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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从艺44载的中央民族
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穿着皮鞋、西
裤、Polo衫，和一群青年学生跳蒙古族
舞蹈《奔腾》的视频走红网络，让大家感
受到民族舞的魅力。

6月9日晚，由姜铁红编舞、主演的舞
蹈《奔腾不息》亮相河南卫视《2024端午
奇妙游》。节目中，一群怀揣梦想即将探
索外面世界的草原少年，与一群回归草
原的机车“老炮”不期而遇，两代人的故
事交织在一起，书写了时代间深沉而真
挚的情感对话。

当天，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专访时，姜铁红坦言，舞蹈是相通
的，可以跨越时空、山海，连接着每一个
热爱舞蹈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舞蹈
的传承、创新是时代所需。不管是年轻
人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还是老一代对
时尚与美的追求，都是对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的接纳与融合。”

成为《奔腾》第五代领舞

《奔腾》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
著名舞蹈教育家马跃先生创作。这一
作品以蒙古族民间舞蹈动作为基础素
材，展现草原骑手昂扬奋进的精神面
貌，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保留
节目”之一。

于姜铁红而言，1989年考入中央民
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的那一刻，
他就与《奔腾》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
堂课就与《奔腾》相伴，并成为《奔腾》第
五代领舞；年过半百又因《奔腾》火爆网
络，成为把“奔腾”不息的艺术魅力一代
代传承下去的人。

“《奔腾》不仅象征着改革开放时期
人们所追求的精神食粮，也是那个时代
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人奔腾向前，到今天我们一样还在奔
腾着。”姜铁红说，“在传承《奔腾》所蕴含

的昂扬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完善、
创新，以更加丰富、饱满的舞蹈情感，让
更多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此次亮相河南卫视，姜铁红与《奔腾
不息》团队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进
行实景拍摄，呼麦的旋律、马头琴的悠扬
融合于蒙古族舞蹈元素中，让观众仿佛
置身于大草原的豪迈壮阔之中，浸润于
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里。

“马头琴等传统乐器的运用，本身
就是一种传达，声音再美都会有一丝忧
伤在里面，因为追梦的人离家越来越
远，可能此生再难回家，就想通过音乐
送去自己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在姜
铁红看来，用新时代视角演绎《奔腾不
息》，并将传统乐器与现代元素完美融
合，不仅赋予了舞蹈更加鲜明的时代气
息，也展现了对音乐、对舞蹈、对视听艺
术的全新体会。

用肢体语言传承民族文化

姜铁红曾在国家级“桃李杯”“孔雀
杯”“荷花杯”舞蹈比赛中获得多个奖
项，1996年获颁“中国当代青年舞蹈家”
称号。

2023年，55岁的姜铁红在社交平台
深情回顾了四十余载舞蹈生涯，并分享
了年轻时在舞台上的激情四溢：“追了一
路，追到今天，都是回忆，幸福如初。人
生艺舞，不愧时代。”

“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们表现的不仅
是马的精神，更表现的是马背上人的精
神。每跳一次《奔腾》都要有这种初心。”
姜铁红将这份“初心”传承给了他的学
生，“舞蹈不仅要用言语来传承，还要用
肢体来传承，舞蹈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
范榜样，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跳清楚，让
学生看明白。”

谈及如何落实民族舞的传承与创新

时，姜铁红直言：“舞蹈的传承必须建立在
‘传统+创新+老师自身感受’融为一体的
基础上，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一代一代人
对舞蹈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在他眼中，现
在一些舞蹈作品看似是“创新”，其实都是
在“创造”，“传承是不可创造的，传承的东
西要保留它原有的味道、原有的文化，我
们只是丰富它，更加能够让我们用舞蹈的
肢体来体现出民族文化的传承。”

把舞蹈跳出文字的感觉

因跳舞短视频“出圈”的姜铁红，特
别提到了信息时代舞蹈传播与传承的独
特性。“现在音乐可以用数字化信息化来
做，动漫、舞蹈也可以，而且可以把动作
做得非常好。但再怎么信息化，舞蹈的
情感和人物心理的变化，是数字技术做
不到的。”

姜铁红强调《奔腾》是有语言的，“这
个语言不是动作语言和语汇，而是赋予
这个动作的文字语言。再美的动作如果
不赋予情感，或者这个情感不准确，那就
只是一幅画，虽然美，但打动不了人。”

把舞蹈跳出“文字”的感觉，也是姜
铁红《奔腾》引发广大网友共鸣的原因。

“我也年轻过，我年轻时跳舞功利性比较
强，想要的东西比较多，目的性比较强，
就是为了获奖、为了荣誉而战。当我把
这一切都看淡、放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
会跳舞了。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心静的
时候，没有杂念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索取
的时候，心干净了，跳舞才最纯粹。就像
一碗清水，透彻而不浑浊。”

姜铁红期待通过舞蹈艺术传播民族
的精髓、民族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我
觉得民族舞也是时尚的，那种坚毅勇敢、
对生命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都透着中
国人特有的时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王
一理

