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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五星出东方》“出圈”
舞美设计刘科栋：让珍贵文物“活”起来

今年多家卫视元宵晚会上，舞剧《五星出东方》经典舞段倾倒众生，引发线下舞剧《五星出东方》全国巡演一票难求
的火爆场景。

近年来，一批以文博、文物为创作素材的艺术作品、创意节目横空“出圈”，让文化内涵丰厚的文物穿越时空，活力四射。
锦绣翩跹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就借着新疆和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让

文物“活”了起来，为观众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风采。
5月17日，该剧舞美设计、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舞美设计刘科栋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分享将“躺”在博物馆里的国宝

“搬”上舞台的过程。

打开时空之门
展现西域社会风俗画卷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
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
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
一个规格十分高的墓葬，并出
土了一个织锦护臂。该织锦护
臂由五种颜色组成——白色、
青色、黑色、黄色、赤色。主体
上，有文字、星纹、祥云纹、凤
凰、鸾鸟、麒麟、白虎等，且历经
千年，色彩依旧艳丽如初。织
锦上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
方利中国”，引起国内外高度关
注，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
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由北京演艺集团制作的舞
剧《五星出东方》，就以“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为题材，
讲述了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
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
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从
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
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情
谊的故事。诠释了各族人民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结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的主题。

舞台上，婀娜妩媚的“灯
舞”，端庄大气的“锦绣”，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备受好
评。有豆瓣网友点赞：“戍边的
汉将在精绝古城打开了一幅西
域社会风俗画卷，这是我所见
过的丝路题材中最缤纷绚丽的
舞台呈现，从舞美到音乐到情
节无不体现多元交融，再现了
西域丝路上的古城曾是怎样的
一片乐土。”

为了让“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织锦护臂这样一件参考资
料极其稀少的珍贵文物“活”起
来，同时又传达出历史内涵、文
化内涵、精神内涵，刘科栋和主
创团队亲赴尼雅遗址采风。“刚
开始提出做‘五星出东方’的故
事时，我们想的是从考古这个
角度切入，后来发现难度比较
大。去了现场采风后，就产生
了现在这个故事，既能表达民

族团结的方方面面，又能传递
人们对精绝古城的想象。”

去尼雅遗址采风前，刘科
栋对精绝古城的印象主要来自
电影和小说的描述，“当我们真
正到了塔克拉玛干腹地，看到尼
雅遗址时，发现那里的建筑几
乎所剩无几，只有残断的、风干之
后的木头柱子，‘梁’几乎没有，
佛塔也只剩底座，还有茫茫的沙
漠和一些胡杨林。这个场景，给
了我们很多艺术想象空间。”

之后，刘科栋等人又走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近
距离了解尼雅遗址出土文
物。“我们看到了‘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织锦护臂的文物原
片，了解它的价值，并从中获
得灵感。”站在大漠腹地感受
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
锦护臂所带来的真实的情感
链接，同时又从和田地区考古
史实、当地民情、民族服饰、民
族音乐等方面提炼艺术语汇，
为刘科栋的舞美设计积累了珍
贵的素材，“观众看到的舞剧
《五星出东方》中大量的内容、
舞美，都是通过实地采风产生

出来的时空想象。”

尊重遗址史实
用现代技术构建精绝古城

刘科栋认为，相较于影视、
话剧等艺术形式，舞剧对文物
的表达语汇更为抽象。“但舞美
设计又要遵从舞剧这种抽象表
达的语汇，整个空间的设计不
能太具象。”为了保证舞剧创排
的精益求精，刘科栋做了大量

“自我过滤”，一次次调整创作
方案和风格设定。最终，他在
尊重采风真实感受、尊重遗址
史实的基础上，精简使用元素，
同时运用影像手段，通过冰屏
构建起来的信息，叠加在“梁”
和“柱”之间，以舞剧表演和布
景结合建立起大家对精绝古城
的想象。

“这些形象是由当地考古
挖掘的那些真实的文物构成
的，没有什么杜撰部分。”在刘
科栋看来，引发观众想象的，恰
恰是这些文物呈现的东西，“舞
美设计是以我们看到的或者捕
捉到的信息，构建起来的一个
视觉形象。舞剧的异域魅力满

足了观众对精绝古城的想象，
产生了一种古老与现代的时空
交错感。”

然而，任何作品创作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舞剧《五星出东
方》从最初策划到登台演出，花
了整整两年时间，仅剧本就改
了12稿。在舞美设计方面，刘
科栋希望通过精致、简洁、空灵
的设计传递出更深层的思考，

“我们要以舞台空间的呈现风
格，产生时间和空间的力量与
魅力。要知道什么场景可以
让观众鼓掌，让观众达到感官
满足的同时，也要让舞台空间
跟剧情、跟表达意向融为一
体。戏剧是一个生命体，缺一
不可。”

方寸之间造梦
用新潮手段表述传统内涵

刘科栋的舞美设计作品曾
多次参加中国艺术节、中国戏
剧节，以及众多国际艺术节和
戏剧节，设计剧目多次获得国
家级大奖，包括文华大奖、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五个一工程奖
等，舞台设计获得文华舞美奖、

“荷花奖”最佳舞台设计、话剧
金狮奖等。“我在做设计时总会
思考——如何让当代观众接受
一个属于当代审美的舞台样
式。现在的观众很挑剔，因为
他们可以看到更多国内外优秀
剧目。”

为了设计出符合现代观众
审美要求的视觉作品，刘科栋
常去打卡国内外前沿艺术展、
当代艺术家的装置作品、建筑
等。“大量的关注、积淀，会让你
更好地贴近当下观众的审美需
求，甚至走在前面。”他也常去
研究新技术、新材料的表达，

“舞台的表达跟影视或者别
的艺术门类的表达完全不同，
舞台就是在方寸之间造梦的空
间。创造幻觉只是其中一部
分，大部分则是来源于生活的
感受，但舞台表达又是远离生
活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舞台上
创造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
视觉。”

随着文博热、考古热，“国
潮”风起，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传
统文化的艺术表达，正在巡演
中的舞剧《五星出东方》更是一
票难求。看到这样的现象，刘
科栋笑言：“现在年轻人可以通
过舞剧、音乐剧、综艺节目等艺
术形式拥抱、触摸传统文化，这
是非常好的。用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方式、时尚的手段来将传
统文化传递给年轻观众，我觉
得是功德无量的事儿。”

舞美设计的古今结合，也
让舞台空间透露出一种“新”的
气质。“年轻人喜欢用新潮的手
段来表述传统的东西，但我们
要做的不是迎合，而是多一些
全新的、有想象力的、有前瞻性
的手段，来引导观众接受剧目
所要表达的主题。”刘科栋认
为，“创新是每个剧目的共同追
求，但这种创新不是盲目的创
新，而是在不断自我挑战的同
时，满足观众的审美心理和观
赏习惯，为观众创造一个合理
的充满想象的舞台空间。”

在《五星出东方》中，刘科栋
就采用现代化的“冰屏”技术与
艺术相结合，让观众产生“千年
一日”的时空感。“作为一个艺术
家，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责任感，
只是站在故事本身，把这个故事
讲圆了，是比较初级的责任。更
深刻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艺术的
教化作用，能够引人深思，带动
观众来思考，思考自己的人生，
思考跟社会的关系，来明辨是
非，寻找自己身上人性的弱点，
从而修正自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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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五星出东方》呈现穿越古今的时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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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五星出东方》舞美设
计刘科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