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学成归来，克惹丹夫
调任凉山州群众艺术馆馆长，
1999 年改任凉山州歌舞团团
长，直至 2012 年退休。他从未
放弃创作，佳作色彩缤纷。

在群众艺术馆，群众文化
成为工作之重。他与同事们携
手，将凉山彝族火把节上流行
的彝族选美，搬到了聚光灯照
射的舞台上，创意团队强化了
东方内在含蓄的审美，尊崇彝
族选美的诸多标准，及被选人
的人品。并在民间选美基础
上增加了视觉内容，设计才艺
表演、自我介绍、歌舞表演等，
让观众看到青春的时代风采
和选手的婀娜多姿。已有上千
年历史的古老文化，由此焕发
生机，成为凉山火把节不可或
缺的活动。

还在艺术馆期间，他受邀
与歌舞团同行共同创作了大型
风情歌舞剧《五彩凉山》，要把
凉山彝族的美展示出来。克惹
丹夫担任总体设计，“采用戏剧
结构方式，歌舞服饰为载体。
三个托盘：火把节、彝族年、婚
礼，可以把彝族文化最有代表
性的内容装进去。”每一场戏，
大场面和许多小细节，都在他
脑海中跃动。“纠正以往舞台
上彝族服饰变异太多的倾向，
我要求纹饰简练，贴近生活，保
留民间原有的款式和纹饰，让
观众看到彝族生活的美、节日
的美。”

回到歌舞团后，为促进旅
游文化的发展，他创作了大型
歌舞剧《火·图腾》。“如果说《五
彩凉山》是风情歌舞，那么《火·
图腾》就是舞蹈诗。诗意的表
达 ，浓 缩 的 是 人 生 的 辉 煌 过
程。”他把目光放到人的身上，
刻意把人物刻画得层次清晰、
内容丰满。

2002 年，克惹丹夫创作的
歌舞剧本《月亮部落》成功上
演，并于 2004 年荣获四川省第
九届“五个一工程”戏剧作品
奖。作品讲述了两位亲如兄弟
的男人，带着部族迁徙而来，在
月亮坝上生根、发展。可是，利
益驱使两人反目成仇，剧作者
通过剧中人物直接喊出：要和
睦才能发展！这应当是深藏于
作者心底的肺腑之言吧！

几十年时光一晃而过，勤
于思考、乐于创作的克惹丹夫，
还为我们奉献了歌曲《大凉山》

《美丽西昌是我家》《月亮女儿》
《阿呷拉玛山》，音乐小品《石榴
花开》，电视片《彝族风情》等诸
多好作品。

采访中，克惹丹夫再三强
调，电影、戏剧、歌舞等文艺作
品，不是一个人的成果，每一部
作品的创作，都是集体才华合
力的结果。他非常清醒也非常
谦逊：“我也不是什么家，只能
说什么都想玩一下。”

艺术创作亦如圣途，“看似
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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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九十九
个姑娘的歌声，还
有一个姑娘在等
待；见了九十九个
美丽的寨子，还有
一个寨子在等待
……”一首《留客
歌》，风靡四川凉
山及滇黔彝族地
区。这首原本为
彝族歌舞剧《火·
图腾》创作的谢幕
歌曲，“作曲找人
写过几稿歌词都
不满意”，克惹丹
夫作为编剧，还得
由他自己来完成。
作曲李沧桑要求：
“你就写真情，不要
一句假话。”

此后一周，克
惹丹夫深陷琢磨。

晚饭后喜欢
散步的他，一天傍
晚行走时突然想
起几年前一次采
风的场景。他们
和几位彝族姑娘
一起聊天、唱歌，
坐在他身边的一
个小姑娘害羞地
躲着；你来我往，
气氛慢慢热起来，
歌声此起彼伏。
可是小姑娘想唱
又不敢唱，继续羞
涩地躲着……

这个生活场
景在丹夫心中翻
滚着，即使听过好
多姑娘的歌，还有
好多没有听过的
嘛。这不就是留
客的理由吗？“有
了这句，后来的寨
子那句就跟着出
来了。”回到家拿
出纸笔，他只花了
一小时就写出了
歌词的初稿。

事隔几年之
后，因为有电视剧
要用这首歌做插
曲，两位创作者才
谈起这次合作。

李沧桑称赞：
“你的词写得太好
了，大家喜欢唱。”

克惹丹夫回
复：“是你的曲谱得
好，大家才传唱。”

