万字的篇幅阐述儒学与舞蹈的关联。

“中国舞蹈诞生之初，歌颂劳动，祭天颂
德，其精神内核与儒家所追求的仁义礼智信息
息相通。”邱晓晨说。中国古代舞蹈的初衷是
追求美好生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精神追求的
历史。学究面孔的儒学，和灵动活泼的舞蹈，
看似各行其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层面却
心有灵犀。

怎样用今天的舞蹈，展现传统的儒学，关
照当下的生活？

省艺术研究院和省戏剧创作室对这一命题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研究。依托省文化厅的
科研项目，两家单位大胆启用年轻人，编剧、
总导演邱晓晨，文学统筹徐洋、制作人刘洪涛
等一批“80后”主创人员披挂上阵，通过系统
的学术梳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艺术实践项
目，展示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

这样的艺术创作将开全国先河，这样的年
轻队伍让人期待。可是作为核心主创成员的邱
晓晨却感到压力像浪潮一般袭来。

她在思索，她在寻找，怎样把儒家思想外
化成肢体语言？同时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视觉
形式展示、传播？需要一个桥梁，一个载体。

邱晓晨最初想到了乐舞。但内心很快有个
声音否定了：复古式的礼乐歌舞，并不是她想
要的。

2015年5月8日凌晨3点，邱晓晨清楚记得这
个时间。兰，忽然闯入她的脑海。

经过一段日子的苦思冥想，晚上十二点以
后的时间，是她精力更集中、效率更高的黄金
时间。正在威海出差的邱晓晨，抛下日常生活
的琐碎，外面风吹过的声音让人安静。

舞蹈是充满象征意义的语言，什么意象能
够象征儒学？邱晓晨一直在寻找答案。她想到
梅兰竹菊四君子，“兰为王者之香”，仿佛当
的一声，击中了她预设的靶心。

“兰这个字从我脑海里抛出来的时候，没
有人物，没有冲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
得，对了，就是兰，我就要做一部舞剧呈现兰
的意境。”说这些话时，她自己笑起来，灵感
来袭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那个凌晨，她通宵达旦搜集了一些资料，
感到似乎可行。回到济南，省艺术研究院立即
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论证。兰是中国传统文化
君子气节的象征，但从兰的角度切入，研究儒

家君子文化，学术界少之又少，舞台作品更为
鲜见，这个创意非常好。

专家学者的热情回应，让邱晓晨感到有了
后盾，省艺术研究院随之启动的舞剧《兰》项
目理论支撑，更让她信心倍增。

从理论出发，把中国文化意象立上现代舞
剧的舞台。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子，在国内
尚属首创。省艺术研究院希望《兰》所呈现的
品相，回归艺术本体，突出本源性和象征性，
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结合。

很快，《舞剧<兰>与当代价值观关照》、
《舞剧<兰>与儒家思想的阐发》、《舞剧<兰
>：追随传统艺术 构建身体美学》等一批理
论文章问世，省艺术研究院学术力量集中爆
发，为《兰》备好了破土萌发的学术土壤。

兰的头脑风暴

目前国内的现代舞剧，分写实和写意两大
阵营。通过肢体上的写意，展现传统文化的无
穷意蕴，台湾的云门舞集是亚洲现代舞团的代
表符号。

2014年底，邱晓晨在国家大剧院观看了林
怀民的舞剧《松烟》。为了在比较好的位置观
看，她买了一张580元的票。剧场灯光刚暗下
来，身旁空着的座位来了一个人。

“他个子不高，嗖的一下就进来了，竟然
是林怀民本人。全场都很安静，我也不好意思
跟他说话。”

敬仰的创作者就坐在身边，邱晓晨克制着
一边看戏，一边观察。林怀民拿了一支铅笔，
在纸片上不停地记录。剧场光线黑暗，他眼睛
盯着舞台，就这样盲写，从演出开始记到演出
结束，行将谢幕那刻起身走了。

