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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一种诗意的舞蹈语言

在沈伟看来，“这部戏不仅是对传

统的再现，更是将艺术理念推向新领域

的尝试。”于是，他从苏轼3000多首诗

词中提取了《浣溪沙》《念奴娇·赤壁怀

古》《江城子》《水调歌头》《望江南·超

然台作》《定风波》等代表人生态度的

篇章，并融入苏东坡画作《潇湘竹石

图》等，追忆东坡留存于世的多面人生

底色。

除了总导演、编舞、编剧，沈伟还是

视觉总监、舞美设计、服装设计、造型设

计，“它不仅仅是宋代的表现，还展现了

现代美学感受、质感和自然语境。观众

可以通过观看舞蹈、音乐、灯光、服装、

布景等方面的呈现来感受这种现代

性。”他希望“通过东坡的诗词与舞蹈艺

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

发展添上有价值的一笔”。

舞台上，一众舞者精湛的舞蹈表演

和极致的身体控制力，也收获了不少好

评。有观众点赞：“既有现代感，又不失

古典韵味，动作行云流水，柔美而富有

力量，当我们与东坡神交时，我们亦在

与东坡共舞诗意。”

苏东坡扮演者苏鹏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记者采访时表示：相

比话剧、音乐剧等其他艺术形式，舞蹈

更强调情绪化、情感化、意象化和抽象

化的表达。“我们是现代舞诗剧，现代舞

讲究突破与创新。《诗忆东坡》站在舞蹈

本体的角度，运用了更多更新鲜的表

达，融合了更多元的舞蹈肢体语言，跟

东坡先生的诗词进行了有机的链接。”

在角色塑造方面，“《诗忆东坡》没

有局限于传统的戏剧化描述苏东坡生

平事迹的方式，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典型

诗词及其所传递的文化精神、情感和对

生命的感悟，以及演员对肢体的看法和

形式的创造，表现出一种诗意的舞蹈语

言。”在诠释人物的过程中，苏鹏对苏东

坡的理解也越发深入，“东坡先生是一

种非常可爱的，并且带有一丝内省的，

对事物看法有多样性的状态。”

《诗忆东坡》还呈现了苏东坡与结

发妻子王弗之间的一段跨越生死的心

灵之舞。在王弗的扮演者刘洁看来，

“他们俩的缘分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浪漫

与传奇。”无论是“唤鱼联姻”的千古爱

情佳话，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

隔、却始终难忘的情感，“王弗在苏东坡

心中占据了无法替代的地位。她不仅

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他诗词上的知

己。”舞台上，刘洁用长长的头发蘸墨，

描绘出阴阳两隔的深情与思念。

从东坡诗词中找寻共情

以诗为引、以追忆启幕的《诗忆东

坡》，始终唯美与克制地呈现深沉内敛

的情感与思绪。现场《忆故人》《酒狂》

《阳关三叠》《秋水》《神人畅》等古琴演

奏对古人精神的回溯，以及与《失乐园》

《戏如人生》《江城子》等交响乐互动产

生的空间感，更是让人在历史与现代中

穿梭。该剧排练总监林辰直言：“这台

戏的定位为现代舞，但它不光有舞蹈、

诗歌，还融合了书法、古琴等，这些都是

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种灵动感与对话感，也正是主创

团队所追求的。“《诗忆东坡》最大的特

点是它没有去讲述东坡的历史和人物

故事，而是从他的诗词里面去找他的精

神内核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共鸣、共情

的地方。”林辰希望可以通过舞者的表

演，传递“一种人的生命豁达感和况味

感”，让观众感受到“春夏秋冬的轮替

感”和“不同人生的生命感”。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舞诗剧《诗忆

东坡》还集结了国内外顶尖艺术家团

队：由沈伟与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

长、国家一级编剧、电视剧“飞天奖”评委

郭长虹共同编剧，由国际著名旅法华人作

曲家、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

其钢担任作曲和音乐总监，由2008年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残奥会闭幕式灯光设计萧

丽河担任灯光设计，由中国书法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央视《中国书法大会》学

术嘉宾杨涛担任书法篆刻设计，中央音乐

学院古琴家赵晓霞现场抚琴。

同时，该剧还聘请中国舞蹈家协会

第十一届主席冯双白，四川省文联名誉

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

会长郑晓幸，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张晓

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

震，知名导演、编剧周七月，北京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担任

艺术顾问，分别从舞蹈、书画、文学研究

等文化多方面，为剧目创制保驾护航。

据悉，此次成都站演出之后，《诗忆

东坡》将于12月15日-16日亮相陕西大

剧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据东方演艺集团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