克惹丹夫：从舞蹈演员转型艺术创作
□文/图 何万敏

美国当地时间 2016 年 11 月 3
日晚，由中国和加拿大合拍，凉山
文广传媒集团、加拿大巨龙海升国
际影业公司联合出品的彝语电影

《我的圣途》，在洛杉矶举办的第12
届中美电影节上精彩亮相。

两天后，这部影片在第十一届
“加拿大中国电影节”上，凭借其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绮丽神秘的民
族元素、揭示人性呼唤和平的故事
内涵，一举夺得最佳导演、最佳人
文精神、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四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这是我
国首部在海外获奖的彝语电影。

克惹丹夫闻讯时，正在赶回家
乡的越野车上。车窗外的景致快
速闪过，他把目光望向远山，苍翠
的绿色在蓝天白云之下愈加饱满。

媒体将这部电影形容为“黑马
影片”。“我认为毕摩是彝族原有的
知识分子，每个民族都需要寻找适
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尤其是知识分
子，会自觉地走上一生寻找的路
……我想通过男主角沙马达也的
寻找来传递这个意思。回望过去，
明白未来，不断在修正自己成长的
方向：你我都有一条圣途。”克惹丹
夫说。

生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身为
彝族的他“有理由不停拷问自己，
阅读历史及现实，展示优质的文化
及美丽风光”。

剧本创作长达10年之久。上
世纪 90 年代他创作了电视剧本

《山神的传人》，获得四川省“诗仙
太白杯”奖，而后拍成3集电视剧，
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数次；电视剧的
播出给予他激励，他相信“还可以
写得更好”。电影剧本一出，导演
张蠡爱不释手。

影片完成后，受邀参加第6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5 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和第64届法国戛纳
国际电影节、第 40 届加拿大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第 73 届意大利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第 21 届韩国
釜山国际电影节等。获得韩国釜
山国际电影节海外影片主竞赛单
元最佳影片奖，中美电影节最佳影
片金天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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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中央民族学院要为凉山培养一批舞
蹈演员，13岁的克惹丹夫陪妹妹去甘洛县普昌
区考试，但妹妹才读小学二年级，他们要招三年
级以上学生。听说要去北京学习，克惹丹夫稚嫩
的心怦怦跳，怯生生问正在收拾考场的老师：“我
可以考一下不？”老师打量一番后说：“好嘛。”

测试内容包括身体柔软度、力度，考节奏、
模仿能力。几天后克惹丹夫得到去县城复试的
通知，复试完就被录取了。他到北京的中央民
院舞蹈班读了5年中专。毕业后被分派到凉山
文工团工作，这一年，他18岁。

小小年纪的他望见后来，“跳舞是吃青春饭
的事业，搞创作才是长久的出路”。

1985年，克惹丹夫考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文
系，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书本上和课堂里。

当年他收到两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是四
川省委党校，二是上海戏剧学院，其时他已经在
凉山州歌舞团搞创作，业务能力亟待提高，他选
择了后者。

考试令他记忆犹新：1984年，国家民委和文
化部联合在上戏办班，培养少数民族编剧人才，
计划在全国招收25名有创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学
生。西南区考点设在成都，专业考试两科，“编
剧”以《强人所难》为题写一个戏剧故事，“戏剧评
论”以所给独幕剧素材撰写两千字专业评论。走
进学校他才意识到走到这一步有多难——上戏
是中国办学最早的戏剧学院，学风以严格出名，
连招生也宁缺毋滥，本班只招收了17人。

克惹丹夫对闯过“三关”印象深刻。第一是
“文字关”。少数民族学员必须熟练掌握汉语
言，“我喜欢把语言文字写得很美、很漂亮，多用
形容词，老师批评在戏剧的描述和台词中，形容
词没有用，要平实、质朴，说人话”；第二是“真实
关”。戏剧的关键是充盈真情实感，不能昧着良
心去粉饰太平、写虚假，少一些脂粉气，多几分
真性情，要从心底为老百姓说话；第三是“毅力
关”。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能轻而易举就成功的，
编剧更没有那么容易，“要像石板下的种子，找
准一条缝，坚韧不拔地钻出来，才能成功”。

在上戏，克惹丹夫喜欢的课程包括编剧、名
作欣赏、戏剧史、美学和戏剧批评。上戏教学方
法新颖，教与学灵活多样，师生互选，每学期换
老师，激发了他极大的学习兴趣。“老师告诉我
们，编剧要靠笔来说话。几千至数万字的作业
文稿，得一星期一稿地完成，几个月后，我的手
指都生出了一层厚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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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途》剧照。（凉山文广传媒供图）

克惹丹夫

电影《我的圣途》深刻展现了和平主题与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