林怀民是舞蹈界的思考者。当放慢节奏，
放空视野，真正去思考身体本原，思考人类肢
体的语言，舞蹈就有更深邃的写意画面出现。
直到邱晓晨自己当了编剧、导演，她才更深刻
地体会到，舞台艺术是多么瞬息万变的艺术。

《兰》定位以大写意的手法、象征性的舞
台呈现，承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去繁就
简，突出艺术核心的张力。

担任《兰》舞蹈编排的李国治，是最早的
一批云门舞者之一，现为台湾独立编舞家，常
往来于两岸。对于《兰》的设想，他和邱晓晨
的创作思路相互契合。在整个剧本的走向中，
有一条清楚的脉络，帮助二度编创团队找出古
代与当代对君子品格跨时空的呼唤。

《兰》的二度编创团队经过多轮选择，才
最终确定与孙悦泰、李国治等来自台湾的创作
者携手。从最初跨越两岸，通过微信群交流，
到10月份会聚济南，现场慢慢打磨，创作争论
的主题不离核心：如何“把兰之品格寓意、儒
学精神之内核融于舞剧的主体中，剖解兰之

意，描绘兰之象，展现兰之境，舞动兰之梦，
把兰之风格、君子之品格完美结合，阐发孕育
其中的儒家核心思想。”

“舞台上呈现出的美必须是非常简洁的，
越简洁越打动人心。”邱晓晨说，在创作团队
的构思交流中，纯粹、简洁，是最常被提到的
词汇。这不仅体现在舞者身上，而且定下了舞
台整体美学呈现的基调，涉及到创作的各个环
节。

比如音乐。陈世兴是台湾资深作曲家、音
乐制作人，担任《兰》音乐设计制作。他最初
跟随《兰》的文本寻找主题，在音乐上采用了
极简的风格，把兰这个东方性的元素，变成有
现代感的视听体验。

第二幕剧情转折，“尘”作为全剧的不安
定因子出场，打破了人间和谐。在愈发密集的
鼓声中，京剧大花脸突然在背景音乐中开腔，
刺激观众耳膜，摄人心魄。陈世兴解说，这个
不安定的因素在舞台上掀起阴和阳的斗争，传
递阴阳共生的意蕴。冲突平地而起，却毫无违
和之感。太鼓的敲击，令现场为之一振。

至于服装的设计，看不到传统中固定的形
象和线条，但一望便知，舞台上的人物是中国
式的。服装造型设计蔡毓芬，是台湾专职剧场
服装设计师。日晷的形象出自她手，舞者头饰
层叠，红色的大布做拖尾，在素净的舞台上被
抻开，形成一种缓慢美学的景观。

“服装是配角，我们用虚化的方式处理，
跟舞蹈、音乐密切地结合，舞台整体才能有干
净漂亮的呈现。”蔡毓芬说。

及至第三幕，现代人的角色，服装用了29
个颜色，看起来是今天日常的用色，背后用意
是接近稻谷的来自大自然的颜色。这一幕舞者
从最初的压抑茫然，到后来舞步越来越坚定，
服装的颜色也随之丰富。像生命的种子越来越
饱满，越堆积越多，在舞台中间跳跃，传达出
生命力正面的力量。

兰的破土而出

当《兰》的舞者脱下舞台服装，回到校
园，看上去和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分别。他
们平均年龄20岁，年纪最小的不过18岁，是山
东师范大学大二至研一的学生。

《兰》以象征性人物，在三个不同的时
空，带人们感受和领悟兰之品格、君子品质。
其核心主旨是天人合一的哲学。通过人们对纯
洁社会的追求和对天地人和、世界大同的阐
释，表明仁义之心能够消除人心的杂念，消解
社会的矛盾，使世界回到本真和最质朴的纯美
状态。

