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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故事 大美大悲

大幕开启，青墙高耸。一束追光投射在斑
驳的墙面上，也照亮了墙下，一对轻话离别的
恋人青涩的脸庞。女主人公躬身筛枣，精心拾
出一个，连同一份不舍一齐递进爱人的嘴里，
一往而情深；男主人公怀揣着学徒经商的抱负
奔向远方，却又泪眼婆娑，为情所羁绊……全
剧由此将一幅优美与忧伤交织的画卷，缓缓展
开，娓娓道出一个“苦恋”的故事。

清末民初，山西晋中，富甲一方的殷家人
气不旺，多病寡居的殷氏带着儿子傻少爷苦苦
支撑着岁月。殷家的管家贪得无厌，为侵吞殷
家财产，处心积虑地撮合自己的私生女——— 丫
环酸枣做傻少爷的媳妇。美丽善良的酸枣与勤
劳聪明的小伙计真挚相爱，用一把酸枣私定终
身，他们抗争并试图改变命运，然而，一个装
满象征爱情的酸枣荷包却被管家偷放毒药……
茫茫西口古道上，一对生死恋人的千古绝唱不
断回响。

“人生第一次追舞剧，就给了《一把酸
枣》。”一位看完演出的老人热泪盈眶地表
示，“演员们生动到位的肢体动作，传递的是
爱里的痴缠与挣扎，把一个大美大悲的故事，
讲得震撼、动人，叫人只想把眼泪装在心
上。”

“这把酸枣，实在醉人。”网友“倚风雨
林”是位舞蹈爱好者，一走出大剧院歌剧厅，
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感慨，“情节虽然简
单，但全剧气势磅礴，音乐与舞美恰到好处，
写实与写意相得益彰，有‘山西情怀’，更有
‘民族气魄’。”

“每次演出结束后，我们得到的反馈都是
强烈的，甚至在有的地方，演员谢幕时得到的
掌声、喝彩声是山呼海啸般的，经久不息的，
把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11月8日下午，在后
台与记者聊起这部走过12年的剧目，《一把酸
枣》创演方“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华晋舞剧团”
团长、该剧艺术总监王菁华玩笑中带着满满的
自豪。

2004年12月，这部剧初登保利剧院，一经
亮相，便引起轰动；2006年春节，该剧在人民
大会堂上演，“成婚冲喜”一幕，台上台下数
千盏灯笼交相辉映，“点灯贺岁”的场景，一
时间被传为佳话；2008年8月，《一把酸枣》在
国家大剧院舞台上，惊艳了各国宾朋；2010
年，该剧又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登台，成为在美
国最高艺术殿堂上演的首部中国民族舞剧……
而今冬，在济奉上的这场演出，已是该剧海内
外累计演出的第986场。

“有人作了数据统计，在获得文华大奖、
精品工程的舞剧中，能始终活跃在舞台上，保
持长演不衰的少之又少，《一把酸枣》算是其
中之一。”这样的成功，在王菁华看来，源于
该剧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资源，“讲
的就是中国故事、山西故事，观众感受到的就
是人的‘真而美’的生存状态。”

酸枣之爱，一往情深

文化学者余秋雨看过《一把酸枣》后感慨
良多，“对我来说这不是一般的演出,北方大漠
中的小男人、小女人的悲欢离合很感动我……
因为这是几十年前我探寻过的情感。当设计的
故事慢慢延伸下来到最后的大悲剧，我看后仍
然热泪盈眶。那不是个人对剧中感情的投入，
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流失了的感情
洪流重新抓回以后的感受。”

谈到创作初衷，该剧导演张继钢也表示，
全世界的舞剧都是离不开爱情的，我们必须
“在编创中寻找到晋商的爱情”，“通过晋商
这样一个题材或者人物形象，主要是表达山西
这块土地上，人民那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和顽强
的生存意识。所谓‘伟大的晋商形象’，我认
为是由他们的智慧、勤劳和他们的深厚的儒家
文化所构成的，这就是这部舞剧所表达的一个
重要思想。当然，这部剧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的思想，就是爱情。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爱情
观，我们所表现的舞剧《一把酸枣》中晋商小
伙计的形象，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见异思迁
的肤浅的人。无论多么贫穷，爱是不变的；无
论多么富有，爱也是不变的。这样一种发生在
晋商身上的，发生在农村这块土地上的高贵的

