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 文化开放的敦煌故事

贰 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

叁 不做“落入库房的精品”
壹 就想着把剧做好

一部舞剧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

力，不仅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经久不衰，

还能让人魂牵梦萦？

“贯穿《丝路花雨》始终的，是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和强大的中国精神，以通

俗易懂的文化作品来展现它们，是这

部剧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原因。”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这离

不开老一辈敦煌学者强有力的支撑

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坚持不懈

的努力。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下，能否

找到一条更好走向市场的路径，让更

多观众领略舞剧之美？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杨建军说，

目前以真人演出的舞台剧目发展整体

面临困境，往往需要通过专项基金来

扶持；院团要注重剧目本身的改进提

升，还要注意在经营方面引入有经验

的专业团队做好市场推广，绝不能固

步自封。

他建议，《丝路花雨》下一步的发

展，首先要以舞台故事内容为核心，用

剧目的故事资源、演员资源、道具资

源进行相关衍生开发。剧目 IP 可与

其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 IP 如长

城、黄河等叠合使用。此外，数字赋能

的步子要大一些，通过高科技数字技

术从灯光、舞美、音效等多方面提升舞

台艺术表现力，丰富观众的视听体验。

让《丝路花雨》长盛不衰，让敦煌

文化源远流长，不仅限于剧目本身的

提升、打造，还在于“莫高精神”的传

承、敦煌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接续。

“我们不能只站在本土文化的立

场，要站在文化开放的立场上讲敦煌故

事、中国故事。也不能只讲给国内受众

听，而是要讲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听，讲给全世界听。”兰州大学文学院教

授、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岚嘉

说，甘肃一直主张在文学创作上打地域

优势牌，敦煌无疑是最佳选择，面对敦

煌这个大命题，需要集合历史、文化、经

济、市场、营销、技术等多领域的专家学

者群策群力。

《丝路花雨》源自敦煌壁画，学术

研究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创作也

促使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自汉唐以来，敦煌便是古丝绸之

路重要的咽喉重镇，是古代中外文化

交流、融合、汇聚的窗口，这决定了敦

煌是世界的，必须立足全球视野，以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态度展

开学术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

炳林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已走在

世界前列，但对于博大精深的敦煌文

化来说，还处于研究的基础阶段，《丝

路花雨》的持久传播、传承也对敦煌学

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更潜心

地深入钻研、揭示更多的历史，才能为

文艺创作、文化传播、传承提供新的营

养品。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是 永 恒 的 话

题。在受众接受艺术形式更加多元的

当下，人们对《丝路花雨》的期待愈加

强烈。我们需要更多的《丝路花雨》，

需要更多敦煌故事、中国故事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4 月 17 日晚，澳门百老汇剧场内，