如此年轻的舞者，对深度展现精神世界追
求的舞剧，表现力能否达到？舞蹈编排李国治
从另一侧面回答了这一疑问：

“我觉得对这些舞者的选择，是一个很有
趣的方向。从这些年轻的身体上，我能看到一
种纯粹和简单，是成熟的舞者身上看不到
的。”

尘的扮演者曹清涛，在学校老师的印象中
喜欢坐在角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
《兰》的第二幕，他身着盔甲，头戴花翎，以
极其夸张的跳跃姿态，打破了先民的和谐生
活。像一阵风吹过来，带着砂砾的质感。尘也
许是剧中唯一的“反叛”角色，却成为一大亮
点，角色和演员本身个性的相符，在舞台上有
种肆意挥洒的畅快。

邱晓晨说，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能看出
舞者身上的变化。排练时，舞者是赤足的，和
国内通常的舞蹈课不同。刚接触时，学生们大
多懵懵懂懂，只知道模仿舞蹈动作，不知道舞
剧是什么概念，慢慢地开始沉浸其中，用舞者
的身体消化，尝试用肢体语言表达内心的理
解，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台舞剧在舞者身上种下了一颗种子，
我们能看到种子在慢慢发芽。”邱晓晨说。

执导这台舞剧的经历，同样刷新了她本人
的观念。以现代舞剧的形式表现传统文化，让
她更触碰到了舞蹈的核心。“人们都说，舞蹈
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我们就强化现代舞蹈语
汇长于抒情的特质，把抒情发挥到极致。”

而具体到操作的层面，繁琐的工作量超出
了她的预期。能容纳1000多人的歌剧厅里，有
七部对讲机，邱晓晨手里那一部可以同时对六
个部门发话。她把幕后完成这场演出的组合称
为兰之战队，协调工作占去不少精力。

初次执导舞剧，邱晓晨倾注很多，用力甚
猛。1月5日，《兰》首次联排。在尘和芝兰对
抗的一幕，音乐节奏紧张，灯光随之快速切
换。为了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灯光师提出
“打点”。“打点”非常繁琐，比如2分52秒
时，舞者在什么位置，打出什么样的光，3分04
秒时，舞者又在什么位置，打另外一种颜色的
光，必须精确到秒。邱晓晨连夜听音乐，65分
钟的纯音乐，重新捋一遍，一宿没睡，舞台上
的每一次变换都像是刻在了脑子里。

过完元旦后，《兰》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的
排练阶段。三岁的孩子在家生病，邱晓晨为了
节省时间，住在省会大剧院附近的小宾馆里，
没有回家看一眼。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月8日首演，邱
晓晨注意到，墨兰的扮演者曹飞，一个落地之
后，抬脚的动作变得和以前稍有不同。最后一
幕跳完，演职人员开始在后台庆祝时，曹飞才
说：我的脚趾受伤了。送去医院诊断，骨折，
必须马上打石膏。

邱晓晨很感动，曹飞在受伤的情况下坚持
跳完了最后一幕。但是紧接着的问题是，早在
下午的排练中，墨兰替补演员的膝盖也已经受
伤，现在A角B角全都不能上场。明天的演出，
谁来演第三幕主角墨兰？

经过慎重的考虑，她深夜拨通舞蹈总监高
志毅的电话决定让张苛替代曹飞饰演墨兰的角
色。张苛是资深舞者，也是教学生排练这一场
的老师，第二天一早赶来救场。

三场演出下来，邱晓晨没有在观众席上看
过一幕戏。她站在后侧的控制室里，看着舞
台，看着观众的后脑勺。

“如果观众交头接耳的多，说明这一段戏
很可能不够好看。观众真的入戏了，是不会说
话的。”

兰的旷远余味

不需一句对白，也不必看字幕导读，
《兰》上演时观众席很少有人说话。

舞台数字视效以精准的表达，带观众完成
背景从古至今的穿越。纱帘切割舞台层次，象
征阴阳五行，暗示主题，像是立体的留白的画
布。舞台数字视效通过动画投影，挥洒远古泼
墨的意境以及现代都市丛林的时尚。