爱情，是我非常珍视的，所以我愿意在舞剧
《一把酸枣》里大胆地、勇敢地说出山西商人
的爱情观，是那样纯真无邪，那样令人赞
叹。”

所以，爱情正是这部舞剧的主线。男女主
人公的这段“生死情”沿着晋商大院丫头酸枣
和立志图强的小伙计的人生际遇推进、强调、
升华。这边写下的是女儿家的绵绵情思，那边
又表露着山西汉子为爱改变生活的美好和坚
定，简朴、纯真却富于诗意。

而遵循导演的创作思路，承担起这爱恋的
又不是小格局、小情怀。从开场的“走西
口”，烽烟四起，古道口上，男男女女挥手作
别；到最后一幕，茫茫大漠，驼队满载着财富
归来，场面浩浩荡荡……这对青年的个体命运
被置于“晋商的成长与辉煌”这一壮丽的背景
下，跌宕起伏间，犹显清丽凄婉。

围绕这份爱情，全剧还设置了五段难度极
高的双人舞——— 《告别》《偷回》《梦寻》
《回归》《诀别》。其间，更以男主人公的
膝、背、肩为支点呈现多种独特的托举最富特
色。借此，女主人公的肢体得以延展、释放，
由此传递出的真情，炙热大胆，更格外的飘逸
灵动、浪漫迷人。

“双人舞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讲也决定着一
部舞剧的成功，所以我这次在双人舞里边，编
创了高把位托举。高把位托举是什么？男演员
站着要把女演员举过头顶。当他举过头顶时，
男演员一定是坐着的，男演员坐在地上要把女
演员举过头顶，像这样的造型，别的舞剧没有
用过。”张继钢这样说。

王菁华说，“张导很喜欢在这种‘限制’
中作变化发展，从中寻找一些规律。第一场的
膝关节托举与第二、三场都不同，情绪不同技
巧也不同，都作了细节的处理，每一次表达的
情感都是不一样的。是快乐的、责问的还是缠
绵的？这种‘情真意切’只能由观众细细品
味。”

在11月8日当晚的演出中，赢得掌声最多
的，也恰是这五段双人舞。在《梦回》一段，
月上高楼，小伙计思念着心上人酸枣，回忆着
酸枣树丛里私定终身的幸福情景，在声、光、
电的作用下，台上的酸枣林朦胧、梦幻，一对
恋人穿梭其间翩然起舞，引得台下赞叹声连
连。还有《诀别》一段，管家把投毒之事告知
后，酸枣变疯，功成名就的小伙计为了唤醒恋
人却误食毒枣，酸枣此刻方如梦初醒，但已无
力回天，裹挟着二人痛断肝肠的“呐喊”，舞
台上的狂风卷起滚滚黄沙，霎时间又让观众将
那股悲苦咀嚼得彻底，生出几声叹息……

舞之蹈之 三晋风情

“从大幕拉开的那一刻起，剧中浓郁的
‘山西味道’就扑面而来。那面反复出现的厚
重的青墙，就是晋商大院最具标志性的符
号。”演出那天，坐在记者身旁的是位山西籍
的女大学生沈小群，她激动又欣喜地表示，剧
中对山西当地文化元素的有致呈现，对晋商好
学、勤勉、拼搏精神的弘扬，“一下子勾起了
自己心底浓浓的乡情，久久挥之不去”。

这就是在三晋大地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
的酸枣。用王菁华的话说，“全剧自然流淌着
山西的血液”。“《一把酸枣》的创作就是考
虑了地域特色，因为这样风格的独特性容易
‘出挑’，在创作艺术方面就会让人感到新
鲜，能够树立剧目独特的地域定位。”