驼铃悠扬，舞姿曼妙。继 2006 年后，

《丝路花雨》再度在澳门精彩亮相。

今年年初，结束新疆乌鲁木齐、安

徽合肥的连轴演出，《丝路花雨》于正

月初二到初六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

演，再掀经典舞剧热潮。

“5 场 演 出 1.1 万 余 张 票 全 部 售

出，场场爆满。”甘肃演艺集团演出经

营部部长周文帅说。

剧组返回兰州后安排了 2 月 4 日、

5 日两场演出，因观众反响强烈，2 月

10 日、11 日又增加了两场演出，亦是

一票难求。

“4 场 惠 民 演 出 ，票 房 收 入 60 万

元，刷新了本土剧目在本地惠民演出

的票房纪录。”甘肃演艺集团演出经营

部工作人员苑健说，今年将根据市场

需求安排演出计划。

44 年来，《丝路花雨》肩负使命，

步履未停。

从改革开放中走来，经历文化体

制改革、企业化运作，《丝路花雨》走向

了充满挑战的市场化之路。

有鲜花掌声，也有奋力挣扎——

《丝路花雨》的前行之路并非坦途。

2012 年 4 月 15 日，甘肃省演艺集

团公司揭牌，甘肃省歌舞剧院、省话剧

院等 6 个省直院团归属旗下，实行企

业化管理。这意味着《丝路花雨》从此

开启了以经营主体身份搏击演艺市场

的新征程。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让院团减轻

包袱、轻装上阵、走向市场，但对于院

团领导和演职人员来说，这意味着思

想观念的重大转变。

思想要转变，市场要打开，人才要

培育，怎么办？“演”是唯一出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丝路花

雨》市场反馈不及当年。

“不能让《丝路花雨》成为

落入库房的精品，一定要给精

品注入时代的光泽，时代在改

变，我们就得变。”原甘肃省歌舞

剧院院长陆金龙说，他深知这部

剧的价值，更有深厚的感情，如何让它

传承发展下去是他不变的信念。

陆金龙 1978 年进入甘肃省歌舞

团，经历了《丝路花雨》1978 年至 1979

年的原创排练过程。2002 年末，他再

次回归，成为甘肃省歌舞剧院院长，这

一干就是 16 年。16 年间，他和同事们

进行了 3 次提升复排，在市场化道路

上奋力搏击。

陆金龙说，1979 版《丝路花雨》演

了 29 年，演出场次达 2117 场，演出收

入达 15329 万元；2008 版《丝路花雨》

演了 8 年，至 2016 年演出场次 573 场，

演出收入 7735 万元。

2016 年 ，为 迎 接 首 届 敦 煌 文 博

会，突出“一带一路”精神的 2016 版

《丝路花雨》以更新的高度创排，在敦

煌驻场演出。《丝路花雨》被盘活了！

今年 2 月中旬，兰州演出才落幕，

周文帅就开启了走南闯北的营销征

程。经过 1 个多月的努力，他先后敲

定了天津、北京、上海、深圳、福州、济

南、南京等地的巡演计划。

“目前已经敲定的演出计划是 26

场，计划全年演出 60 场。”周文帅说，

今年营销的最大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

剧院方、演出商采购的合作模式，在深

圳和济南的演出将尝试探索票房分成

合作模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推动

剧目走向新的市场化发展之路。

追赶数字文化流行趋势，让《丝路

花雨》“触”网上“云”，成为必然。

去年 7 月 30 日，《丝路花雨》通过

新甘肃客户端视频号全球首播；此前，

《丝路花雨》剧组参演的《舞千年》在河

南卫视和 B 站同步播出，节目播出后

再掀“敦煌潮”，圈粉过亿网友。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丝路花雨》

的品牌效应，持续推动敦煌舞体系建

设，充分利用敦煌壁画、文献、典籍研

究成果，将文化保护传承与艺术创新

融为一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探索以舞台艺术形式让文物‘活’

起来的路径。”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艺

术处处长张林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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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网红之后

