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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见》：人生舞台看见自己
——我市艺术作品在模式创新中探寻全新精神内涵

●本报记者 苗青/文 王劭凯/图

2月4日、5日晚，舞蹈剧场《如见》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尚的布景、唯美
的舞姿、震撼的肢体语言，勾起每一位
观众内心深处的感受：温暖、感动、前
行、释然……90 分钟的演出赢得了满
堂彩。这部由呼和浩特市倾力打造的
重点舞台节目，首演即获得首都观众
的高度认可。

这是一次形式上的全新表达——
舞蹈剧场。舞蹈剧场《如见》摒弃了传
统意义上的美学，极简的舞美元素、诗
意的创作手法、现代的舞蹈语汇、灵动
的肢体语言是该剧对舞蹈表现形式的
创新探索。舞蹈剧场发展到今天，在
剧场的空间内，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
被接受的，全剧并未讲述一个连贯的
故事，而是使用近乎蒙太奇的手法将
极致的浪漫幻想、乌托邦式的美好、自
我审视的思考、冷漠孤寂的迷惘、前行
路上的奋进、互相扶持的温暖等碎片
化的场景通过主人公的出现串联在一
起，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现实的淬炼
中，对人以及人性、人类情感进行挖
掘，进而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

“这部作品我们运用了全新的创作
理念，是以呼和浩特这座草原都市的开
放包容为底色，打破了区域性文化的限
制，探索现当代舞的全新的创作境界，
进一步塑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品
牌。”作为《如见》的策划和舞蹈指导，呼
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简称呼和
浩特市文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彭飞对整
部作品有着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些年
我们的文艺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
们将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深入
探索舞蹈艺术的时代价值、时代精神和
时代风度，让呼和浩特的艺术作品有更
丰富更深刻的精神内涵。”

舞蹈剧场《如见》由《诗意地栖居》
《前行的生活》《时光中回望》三个篇章
组成，该剧创新舞蹈表现形式，采用现
代时尚的舞美元素和诗意的舞蹈创作
手法，将当下世人千姿百态的生活、令
人触动的瞬间，以当代的肢体表达方式
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舞台呈现链接
了生活中的所见所思，予观众以无限想
象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在作品中捕捉到
生活的缩影，获得感动的瞬间。

这场舞蹈盛宴由呼和浩特市文投集
团歌剧舞剧院实力演绎，选出青年舞蹈
家白洋（首席）、张羽琪（首席）、邢慧敏主
演并搭建强大演出团队。特邀中国舞蹈
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艺术指导，中国
歌剧舞剧院首席唐诗逸、优秀青年导演
郑子豪担任总导演。钢琴家、作曲家、环
球音乐签约艺术家薛汀哲作曲，中国国
家话剧院一级舞美设计、中国舞台美术
学会副会长刘科栋担任舞美设计，中央
民族歌舞团首席灯光设计师刘宁担任灯
光设计，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内顶尖多媒
体设计师胡天骥担任多媒体设计，知名
舞台服装设计师德晶担任服装设计，舞
蹈艺术家杨丽萍个人及舞剧御用化妆造
型、云南民族大学特聘化妆造型讲师VC
（刘超）担任造型设计。

谈到创排的初衷，唐诗逸说：“创排
这个作品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多年之前
做过一个舞蹈剧场——《唐诗逸舞》，一
直有想法要做第二季；另一个原因就是
近年来我们一直与呼和浩特合作，包括
我们创排了舞剧《昭君》，获得了很好的
反响，我们双方在交流探讨时一拍即
合，决定作一个当下有诗性表达的舞蹈
作品。”

“《如见》没有线性的叙事，每个篇
章的人物甚至没有明确的名字，一切源
于我们对事物的感受、探讨、思索。”唐
诗逸介绍，第一个篇章表现的是对自然
的感受，我们选取了广阔辽远的山，还
有大雁、马这些非常有坚定意识的生
灵，我们把这些动物进行了拟人化的表
现，结合了内蒙古的地区元素，用当代
的肢体表现出来，展示一个热血的状
态。第二个篇章是不同的属性，在人潮
中，人们不停地跌倒、爬起、奋进，每个
人手中都有一个镜面的素材，包、雨伞，
或者一本书，代表了这个人最闪亮的一
部分。我们展示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或
者是人对自己内心、对其他事物的感受
和自我思索的状态，以及我们在思索过
后不断向前的一个状态。第三篇章我
们想要表达在时光长河里每个个体的
存在只是一瞬，但精神却亘古悠远的存
在着。

“我们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种状
态。希望可以与观众交流，让每个人在
剧中看到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看见什
么就反馈到什么。”唐诗逸说。

在这部作品中，舞蹈、音乐，乃至
舞美、服装、灯光、多媒体视效都是表
意的一环。在灯光与布景方面，她还
与搭档、导演郑子豪设计了很多数字
化的场景，比如一串串程序代码，上
传、下载的进度条，与舞蹈演员的肢体
动作始终呼应。设置这些数字化的场
景，并没有预设情感立场，只是把当下
的信息时代呈现出来，然后请观众寻
找自己的情感反馈。

作品的音乐融入了我区特色乐器，
肢体表达中也囊括了狼、大雁、马等草
原动物形象，但演员们以现代舞的形式
演绎，并不求绝对形似，而是用意象化
的表达象征不同的人生状态。薛汀哲
介绍，在音乐创作中更加注重将蒙古族
长调等民族音乐的特质融入国际化的
听感，综合运用交响乐、打击乐、马头琴
等乐器，侧重展现人物内心感受，创作
出体现东方哲思的旋律。