比如，剧名和女主人公都叫“酸枣”，取
自山西极为常见的一种野生干果，隐喻全剧表
达的正是山西人自然朴实的生活状态。又比
如，剧中的舞美——— 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将
殷家大院里的吻兽瓦顶衬得壮观气派；“汇通
天下”的巨幅匾额下，伙计们为合计账目，把
算珠拨弄得噼啪作响，清脆地叫醒了所有人的
耳朵；还有门口一对威严的石狮子，殷家大宅
里静谧非常的佛龛……这无一不是攫取了最典
型的山西历史文化元素，在虚实间，营造出地
域特色极为鲜明的晋商人家的生活氛围。

“我们在第一场快结束时的场景设计原本
更漂亮。山西不是有很多砖雕吗，为了呈现这
种‘大院文化’的特色，我们把这个工艺用到
了舞美上，做了一整块的大浮雕，全部镂空，
连上面的小窗户都处理得能透出光影，瓦片上
还挂着‘雪’，可好看了。可仅仅这一个场景
就需要用9米多长的车来装载，巡演条件有限，
所以这次就没有带出来，改成挂幕处理了，质
感完全不一样，效果差别很大。”讲到这，王菁华
不无遗憾。“除此之外，剧里的音乐也大量取材自
山西的民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想亲亲》《看
秧歌》《绣荷包》等，作了变调、改编等处理；服装
上也有不少巧思，大襟儿、瓜皮帽等元素象征着
晋商家业繁荣、兴旺，它们集合在一起，当然
让这部剧‘很山西’。”

而剧中的集体舞，与双人舞穿插推进着情
节，也向观众展开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山西民俗
画卷。《团扇舞》中，一对衣着光鲜的富家
女，轻拾脚步慢慢前行，举手投足间，轻挥纨
扇、摇曳生姿，流露几多活泼、娇嗔；《伞头
秧歌舞》气氛热烈，朵朵伞花在民间男艺人们
形成的庞大方阵间不断飞动，如火的热情汇聚

成一股对土地与生活的炽烈情感，在笑闹中得
以肆意挥洒……“那是殷家傻少爷生日喜宴中
的两段群舞。山西就有这种旧风俗，谁家有个
什么喜事儿，大家伙儿都凑个热闹，剧中这些
富家女也是这样，她们很高兴地想出来观看、
去参与，在这里也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民间
艺人们是赶去在门前献艺的，向主家讨些赏
钱。这其中，团扇舞还演绎出了小脚女人的典
雅，也是对旧时代里一个特有文化现象的真实
反映，伞头秧歌舞就是来源于山西的秧歌舞
种，也是对本土艺术的一种提炼。”

《算盘舞》《营业舞》则表现了商人生活
的层面。对此，张继钢在情节上着力突出的是
晋商诚信、好学、努力奋斗的特点。他曾解析
道：“我们所看到的算盘舞，看到的是那种算
账的精细。首先看到了大户人家的账房，不是
一个算盘，那是一群算盘。接着我们还可以看
到，有一位账房先生在查账，又看到他们偶然
算错一分一毫的账的时候的那种慌乱、吃惊，
那种不好交代，是他们的账少了几千几万吗？
不是，他们一分都不能少，一分一厘都不能
差，这就是晋商的精神，一丝不苟。”

对于剧中呈现的晋商精神，王菁华也有自
己的理解。“我们在给演员讲戏时也会提到，
《一把酸枣》表达的其实是很普世的价值观。
首先，人要有理想信念。剧的前半部分，酸枣
姑娘鼓励小伙计走出去，一个是要挣钱，更是
要体现生命的价值，要提高，这就树立了一个
理想信念；小伙计学徒时期勤于读书的情节，
就是告诉大家‘要去学习’，而这个机会在剧
中并不是均等的，小伙计只能在给别人端茶倒
水中‘偷师’，又说明这个过程中只要你‘用
心’、爱学，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到了小伙计
拿着鸡毛掸子跳起的三人舞，其实还有这些学
徒互相较量的那个劲儿存在；这一场最后众人
慌忙算账那一段，小伙计主动表现自己，让师
傅知道自己会做、能做好，便把自己成功推销
了出去……这种精神到了现在也值得提倡，学
习、提高、创新、大胆地表现自己、把握机
会，就有更多成功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核
心的思想存在——— 把握自己的情感。酸枣为什
么疯了，是因为她脆弱、不够坚强。也许她坚
强起来勇敢去寻找小伙计，那么最后就是另一
种结局。我们也想让大家从剧里面产生正能量
的思考。”