乔文汇

只要你保持

前行，生活的彩

蛋就会在不经意时

出现。这句话用在刘

元杰身上，特别合适。

去年夏天，刘元杰

在一场直播中被网友质

疑其身处的油画般的背

景是后期处理上去的。

为了自证，他将一只桶

丢进身后的河里，反问

网友道：假吗？结果这

一片段爆红网络，还被

众多网友二次创作。刘

元杰由此被称为“背景

太 假 哥 ”，全 网 涨 粉 约

1000万。

突 然 火 起 来 的 刘

元杰，打过工、创过业、

学过平面设计，还写过

网 络 小 说 。 出 生 于 贵

州农村的他，小时候家

里条件差，从小随打工

的 父 母 在 江 苏 生 活 。

虽然只有 25 岁，“背景

太假哥”的经历却十分

丰富，经受的挫折多到

不想说，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不少。

2020 年夏天，再次创业失败的刘元杰从江

苏来到新疆，在库尔勒帮农户直播卖货，顺便散

散心、调整一下状态，没想到一夜蹿红。网友喜

欢刘元杰的努力、率性、真诚、豁达，这意外蹿

红算是挖出了生活的彩蛋。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为每一个人撰写了剧

本，只要你坚持努力和真诚，就会为你埋下彩

蛋。汗与泪交织，滋润着成长，刘元杰经历的所

有曲折和挫折，最后都成为养分，积蓄着能量。

在新疆伊犁，还有一位网名为“新疆之之

哥”的网红，也挖出了生活的彩蛋。“新疆之之

哥”真名叫许洁之，从 2019 年开始在网络平台

发布短视频，推介山水伊犁、大美新疆。去年，

他策划发布了《乘着歌声游伊犁》系列视频作

品，受到网友热捧。

要想线上“狂飙”，线下必付辛劳。这些

年，许洁之跑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积累了大

量的短视频素材。他以“音乐+美景”的方式，

让色彩斑斓的伊犁乘着歌声“驰骋”线上。现

在，活跃的“新疆之之哥”或阅读经典文章，或推

介特色景点，或推广优质产品，或介绍旅游攻

略，收获越来越多的流量与关注。

流量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关注越多，就

要做得更好。在以刘元杰、许洁之为代表的青

年主播群体的努力下，新疆作为短视频素材资

源富矿，正实现从趣味到韵味、从颜值到产值的

转换，大流量澎湃出巨大的正能量。

如今，刘元杰担任尉犁县政协委员、尉犁县

蜂业协会会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媒体协

会副会长，比以前更忙碌了。访农户、选产品、

搞培训、找拍摄地⋯⋯“背景太假哥”说走就走、

说干就干。谈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他觉得没

啥秘诀，就是三个字：使劲干。因为太忙，刘元

杰晚上常常只睡三四个小时。

湛蓝天空下，炽热阳光里，苍茫草原上，漫

天风雪中，在新疆壮美山川加持下，“背景太假

哥”直播带货、助农销售，镜头前的他精神抖擞、

充满活力，即使被蜜蜂蛰伤也毫不在意。香梨、

蜂蜜、枸杞等特色产品，连同他背后的新疆美

景，不断攀上流量新高地。刘元杰定下了 2023

年的“小目标”：带货 1 个亿。

同样忙碌的许洁之则以“伊犁旅游推荐官”

为己任，计划推出“品着美食游伊犁”“赏着民俗

游伊犁”“讲着故事游伊犁”等系列视频，努力讲

好伊犁故事、新疆故事，以短视频助力乡村振

兴，让更多人走进这片辽阔、多彩的土地。

独特的美食和美景，浓郁的民风与民俗，隐

藏的秘境和秘径，让新疆自带流量。短视频和

网络直播是极佳的认识、观察、了解新疆的“窗

口”，如何通过这些方式展现这片辽阔又多彩的

地域，开掘好、利用好新疆这座“富矿”，不同人

有不同的视角，但有品质、有思想、有意义终是

获取流量的密码。“刘元杰”们寻找密码的经历，

便是从一名“菜鸟”成长为有情怀、有能力、有担

当的优秀主播的过程，更是用耐心、实干和坚韧

挖出彩蛋的旅程。

河西走廊深处河西走廊深处，，莫高窟卓然独立莫高窟卓然独立。。
取材于敦煌壁画取材于敦煌壁画，，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初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初，，走过走过 40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演出 38003800 余场余场，，已成为中国本土舞已成为中国本土舞
剧经典代表剧经典代表、、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符号的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符号的《《丝路花丝路花
雨雨》，》，长演长演 4444 年年，，于今年年初再次引爆演出市场于今年年初再次引爆演出市场、、更圈更圈

粉数亿网友粉数亿网友。。
历经风霜雨雪历经风霜雨雪，，这部随时代经历了起伏跌宕的舞这部随时代经历了起伏跌宕的舞

剧剧，，以其独特的形式讲述着这条独一无二的和平之以其独特的形式讲述着这条独一无二的和平之
路路、、繁荣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古老文明之路上古老
而生动的故事而生动的故事。。

