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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国民族舞剧《红楼梦》札记（下）

文/ 川沙 

（三）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舞蹈剧《红楼梦》的几个场景

里看见《沙罗梅》的场景，因为，我看见了这个传统的

剧目里已经被深深植入或者说熔合进了20世纪表现主义

的成分，我在赵明的表达上看见了理查·施特劳斯得痕

迹。

 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三部和第四部剧作——《莎

乐美》和《埃莱克特拉》正是20世纪表现主义歌剧的典

型。 理查·施特劳斯被吸引到表现主义的行列中，从某

种角度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必然的现象。因为从理查·施

特劳斯的艺术观念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执著于表达人

类内心非常深刻情感的艺术家，他被吸引到表现主义中

来更多原因在于效果上的需要。

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有很大区别。尽管我们说所有

艺术都有表现的功能，但表现主义特指——艺术家通过

极端的手法来表达人的下意识或潜意识中，非常激动偏

执或者阴暗的心理，往往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内在痛苦

激烈的情感。

《莎乐美》和《埃莱克特拉》是表现主义较早在

歌剧中典型的表达，在导演赵明的中国民族舞剧的表达

上，已经成功地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他的意图， 我

认为，其实，赵明和理查·施特劳斯一样，并非喜欢或

者说专门要用什么手法表达，应该说是需要，表现主义

的手法由象征主义过渡过来，应该是20世纪现代人在审

美和阅读上的必然趋势，就像意识流在小说，特别是在

电影和电视剧中必然部分取代传统顺时序表达手法一

样。

高度浓缩，然后抽象，再加上表现主义手法的表

达，正是将上百万字的一部古典小说，用短短90分钟

表达到一般观众能够理解并在中间受到打动的关键，当

然，这种浓缩和抽象，再加以在特定的场景用特定的舞

蹈情节和造型来象征和表现原著的内容，必定和导演、

编剧对作品原著的深刻理解相关。

后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创作。

他对形成的表现主义歌剧影响甚大。他强调主观感受，

追求感官刺激，把自我感觉当作最高的审美享受，认为

丑恶的事物也应该进入审美领域。理查·施特劳斯可以

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在20世纪初能与

他比肩的只有意大利的普契尼。 

在21世纪前十年，我们看见，在中国电影、戏剧、

音乐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开始让中国以外的世界注

目的人的名字，他们是: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冯小

刚，作曲方面的谭盾、郭文景，现在，在中国民族舞方

面，独领风骚的赵明渐渐进入更加深广的国际舞台的视

线……

（四）

札记：为了我的剧本《合欢》进一步的演出和另

外一个舞台剧的创作人员，也为了了解赵明和他的舞

剧《红楼梦》，在观剧之后第三天，我和导演赵明见了

面，我们谈了近2小时。 

赵明印象： 中国民族舞剧《红楼梦》导演、编剧、

舞蹈演员三位一体的人物，军人，41岁，北京军区战友

文工团负责人。年轻，沉稳，衣着随意，谦虚，随和，

诚恳。两小时的交谈中（和他抽了三支他带来的中华

烟），感觉谈得来，提到共同的认识的朋友和熟人谭

盾、郭文景、唐栋等，更增进相互的话题，艺术上交谈

更多。

感觉：编剧和导演上，他对小说红楼梦有透彻的认

识，对西方戏剧，特别是现代派的表达有一定的认识，

并成功融合。深部的技法上，融合了传统舞蹈和西方现

代舞的手法、表现主义歌剧手法， 通俗的百老汇表达手

法等，让我感动的还有刘姥姥带着板儿进大观园的画面

闪烁暂留式表达，那一幅幅画面清晰再现了清代北京风

俗画面，刘姥姥演员和孩子板儿的演员，异常动人！两

人的动作表达出的中国人并不缺乏的幽默和谐趣，（感

觉1：林语堂、辜鸿铭、罗素和伏尔泰眼里的有些理想

和变形的望远镜和“哈哈镜”里的中国人形象。有些奇

怪的是，几天后见到饰演刘姥姥的壮实的男演员时，

一个是他的腼腆和谦逊，另一个是他的宽大的脚掌，我

在想，舞台上是怎么表达刘姥姥的“小脚”的？刘姥姥

和孩子板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让我很高兴和新

奇，不知道为什么，还总让我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

吉诃德和他身边可爱的桑丘。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艺

术形象，生活、工作和战斗，才被赋予了欢乐、幽默和

超脱等意义。）让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当然，打动我

的更是导演在几个场景上用表现主义手法上对曹雪芹创

作意图的抽象和夸张。

剧组印象：80余演员表现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气

质，感觉有些像1980年代看见日本年轻人的印象，比父

母一代更加高大健壮，但是，北京军区文工团的选拔应

该是“万里挑一”，这些演员女的除林黛玉和薛宝钗之

外都在170以上，，男演员个头更高，赵明介绍的一个演

员183米，是一个多次获奖的看上去腼腆的男孩子，我感

觉他们素质非常优秀。因为是军队文工团，演员又都很

有组织纪律性，大家在一块儿吃盒饭，在演出前舞台上

排练，配合灯光、音响、导演和编舞的调度，都显得专

业和干净利落。 

赵明自述： 曾经受美国亚洲艺术基金会邀请，花了

3个月时间在美国观摩现代舞节，1992年到1995年，在香

港演艺学院深造和进修现代舞。在香港芭蕾舞团学习芭

蕾舞，在卢森堡举行的世界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第四

名。 

后来，积累沉淀了一年的时间浏览了各种艺术形式

的《红楼梦》，包括原著、越剧、电影、电视剧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做不是去了解《红楼梦》，而是

去“感觉”《红楼梦》。这种感觉是一幕幕场景，像大

观园、海棠诗社、黛玉葬花、洞房婚礼，一个个人物，

像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刘姥姥、贾母、贾政等

等。用分割式想象，不断地思考如何用舞蹈的方式体现

场景，刻画人物。

主要的想法：舞剧《红楼梦》不能用哑剧的手段去

表现情节，因为讲故事不是舞剧这一艺术形式的强项，

而一定是在精神层面上解读《红楼梦》，是文学性、观

赏性、艺术性和舞蹈的本体化的巧妙融合。”

用民族特色的手绢舞、扇子舞、水袖舞来诠释舞

剧的民族性；用四段三人舞来展现“宝黛钗”的爱情悲

剧，初相识——海棠诗社——产生误会——洞房。

遗憾：很美的作曲，可惜苏聪没有来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