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深刻变
革，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助力下，
自动驾驶成为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重点
攻坚的核心技术“高地”。现在距离完全
自动驾驶还有多远？提高这项技术的实
用性和安全性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问题
受到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完全自动驾驶尚有难度

根据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标
准，广义的自动驾驶从L0至L5共分为6
个层级。L0只提供预警信息，不介入驾
驶操作。L1和L2还是以驾驶员为主，
称其为辅助驾驶更准确。只有到L3及
以上才算是逐步减少直至摆脱驾驶员干
预的自动驾驶。不过等级越高，实际体
验未必越“先进”。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执行副总裁
王忻说，L3自动驾驶启动时，驾驶员双
手可以脱离方向盘，注意力转移到别的
事情上，但一定要在相应的运行设计域
（ODD）下才可以。博世智能驾控事业
部公关负责人潘嘉汇解释，在实际使用
中，L2自动驾驶的使用范围可能比L3
更广一些，“比如高速和城乡道路上都可
以使用，但这些情况下责任主体还是驾
驶员”。

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技术水平下，汽

车要摆脱驾驶员而完全自动驾驶尚有难
度。蔚来公司创始人李斌表示，当前自
动驾驶仍处于“人车共驾”阶段，“从有这
个技术到真正好用，正在经过这样一个
（过渡）阶段”。

“感觉是让AI帮助我开车，而不是
完全替我开车。”白国龙是一名传统燃
油车用户，他在体验某款车型的自动
驾驶功能后表示，车辆的确能够应对
绝大部分常见路况，但当出现与他预
期不符的路况应对或驾驶动作时，他
会果断接管。汽车行业媒体“电动星
球”负责人欧阳晨说，当前自动驾驶功
能在通过复杂路段时，比如转弯时遇
到过斑马线的大量人流，通行效率依
然比不上驾驶员。

提升安全解放精力

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仍面临一些技
术瓶颈和难点。例如，自动紧急制动
系统（AEB）理论上可以帮助车辆在紧
急情况下自动刹停，避免碰撞。但潘
嘉汇表示，这项功能有相应的触发条
件，“当遇险时驾驶员有转动方向盘的
动作，或车辆行驶在较大的弯道上，或
者车速超过系统定义的阈值等情况
下，AEB都可能无法触发”。此外，行
驶过程中识别并避让突然出现的低

速、静止目标或异形车辆也是业内的
难点之一，“目前很难做到100%识别
避让”。

王忻表示，自动驾驶面对纷繁复杂
的路况，尤其是特殊路况时出现的“边角
案例”，需要准确“推理”出安全的行驶路
径，“这还需要在算法、算力和有效数据
训练三个方面持续精进”。

完全自动驾驶走入现实尚需时日，
但辅助驾驶功能已受到许多消费者的关
注。“解放精力、减少事故，这些都是智能
（辅助）驾驶给我们用户带来的利益。”李
斌说，就蔚来目前的产品而言，人车共驾
与单独由人开车相比，安全性已提高
6.26倍，且这方面表现还在提升。在开
启辅助驾驶时，驾驶员也不必一直踩加
速踏板或者随时准备刹车，这样可以解
放许多精力。

“人车共驾和自己开车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看着开车，一个是盯着开车。”王
忻解释说，车辆搭载的各类传感器相当
于多了好多双眼睛帮驾驶员看路，出现
风险时可及时预警。长途出行时，人车
共驾可极大缓解驾驶员的疲劳。

不过李斌也认为，消费者对辅助驾
驶“有一些陌生，还不知道怎么去适应人
和车一起开，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循
序渐进也是合理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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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艘圆筒型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海葵一号”海上“安家”

中国海油10日发布消息，随着最
后一根锚链锁紧固定，亚洲首艘圆筒型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成
海上安装，在珠江口盆地流花油田精准
就位，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浮体设施
系泊系统安装能力获得新突破，为我国
首个深水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年内投产
奠定基础。

“海葵一号”是集原油生产、存储、
外输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端海洋装备，由
近60万个零部件组成，总重达3.7万
吨，高度接近30层楼，主甲板面积相当
于13个标准篮球场，最大储油量达6万
吨，每天能处理约5600吨原油。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流花油田开
发项目副总经理王火平说，“海葵一
号”采用新型的圆筒结构设计，设计
寿命30年，可连续在海上运行15年
不回坞。

为确保“海葵一号”在波涛汹涌的
大海安稳扎根，项目提前在海底安装了
12套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吸
力锚，并通过 12条由“锚链+中水浮
筒+聚酯缆”构成的系泊锚腿进行连
接，单根锚腿长2570米，破断载荷达
2300吨，相当于1500辆家用小汽车的
重量。这套系泊系统就像安装在海底
的“拴马桩”，将“海葵一号”牢牢固定在
海面上。 据新华社

姜铁红带领学生一起跳《奔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