亦雕亦琢 艺术酸枣

“是黄河的水、华北的风、河东的文化滋
育和教养了我，我当然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
情。我感觉我的家乡山西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像一块宝藏一样灿烂辉煌的地方。”张继钢是
山西榆次人，故土的山山水水不断激发着他的
艺术才情。

“我觉得张导对《一把酸枣》倾注心血是
最多的。他把《一把酸枣》视为自己的孩
子。”作为张继钢的同学、曾经的同事，华晋
舞剧团副团长郭郡对此深有感触。“我们在上
一场演出的时候，张继钢正好带着他的另外一
个剧也来了，听说我们在演，直接奔过来，在
开演之前站在台口，拿起麦克风继续为这个剧
鼓劲加油。”

创作《一把酸枣》时，剧本前前后后就改
了20余稿，音乐创作长达一年之久，舞美制图
有600多张，舞剧的排练更是精益求精，容不得
一点含糊。“在不少舞蹈团，总导演只是表明
创意，剧团你去排就可以了。而在《一把酸
枣》里，每一个动作应该怎么做，都是他亲力
亲为。”郭郡说。

回忆起创排该剧时的情境，王菁华则告诉
记者，她从张继钢那里学到了“艺术规矩”。
“他特别严谨，对演员提的要求细致入微。在
排练中我有时候觉得他不像是一个舞蹈编导，
而像是一个雕塑家，不断地抠细一个造型，这
里多点儿，那里少点儿，情感上应该怎么
做……而且，他的要求不光是在舞蹈动作上，
还包括对主创融合的要求，包括对舞台的灯
光、舞美呈现，每一个环节都在他的眼睛
里。”

此外，张继钢在创作这部剧时，还提出
“要有中国气派，要有国际的水准”。源于
此，《一把酸枣》讲求了创新与融合。王菁华
给记者举例，“第四幕成婚一场中呈现的‘盘
鼓舞’，那不是常规的打鼓模式，是人藏在大
鼓中，鼓面上不出现人，舞者的手从鼓中挣脱

出来，让观众还是能感觉到人在‘打鼓’。这
是艺术创作上的一种‘逆反思维’，驱使人们
去展开想象，很艺术地把酸枣的挣扎和压抑的
情绪宣泄了出来。最后一幕，一望无际的驼队
满载着财富归来，象征着小伙计成就大业。而
驼队舞装分成金色、银色、本色、瓷色，还作
了拟物化的处理。我记得一位台湾的专家看后
认为，整台舞剧的风格很统一，但驼队的部分
有点‘穿越’，虽然仍在他的接受范围内，但
觉得与前面风格差别很大。张导在之前的专题
片里提到过这个细节，这样做意在用浩浩荡荡
的驼队去衬托他的财富，用单一的元素在贯穿
这一场始终，从而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你
看其中的变化，从背箱子的骆驼、到背瓷瓶的
骆驼，到背金元宝的、布匹的；还有人数上，
男的女的，越来越多……最后，一整个队伍全
都出来了，这就制造出一种撼动人心的场
面。”

在王菁华看来，张继钢“在艺术上是真下
功夫的”。“前一段时间看他的艺术手记，还
能看出他在创作中的纠结、思考，往前走点儿
啊、还是往后退，迈得远点儿还是近点儿……
品他的作品时，你能发现，虽然有相似，但是
绝对不重复。因为，张导有他自己的风格，别
人无法轻易撼动。”