将新媒体技术手段运用于传统舞台，
《兰》舞台数字视效创作，本身就是一次突破
自我的创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光帅担任视
效导演，组织30余位师生参与创作，历时80余
天时间，形成50分钟的高清特效数字布景。50
分钟共3000秒，每秒动画由24帧画面生成，工
作量巨大。

水墨元素贯穿的舞台，看似空旷，却似有
生命，主调以黑白两色简约呈现，灯光的冷
暖、节奏、强弱重塑舞台质感，动态的投影更
像一个虚化的舞者，烘托出舞台需要的不同氛

围：平静、激烈、甜美、凶悍、冷静、热情、
静谧、繁荣……

“东方元素、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与现代
表达形式、新媒体技术支撑下的数字舞台相融
合不仅在形式上进行了突破与尝试，更是一种
现代美学的实验与探索。”《兰》视效总监顾
群业，现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与传媒
学院院长，他解读了数字视效的设计内涵。中
国传统“礼”“仁”“和”的哲学追求，植入
“时尚”“光影”“慢美学”，形成纯美的文
化空间，视效最终构成表达《兰》思想主旨不
可或缺的部分，提升了舞剧整体格调。

这样的数字舞台布景高效精准，省去了立
体的装置造型的搬运成本。《兰》将走出省会
大剧院，开启巡演之路，数字舞台只需芯片携
带，便可在任一剧院投放呈现。

回首和舞剧《兰》一起走过的路，编剧兼
总导演邱晓晨想要感谢的人很多，其中最有决
定性的，无疑是她身后坚强的后盾：省艺术研
究院的信任、鼓励和支持。

“省艺术研究院一直在探索艺术科研和实
践转化的和谐统一。我们年轻的科研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35岁，已经承担起了每年百万字的科
研任务。这些科研成果都是像邱晓晨一样的年
轻的科研人员倾力完成的，而这些成果的实践
性转化，更是靠这帮年轻人才得以最终实
现。”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省戏剧创作室主任
张积强说。

他认为，舞剧《兰》是一次尝试，一次探
索，将进一步打磨提升、日臻完美，为艺术创
作和科研机构寻找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良
性道路。

“中国舞蹈诞生之初，歌颂劳动，祭天颂德，其精神内核与儒家所追求的仁义礼智信息息相通。”邱晓晨说。

中国古代舞蹈的初衷是追求美好生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精神追求的历史。儒学和灵动活泼的舞蹈，看似各行其

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层面却心有灵犀。

《兰》：儒学在舞者身上清新绽放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田可新

肥妈为孩子树榜样
减重蜕变成辣妈

苏格兰24岁的妇女
阿什莉·芒恩通过一年
的艰苦努力，成功减
掉一半体重，旨在为
女儿树立好形象。

海豹情侣秀恩爱
企鹅闯入做“灯泡”

这对正在搂搂抱抱
的海豹迎来了一个讨厌
的“电灯泡”，一只瞎
凑热闹的好奇企鹅打搅
了它们的亲密时光。

网友争相晒巨猫
猫咪最大身长1米

欧美网友们最近
掀起一股分享家中巨
型猫咪的风潮，大家
纷纷上传自己和巨型
猫咪的合影，“喵星
人”庞大的身躯在镜
头前非常显眼，让人
惊叹。

日本寺庙焚烧万只
达摩娃娃祈福

新年初始，日本岐
阜的寺庙举行达摩吉祥
娃娃焚烧仪式，10000
只娃娃被烧掉。日本民
众认为这会带来福气。

《兰》的编剧兼总导演邱晓晨

《兰》剧中的先民群舞。

《兰》剧中的香兰和芝兰。

《兰》剧中的日晷。

《兰》剧中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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