2023 年 2 月 10 日晚 8 时，甘肃

兰州黄河剧院内座无虚席。

苍茫大漠、琵琶伎乐、捧花飞

天⋯⋯曼妙深沉的古乐声中，大

型 民 族 舞 剧《丝 路 花 雨》大 幕

轻启。

三危山下，烟云缭绕中，千手

观音营造出唯美画境。茫茫戈壁

驼铃声声，通联欧亚的丝绸之路

画卷徐徐展开。

一个发生在盛唐时期古丝绸

之路上的故事缓缓铺陈：敦煌画

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救起被困

沙漠的波斯商人伊努斯，后遇强

盗父女离散，伊努斯出手相助，一

幕幕悲欢离合、友人生死相助的

感人故事引人入胜。

精美绝伦的舞姿、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带领观众穿越历史

烽烟走进盛唐、走进丝绸之路，通

过舞剧切身体悟古丝绸之路上中

外友好往来、中国开放包容的生

动寓意。

时光回到 1977 年。

甘 肃 省 歌 舞 团 在 彩 排 新 剧

《骄杨颂》，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的陈舜瑶提出建议，将甘

肃的文艺创造聚焦于世界著名的

艺术宝库敦煌。

“1977 年开始酝酿剧本，当时

定的就是丝绸之路、友谊之路，世

界人民友好这一主题。”已 81 岁高

龄的 1979 版《丝路花雨》编导、甘

肃省文联原副主席、甘肃敦煌艺

术剧院原院长许琪说。

甘肃省歌舞团接到甘肃省委

宣传部编排以敦煌为题材的舞剧

的任务后，编导刘少雄、张强、朱

江、许琪、晏建中等人，记不清有

多少次从兰州前往敦煌，看洞窟

壁画、听讲座、读书、临摹壁画、探

讨研究舞姿。

莫高窟历代营建的 735 个洞

窟中，保存着各个朝代壁画和彩

塑 的 洞 窟 就 有 492 个 ，要 从 2400

多 身 彩 塑 、4.5 万 多 平 方 米 壁 画

中 寻 找 灵 感 和 舞 姿 如 同 大 海

捞针。

创 作 组 人 员 白 天 进 窟 看 壁

画，夜晚坐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

临摹舞姿。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1978 年 1 月

底，赶在农历新年前，创作组拿出

了 剧 本 初 稿 ，定 名 为《敦 煌 曲》。

但实际编排中，《敦煌曲》因剧本

结构年代跨度太大，主题、人物、

事件无法贯穿而遇阻。

“搞了一年多，没有留下来，

自己推翻了，勇敢地割舍！”许琪

说，1978 年 9 月，创作组停止了对

《敦煌曲》的各种小改小动，彻底

放下了之前的编排，开始重新构

思剧本。

1979 年 10 月 1 日，历时 3 年创

排的《丝路花雨》，作为全国调演的

137台节目中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

堂全本演出的剧目，获得成功。

1982 年，《丝路花雨》走出国

门，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米兰斯

卡拉歌剧院演出的团体。出访交

流巡演的序幕自此拉开，《丝路花

雨》的足迹遍布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登上肯尼迪艺术中心、林肯艺

术中心等顶尖艺术殿堂，深受海

内外观众喜爱。

求精，是《丝路花雨》经久不

衰的制胜密码。在每一代人身上

都能看到精益求精的影子。

“这戏改了多少版、去了多少

趟敦煌是说不清的。当时根本没

想着能成功，就想着怎么把剧做

好。”许琪说，《丝路花雨》的创作

是质朴的，就是在学习中不断反

思自己、否定自己，虚心改进。每

次演完编导都要开会，每个编导

都要提出具体演员的动作、舞姿

有没有不到位的情况，除了自己

找问题，还要让外人提意见，把这

些意见刻印出来，打成条，贴在墙

上分析，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

喜迎北京奥运会，2008 版《丝

路花雨》创演；2016 年再次改版提

升，成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开幕演出重点剧目；

2021 年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工程重点扶持作品“百年百部”传统

精品复排项目。“中国舞剧的里程

碑”“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丝