郑子豪也表示：“呼和浩特这座城
市包容开放，给了我们这部作品大力的
支持和充分的创作空间。我们在作品
中融合了当地的地域文化，同时力求将
这种地域文化作世界性的表达、共性的
表达。” 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如见》一票难求，让所

有演职人员既兴奋又感动。自2013年舞剧《马可·波
罗传奇》之后，这是该集团第二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
舞台。这十年里，呼和浩特市文投集团相继推出 15
部大型剧目，其中 4部舞剧取得了众多有分量的奖
项，包括连续获得三届的中国舞蹈“荷花奖”。他们活
跃在国内各大演艺市场，代表呼和浩特将一部又一部
优秀作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从剧目的影响力上，
院团已经排在全国前列。

刘艺是呼和浩特市文投集团歌剧舞剧院（简称呼
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院长，她说：“呼和浩特不仅要
体现地域特色，更应该融合。这些年来我们经济社会
都在飞速发展，对文艺工作者来说，突破是职责所在，
文艺工作者需要融合多种文艺类型，满足群众多层次
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选了四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城
市演出这部剧，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百姓，感受党的二
十大以后，新的文艺工作者带来的文化的氛围感。”

据了解，《如见》整个团队非常年轻，从演员到导

演平均年龄不到30岁。“我们用年轻的思想尝试了新
的理念：之前看剧我们坐在下面只是观众，这部剧我
们每个人，从演员到观众，都是剧中人，如见你我。”刘
艺说。

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不仅民族民间舞荣获中
国舞蹈“荷花奖”，在业界有着骄人的成绩，去年，剧院
又做了新的尝试和突破，打造了首部古典舞《玉龙谣》
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终评。这是
内蒙古自治区舞蹈作品首次入围“荷花奖”古典舞终
评，在内蒙古地区古典舞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这次《如见》创新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手法，包括
动作的凝练，已经跳出了技术层面，把与观众产生更
多情感共鸣作为重要内因，我们呈现给大家的不仅是
视觉的冲击和享受，更想展现创排者对于提升作品的
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彭飞
说：“作为首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将努力在守正创新
上实现新作为。”

创作团队实力非凡创作团队实力非凡

带动新生代演员带动新生代演员

快速成长快速成长

用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赵磊，青年舞蹈家、内蒙古舞蹈家协会理
事，《如见》主演之一。在其主演的舞剧《骑兵》
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奖”后，又开始了《如见》的
排练演出。在《如见》中赵磊所饰演的人物，

“他”属于一种能量，没有明显的身份或标签，并
没有把这个角色具体化，或者与某个人产生任
何关系。但是通过表达会让与“他”一起发生链
接的人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能量。“这部剧对我
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它所传达的有点
像文艺片类型的电影，其中有一种隐隐的诉说，
这可能就是它的魅力。”赵磊表示：“身体的状态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现当代舞者这种
前沿的动作表达和身体训练方式对我来说是一
种很多的突破。我需要重塑自己，让自己变得
更好，这个过程很艰难，但也很享受。”

张羽琪是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首席青
年舞蹈家，也是《如见》的主演之一，在此之前，
她主演过《昭君》《驼道》等大型舞剧。对于《如
见》中的角色体验，张羽琪表示：“在舞蹈的表达
上，以前都是比较直接，我演的某一个人物，这
次演的是我们自己，从内心来说是有很大的不
同。这个舞蹈剧场对我们舞蹈演员来说，自己
创作的空间更大一些，导演给我们的是一个框
架，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去表达内心的感触。
现当代舞每个人身体感受不同，所以表达方式
也不同。《如见》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我在
舞蹈的过程中，脑海中展示的就是我自己的过
往，我想每一位看剧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王乾志是一名群众演员，他是第一次来到
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内心非常激动。他
说：“作为舞蹈演员，这次的舞蹈剧场有一种肢
体的突破，开发了很多以前没有实践过的角
度。思想上也更能容纳新的东西。”

“我们与呼和浩特合作，其实更想带动这
些年轻的演员们成长。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我
们能看到演员们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们的
状态，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是有一个明显的
变化。无论是从身体运动方式上的改变，还是
在把握表达的能力，他们都能具有不同表达方
式的可能性。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能拥有很
多可能性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唐诗逸说。

完成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后，《如见》将继续
赶赴广州、上海、杭州。首场演出的成功，让演
员们信心满满。呼和浩特市文投集团运营策
划部负责人郝晓刚也表示：“我们这些年和中
国歌剧舞剧院的合作，以及《马可·波罗传奇》
的创排演出等，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们的作
品也从民族民间舞向古典舞、现当代舞扩展，
丰富了演员的实践经验，对年轻演员的艺术成
长影响巨大。这部作品我们也要走上国际舞
台，给演员们创造更多的展示机会。”

“此次舞蹈剧场《如见》的打造体现了首府
包容多元的文化气度，格局宏大的国际视野，彰
显了充满活力、蓬勃向前的城市精神。”呼和浩特
市文投集团党委书记高丽芳认为：“精品文艺的
创排是增强首府文化品质的重要环节，也是彰
显城市精神、提升首府文化能级的重要补充，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优秀剧目，创立一个代表首府的文化品
牌，探索文化产业形
态 的 创 新 途
径，推动文
化 强 市
建 设 ，
实 现
首 府
文化的
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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