酸枣情深 愈演愈新

已成经典的《一把酸枣》站在舞台上已有
12年。在这期间，并没做过大的调整。“上回
演出时，张继钢就说，对于《一把酸枣》，他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传承’，怎么能让它不走
样、不懈怠、不遗漏任何细节，能够长久‘保
鲜’。”郭郡告诉记者，所以到现在，他们在
排练中发现一些问题时，还会把最原版的视频
翻出来对照，看看那时候是怎样做的，赶紧改
正过来。”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华晋舞剧团是因《一把
酸枣》而创立的，在创排艺术作品的同时还承
担着教学任务。《一把酸枣》里，就启用了大
批的学生参与其中，也因此培养了大批的舞蹈
人才。“这些年，每换一批演员，老师们就要
‘从零教起’，不厌其烦，不停地重复每个细
节，要把导演的初衷一丝不落的呈现出来。有
的孩子刚来到学校加入团队后，没想到我们几
乎没有休息日，也几乎没有享受过寒暑假，早
上练早功，五点钟就得起床，晚上经常加班练
习到很晚，甚至哭着跑来找我说要退学。”郭
郡说。

“然而不管走过多少学生，换过多少队
伍，遇到什么台口，我们整个团队都坚持了下
来，从未有所松懈。演到今天近千场，有些人
可能看出来，在节奏啊等地方能看到规规矩矩
的模式，包括舞台上的布景都有十几年前的影
子，但并没有觉得它落伍了。因为艺术品质是
不会落伍的。”王菁华说，小伙计扮演者任中
杰从2004年起就参加演出，已经演出了500多场
的小伙计，都演成了老伙计，而女主演杜月姣
也已经是第九颗“枣”了，两位演员的每场演
出都非常走心，这一点难能可贵。

为了让这把酸枣“保鲜”，华晋舞蹈团承
担了巨大的压力。如今，50余名演员演出这一部

《一把酸枣》，一个剧有若干个舞蹈的段落，甚至
需要一个人去演七八个甚至是十一个舞段。在舞
台装置方面，院团也设计了很多的版本，能够根
据舞台的大小来放大或缩小装置与道具。在他们
自己看来，这叫做“适者生存”。

“人并不是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干的事情有
多了不起。这么多年下来做这部剧，是什么在
支撑着，还是理想信念。坚持住，只要发生了
问题，就想着怎么改、怎么做，就会一步一个
脚印地踏实前行。在过程中，当我们投入心
血，大家都在这里共同打造、慢慢磨合时，自
身也是在不断提高。”讲到这，王菁华有些动
情，“如今，我们回看一些小视频时，总会很
感动，比如下着大雨时舞美在卸台，演员们都
去帮忙，一些女孩子都冒雨赶过去了。这都是
奋斗的过程，更是一种情感。就像一把酸枣说
了那么多，最后的问题还是情感。”

舞蹈《千手观音》让人们认识了知名舞蹈编导张继钢。舞剧《一把酸枣》则是他倾尽心血的又一力作。自2004年首演以
来，该剧累计演出近千场次，早已获奖无数、蜚声海内外。11月8日晚，这把酸枣又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捧出”，将朴实瑰
丽的“民俗之美”与情侣生死相恋的“悲剧之美”糅合在一起，酿就了耐人回味的“山西味道”。

《一把酸枣》：晋人捧出的精神美餐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任思雨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美国大选后首见记者
奥巴马承认受挫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大选后首次见记者，对
党内同仁希拉里落败，
承认有一个原因就是她
没能像特朗普一样激发
支持者的热情。

只因长得像特朗普
瑞典明星大厨挨揍

日前，瑞典大厨兼
电视明星安德斯 .文德
尔在一家快餐店前遭到
几个人的攻击，原因是
他长得像特朗普。

这只猪每天
把自己当成狗

图中这只叫Olive的悉
尼小猪看上去并没什么特
别，但它的行为完全和小
狗没有区别。它的主人表
示，Olive和她家的小狗们
一同玩耍一同睡觉。它大
概觉得自己就是只小狗。

不顾女儿安危！
母亲家中散养狮子老虎

奇葩女子Trisha Meyer在家中散养
老虎，美洲狮，狐狸等极具攻击性的
动物，这些狮子老虎经常会在家中肆
无忌惮地散步。日前她遭到了警方的
逮捕，其原因是她这种散养危险动物
的方式严重影响了自己女儿的生命安
全。

美丽善良的酸枣与勤劳聪明的小伙计真挚相爱，用一把酸枣私定终身，……茫茫西口古道
上，一对生死恋人的千古绝唱不断回响。

舞剧《一把酸枣》，呈现三晋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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