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宫夜宴》火了一直默默
无闻的唐乐舞俑。而近年来，
包括《国家宝藏》等创意文化节
目，也让一度冷清的博物馆成
为观众的热门打卡地，就连冷
门的考古学也备受关注，各大
博物馆根据馆藏文物打造的文
创产品销量十分可观。

洛阳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黄
超介绍，春节期间，不少观众专
程到洛阳博物馆参观陶俑，一些
古装爱好者着唐装、汉服实地打
卡，甚至带动了博物馆根据唐俑
开发的胸针文创产品销量。

在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看来，《唐宫夜宴》真正做到了
让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文物

“活”起来，让乐舞俑、乐舞图像
跳起来、唱起来，把文物背后的
文化魅力、人文情怀和艺术神韵
真真切切地传播到了社会公众心
中，并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史家珍看来，这些积极的
变化均源于让文物“活”起来，
让历史“活”起来。

“中华悠久的历史，不应该
是教科书里的那几行文字，它
们是鲜活的，有情感的，甚至是
有温度的，对传统文化艺术性
地呈现，能拉近当代人与历史的
距离。”史家珍表示，《唐宫夜宴》
舞蹈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是因为
它既传承了历史，也有了当代的
创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一支舞蹈，让沉寂 1500 多
年的唐乐舞俑“复活”，带领今
人去领略那个开放、包容、自信
的大唐。

如果有一条时光隧道可以
重回千年前的大唐，现代人又会
如何向他们讲述今天的故事？

综合《人民日报》、中新社
微信公众号、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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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唐朝小姐姐”的一场夜宴
演绎出国风国潮之美

《唐宫夜宴》由
郑州歌舞剧院创
排，在这个节目中，
14名年轻舞者扮成
丰腴的唐宫乐伎，
好像从古画里走出
来一样，表情娇憨，
异乎寻常。节目展
示了唐朝少女们从
准备、整理妆容到
夜宴演奏的过程。

唐代周昉绘制的《簪花仕女图》（局部）。

脸上的妆容宛如复制粘贴古画，衣
袂飘飘，胖胖的身体随着音乐节奏灵活
扭动……今年春节，一群“唐朝胖妞儿”
从博物馆里“复活”，凭借一支舞蹈火遍
网络。扮演成唐俑的舞蹈演员们宛如从
古画中走出。这支舞蹈就是2021河南
春晚突然“出圈”的节目《唐宫夜宴》。

在节目中，为了体现丰腴的唐俑形
象，演员们穿着塞海绵的连体衣，嘴里含
着棉花，她们时而嬉笑打闹，时而梳妆打
扮……当场景切换到正式的宫廷表演
时，她们的舞姿又不失大气恢弘，将盛唐
时期的文化风貌尽情展现，网友们看完
后啧啧称赞：“太惊艳了”“这是骨子里的
文化自信”。

这群被网友称为“神仙小姐姐”的
“唐朝胖妞儿”是如何诞生的？又为什
么会被网友喜爱？来听听“复活”她们
的人怎么说。

在郑州歌舞剧院舞蹈编导、《唐宫
夜宴》主创陈琳看来，以舞蹈为职业的
自己和 1500 多年前的唐乐舞俑是同
行，“只不过她们是舞给帝王将相看，而
我们的舞蹈是奉献给人民群众”。

从四岁就开始习舞的陈琳十分喜
爱中国历史文化。她认为自己和唐乐
舞俑是同行，尽管相隔 1500 多年，“但
艺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当我透过
博物馆里的玻璃罩看她们的时候，就像
是在和1500年前的前辈们对话”。

陈琳和团队成员每年都会到博物馆
采风。当在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看到
生动的唐乐舞俑后，她开始思考：如果舞
蹈能赋予唐乐舞俑灵魂，她们会带领现代
人看到一个怎样的大唐？“‘复活’躺在博
物馆里的唐俑。”抱着这个想法，陈琳团队
开始了古典舞《唐宫夜宴》的创作。

为最大程度还原唐俑的真实形态，
从妆容、服饰到仪态、道具，陈琳团队对
唐俑文物及古画进行了大量研究。唐
人以胖为美，而现代舞蹈演员都很纤
瘦。如何让演员们丰腴圆润起来，成为
陈琳团队面对的一大难题。

