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舞蹈‘荷花奖’是舞
蹈界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奖’，
是每个舞蹈专业的人梦寐以求
的舞台，或者说连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

对杭磊来说，这是一次意料
之外的收获。2024年春节，他和
同学陈伟科叙旧时，萌生了创作
的念头。前者是舞蹈专业出身又
有编导的经验，后者则在北京长
期从事舞蹈编导工作，两人一拍
即合，说干就干。“既然要做，我
就想能不能立足本土，讲一讲海
安的故事。”由此，利用节假日，
他们走访了海安青墩遗址博物
馆等地，尤其对青墩遗址出土的
玉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顺利
的是，这一题材还得到了海安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领导的认可和支持，于是创
作团队迅速组建，并借助海安市
歌舞剧团场地进行排演。

为了更好地达到舞台效
果，该剧邀请了一批重量级舞
者，包括肖雨、秦熙、高健、黄路
霏等优秀青年舞蹈家，以期通
过精湛的演技，将角色的内心
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

获得情感共鸣。
“其实舞台版和第一版截然不

同。”杭磊坦言，这类题材如何呈
现？他们两人是摸着石头过河。“一
开始我们的设计是在考古者观察研
究的过程中，让文物活起来。但排
演下来发现，很多东西没有交代清
楚，情节缺乏逻辑性。”如何自然地
由实转虚，让文物说话，他们经过了
深思熟虑。最终，他们将考古者置
于工作现场，通过加快手部动作，过
渡到他的臆想空间；与此同时，文物
从舞台两边慢慢地翻滚进来，与之
发生联动。如此既借助考古者勾出
历史，又能反映出考古者的痴迷。

一部精品的打造，不仅体现在
细节之处，还在于整体性的把握。
从选材到设计，每一个环节都需精
心策划，确保每个部分都能和谐统
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直到现在，《青墩玉影》还在优
化。他说：“青墩文化大有文章可
做。我想，在此基础上还能进一步
挖掘，让本地观众深刻感受地方文
化内涵，同时以精品吸引更多人才
走进海安，推
动文艺事业
繁荣发展。”

从舞蹈《青墩玉影》看地方舞台艺术生产近况，海
安这两年收获颇丰。其中，海安杂技团演绎的杂技《逐
梦空天——男女集体爬杆》荣获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
演“优秀节目奖”，并作为精选的11件优秀作品之一，
参加闭幕式文艺晚会；海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创排的小
品《火花》在全国企（行）业歌曲、职工舞蹈、职工曲艺小
品征集展演中荣获“全国职工曲艺小品（情景剧）优秀
作品奖”，全国仅15个作品获此类别殊荣，属江苏省唯
一；在“中华颂”第十四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中，海
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创作的小话剧《一碗面》获“最佳剧
目”（剧目最高奖）“优秀编剧”“优秀导演”等多项大奖；海
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副研究馆员王祥编写的《联抗轶事》
获评“戏剧中国”2023年度小戏小品类最佳剧本……

“总体来看，我们的获奖作品主要集中在小作品
上，特别在音乐、戏剧、舞蹈、杂技等领域比较有优
势，几乎每年都有优秀的群众文艺作品脱颖而出。”
海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海安市文化艺
术中心主任葛志华表示，得益于良好的文艺氛围，广
大文艺工作者活跃在创演一线。

海安的文艺氛围有底蕴，更有新韵。据了解，海
安群众文艺汇演作为本地一项文化品牌活动，已持续
开展了41年；活动集群众之力，每年从基层遴选出70
个左右的节目，让群众畅享文艺成果，感受时代变迁。
此外，一年一度的海安春晚也成为群众文艺创作的平
台，该活动自2018年起已连续举办6年。今年9月，

“沃土恋歌”2024年紫金文化艺术节南通市群众文化
活动专场演出在海安举行；11月，2024年江苏省优秀
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南通市专场）再次落地海安。

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间，海安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发挥指引者、服务者的角色，助推好
的文艺作品走向更大舞台。“一方面，组织艺术名家
面对面指导，以文艺会客厅的形式，培育新人，催生
作品孵化；另一方面，依托本市和市级以上平台及海
安大剧院等阵地，为群众提供展示展演的舞台，让作
品走得更远。”葛志华说。

海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涂
祖凤表示，接下来，《青墩玉影》将继续进行精细打
磨，以备参加其他赛事；同时继续做好文艺创

作，围绕海安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中的典型故事、取得的喜人成绩，

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本报记者杨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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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文艺讲好海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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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终评舞台——

《青墩玉影》让文物“活”起来
近日，海安舞蹈作品《青墩玉影》

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
舞评奖终评舞台，创造南通地区以及全
省县级地区在此奖项上的最好成绩。

该作品由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支
持，海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海安市
歌舞剧团共同打造，以青墩文物挖掘
为题材，将“考古学者”与“出土玉器”
相结合，通过肢体语言，生动展现了玉
器的精美与神秘，体现出考古人对文
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青墩玉影》从启幕到淡出，
不过7分多钟，却表现了一位考
古工作者从挖掘、记录、抢救、修
复、守护、铭记的一生。舞台上，
随着考古者的擦拭轻刷，“玉影”
浮现。6名舞者化身玉器，向着
光源中心聚拢；他们或遗世独立，
或两人成型，或三人同框，以不同
舞姿、动静结合的形式表现玉器
的造型和神韵……

“这是一个关于海安青墩的
故事。”1973年夏，海安青墩遗址
的发现，将江海平原的历史追溯
到了6000年以前，在此出土的大
量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物将彼时
人们的生产生活忠实地记录了下

来。其中发现的玉琮、玉璧、玉环等
玉器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海安
市文化艺术中心舞蹈编导、舞蹈《青
墩玉影》编导杭磊告诉记者：“南通
地区不生产玉，却出土了许多精美
的玉器，说明当时这里已经出现了
文化交流，青墩遗址和其他的史前
文明有所关联。这些信息，如果我
们平时去看，就不会特别留意，但本
着挖掘本土文化的初衷去看，这点
让我深受触动。”

从文物入手，杭磊深入领会到
考古的意义。在他的构想下，故事
以考古工作者的视角展开，带领观
众进入人物的思维世界，感受他与
文物的互动和情感变化。作品中，

阵阵风声传来，舞者逐一倒下并陷
入黑暗，考古者难掩焦急，通过一段
独舞传递痛惜无助之情。这是创作
者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他们的倒
下，可能是岁月流逝被毁坏的，也可
能是受掠夺流失在外的。之后，考
古者又用尽毕生努力，想办法让他
们重见天日。”

“《青墩玉影》是目前极其少见的
现实题材作品，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
中的人完全可以‘活’现在古典舞的
舞台上。”专家如是点评，故事里，文
物保护者将满腔热情倾注在文物上，
当他力不从心的时候，文物仿佛穿越
而来，给予他力量。“这些设计、空间
的穿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古典舞中遇见古今

用心用情打造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