路花雨》引来众多赞誉，“敦煌

舞”艺术流派由此开创。

“敦煌舞不是简单的扭腰出

胯，敦煌壁画中的舞姿原本就是

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独特

舞姿，在与历史的对话和人物的共

情中变成舞蹈语汇。”许琪说，《丝路

花雨》不是简单地对敦煌壁画的片

段性模仿，融入历史和情感的创作

后，它成为全新的舞蹈体系，这

一创造性的发展，是当代

人对历史的反顾。

2023 年 2 月 10 日晚 7 时许，兰

州观众陈庚手持两张《丝路花雨》

演 出 票 ，和 女 儿 匆 匆 赶 赴 黄 河

剧院。

37 年前，9 岁的陈庚跟着母亲

在甘肃武威观看了《丝路花雨》。

今年 2 月 5 日，看到《丝路花雨》兰

州演出信息的他非常激动，却发

现票已售空。陈庚到处打电话、

找朋友，历经周折终于得以偿愿。

看完这场演出的陈庚意犹未

尽。得知有加演后，带孩子接连

观看了后两场演出。

“《丝路花雨》在我心里播下了

善的种子，37 年后我带着孩子来

看，就是一种传递。”陈庚说，再次

重温，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经典

的力量，他希望更多人

能走进剧院，享

受舞剧

之美，感受丝路友谊。

对剧目有深厚感情的不止观

众，还有演职人员。

今年 88 岁高龄的第一代神笔

张演员仲明华，自 1979 年初次登

台到 2000 年在上海大剧院最后一

次演出，从 44 岁到 65 岁，演神笔

张 21 年、上千场次。

至今，仲明华还清楚地记得

他在莫高窟展览室里托起那个陶

土画碟时的感受。

当时，他在展览室里看到一

个形似瓦片的画碟，上头还残留

着黑、红、绿 3 种颜料，便请求管理

员让他用手托一下。当画碟和手

接触之后，他感觉一股电流袭遍

全身，感觉自己和画工超越时空

有了心灵感应。

“我感觉像从前辈画工手里

接过了带温度的画碟！他一定和

我一样，有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才有了这样心与心的交流。”仲明

华 说 ，这 种 心 灵 震 撼 终 生 难

忘，至今依旧清晰地存在

脑海里。

仲 明 华 说 ，每 次

登 台 ，化 好

妆 没 扎

胡子

前，他都要到舞台上练 30 分钟功，

确保肢体的灵活度，把最好的一

面呈现给观众。不断揣摩人物思

想和心理的他，走上了学习敦煌

文化的道路。

“每天和每次演出之前的练

功，就是我和神笔张心灵交流的

时间。仲明华就是在按照神笔张

的人生轨迹生活。”仲明华说，他

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握住

演神笔张的机会，探求神笔张的

精神世界，完成精彩呈现。

时代更迭，更多的神笔张、英

娘在传承经典中表达着热爱。

“左手拿着琵琶高举按弦，右

手绕过头去反弹拨弦，一只脚有力

地吸腿勾起力量贯穿到脚尖，大拇

指有力地向回勾起，另一只脚踏地

拇趾也有力地竖起来,构成标准的

‘三围’起伏曲线，身体前倾的大弓

形与大趾上翘相呼应。”

“注意，眼神要有韵味，要通

过眼神真实地映射出壁画形象的

心理活动，要做到虚实结合、动静

有度。”

在甘肃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

的模拟窟里，国家一级演员、兰州

文理学院教授李莉正在给 2020 级

舞蹈班学生沈蕊讲解敦煌舞的特

色代表——出自 112 窟的反弹琵

琶伎乐天舞姿。

作为第 15 位英娘的扮演者，

李 莉 2006 年 第 一 次 饰 演 英 娘 ，

2016 年最后一次登台。因受伤

转向幕后的她成为兰州文理

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的一名

舞蹈教师，以她的热情和

热爱，继续传承使命。

岁 月 如 歌 ，薪 火

传 承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将 热 爱 注 入《丝 路

花雨》。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 静
美 编 高 妍

图图①②①② 《《丝路花雨丝路花雨》》演出剧照演出剧照。。（（资料图片资料图片））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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