现代舞蹈演员都很纤瘦，身上可以
通过穿海绵假体衣变得丰腴圆润起来，
但如何让脸也跟着“胖”起来？“最初我
们考虑在脸上贴片，但太耗时，就放弃
了。”陈琳回忆，为解决这个难题，团队
可没少费脑筋做实验。

有一次在化妆师家里做“让脸鼓起
来”的实验，中间休息时，化妆师邀请她品
尝新疆葡萄。“葡萄很甜，我就一连吃了好
几颗，嘴巴都塞满了，当时一下子就来灵
感了。赶紧跑到镜子前一看，我的脸鼓起
来了。”陈琳讲到这一有趣的过程时，仍能
让记者感受到她当时灵感一现的激动。

“但葡萄是立体的，让脸型圆润度
不够。在化妆师建议下，我们把湿纸巾
折叠后塞进嘴里尝试，脸型就呈现出了
自然的圆润效果。”

最终，团队选择在嘴里塞医用脱脂棉
球来让演员们的脸完美地“胖”起来，又用
海绵假体衣让身体“胖”起来。就这样，身
着唐三彩色样纱衣、脸画风靡唐代的“斜
红”妆容，胖胖的唐乐舞俑“复活”了。

《唐宫夜宴》并不是为2021河南春晚
专门创作的节目，也不是首次演出。被选
中登陆春晚，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表示，
除了这支舞蹈的诙谐喜感符合春晚喜庆、
温暖、好看的定调外，主要还是基于一个
大胆的判断——年轻人未必不喜欢传统
文化，“只是看用何种方式去呈现”。

“《唐宫夜宴》中胖胖的乐舞俑们会嬉
闹、会嗔怒、会搞怪，俏皮可爱的形象诙谐
幽默，打破了传统舞蹈在观众心中唯美、
抒情的固有印象。”在陈雷看来，这支舞蹈
本身就具备创新的要素。

“唐朝胖妞儿”火爆全网，好评如潮，陈雷
意料之外总结了5个字——“方向找对了”。

传统就是古板？传统文化就是老一
套？错！关键是用什么表现形式才能紧
跟时代步伐，被受众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
年轻人接受。

“我们立足互联网思维，运用融媒体
手段呈现，事实证明，路子是对的。”陈雷
说，节目组在打造《唐宫夜宴》时，特别融
入了三样东西——国宝、国风、国潮。国
宝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莲鹤方壶、妇
好鸮尊、贾湖骨笛，国风有《千里江山图》

《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富丽堂皇的唐
朝宫殿、动漫的空间设置等则代表了国
潮。“复活”的唐朝少女穿过博物馆，越过
彩墨渲染的山岭，来到金鱼飞在空中的宫
殿，这场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之旅华
美得像一场梦境。

如果说这些重磅的传统文化元素是
“锦上添花”，那么博物馆里乐舞俑的“复

活”无疑是这场舞蹈的精神内核。现代声
光影像技术的加持，舞蹈演员扮演的唐俑
宛如从博物馆中复活。

“唐代小姐姐的服饰、律动，接近于文创
版的唐朝宫殿，动漫的空间设置，完全是现
代人想象中的美好样子，这其实代表的是国
潮。”陈雷认为，万物皆可融，用新技术、新手
段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出迎
合时代的作品，是一定能够被时代接受的。

“没想到网友的接受度这么高。”在接
受采访时，陈琳和陈雷表达了同样的意
外，但又觉得在意料之中，“让历史‘活’起
来，才能和时代产生共鸣。我们‘复活’了
历史人物，带给观众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自然能引发观众共鸣。”

“唐朝孩子们的性情，和现在一样一
样的。”作为一名资深电视观众，网友“菲
菲”评价说，看《唐宫夜宴》里的“小姐姐”，
就像身边淘气的小女孩一样，一举一动都
和这个时代相通。

“这就是‘活’的力量。”陈雷认为，新
时代我们需用新的表达方式，才能让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绵不断。

新技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创新助推文物“活”起来

“复活”躺在博物馆里的唐俑 这个春节，《唐宫夜宴》火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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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骨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