变得更香。”“圆头圆脑圆肚皮，里面是

生命的真谛。”“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挑

战，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都应抛弃偏

见团结起来，在时间的长河中砥砺前

行。”“‘古筝’行动后，人类终于获得了

有关三体文明的珍贵资料。”……

近日，一则关于“《三体》《喜羊羊与

灰太狼》《猪猪侠》等动漫，都来自黑龙

江一个小县城的动漫公司”的新闻，引

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该动漫公司创始

人、黑龙江绥棱县青年动画人王艳松，

揭秘动漫制作幕后故事。

动画制作走向工业化是必然

王艳松介绍，动漫公司成立于2020

年，目前员工70余人，主要承制动漫项

目，包括设计、制作、后期渲染等。“像动

画《三体》这个项目，我们主要负责后期

灯光渲染、角色特效等制作环节，从第

一集到大结局，跟进了一年多的时间。

大热的动画《灵笼》，我们也参与其中。”

王艳松还特别强调，“只有众人拾柴，才

能迎来簇簇高焰。一部成功的动漫作

品是众多制作环节共同付出的成果，即

便只是承接部分环节也足以令动漫人

为之骄傲和自豪。”

2023年，是中国动画诞生的第101

年。从单一作品出彩到行业精品持续

产出，从崛起到盛放，中国动画的进步

有目共睹。在王艳松看来，国漫“出圈”

离不开技术升级。“国产动画技术更新

特别快，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精品。尤

其是近几年，关注国漫的观众越来越

多，平台的重视度也显著提高，有了更
多的预算，更多的人才，质量高、精度高
的作品肯定越来越多。”

王艳松见证了国漫从野蛮生长到
工业化发展的转变，他非常赞同国漫制
作走向工业化之路。“动漫的制作过程

复杂，工作量特别庞大，例如我们平时

看的一集动画片可能就十几分钟，但是

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如果按照全流程去

做，一个月可能只能出一集，效率和产

量都不高。所以，动画制作走向工业化

是必然的，既规范又能带来高质量。”

动漫受众不仅只是年轻人

由年轻受众主导的动漫影视市场，

也吸引着众多年轻从业者走进行业。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从小看着动画片长

大的，他们对动画感兴趣，同时也愿意

加入这个行业。”1994年出生的王艳松，

组建团队特别重视年轻化，“我们公司

员工以00后为主，00后员工占80%以

上。”同时他表示，动漫受众不只有年轻

人，“比如番剧类作品偏写实，受众更

广，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观众都喜爱

看，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追各种形式的

动漫，这个行业的前景很光明。”

在求职中，不少人会认为小县城限

制了自身发展，但曾在北京、山东等地

工作过的王艳松并不这么认为：“动漫

行业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地点，只要在有

电、有网的情况下，就能完成作品。交付

作品也是通过网络来回传输的，我们合

作很多年的客户，大多数都没有见过。”

说到这儿，王艳松还算了一笔经济

账：“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这个行

业都算高收入群体。在小地方工作，一

是生活成本低，二是当地政策对于创业

者更友好，像我们公司现在所在的产业

园，政府为我们提供了标准的办公场所

和基础服务设施，真正是‘拎包入住’，

还有专门的部门帮助招工招聘、对外推

广。这使我们有了更多的预算，坚持在

当地创立动漫培训班，为喜欢动漫的小

伙伴提供免费的学习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姜孟欣

融合中西展现东坡意境
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成都上演

12月8日-10日，由中国编舞艺术家沈伟担任总导演，苏鹏、刘洁、曾焕兴、盛浩哲、左思远等主演的现代舞诗剧
《诗忆东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该剧抛却传统叙事，融合诗词、水墨画、书法、篆刻、古琴、戏曲、武术、颜色、装
置艺术等元素，以音、舞、诗、画的综合视听体验，提炼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精粹，带领观众走进一场中西相融的综合
艺术场域，展现千年东坡的意境和心绪。

热门动漫《三体》《灵笼》背后
有一个诞生于小县城的年轻制作团队

《诗忆东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