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
花！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
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

——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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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叶

春风拂面，暖意融融。这是2022年初春，重庆
的每一条街道正从冬天的蛰伏中苏醒。中国舞蹈
家协会顾问丁伟也在这融融春意的季节来到了重
庆。然而，他此次来渝并非游山玩水，而是为执导
舞剧《绝对考验》。

《绝对考验》以红岩群英谱中的传奇女英烈张
露萍为人物原型，由重庆歌舞团创排，以舞叙事，融
景入情，糅合现代、民族、街舞、国标等艺术形式，运
用当代舞台技术打造重庆立体城市地貌，塑造了一
个在孤独绝境下闪耀人性光辉和信仰力量的舞台
艺术形象。3月16日晚，这部舞剧亮相重庆大剧
院，拉开了首轮演出的序幕。

这是丁伟与红岩英烈张露萍的第一次“相遇”，
他用“滋养”形容这一路心灵的震荡。他是如何评
价自己的创作的？艺术创作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
审美需求？丁伟又是如何看待重庆舞蹈事业的发
展与未来？近日，笔者与丁伟展开了对话。

“我们希望挖掘呈现这些默默无闻的英烈”

笔者：有关红岩英烈的艺术创作并非是一个新
的选题——这一题材已有话剧、京剧、歌剧等多种
表现方式。你为何想到用现代舞剧的形式将张露
萍的故事搬上舞台？

丁伟：强烈的内心刻画、鲜明的艺术特色以及广

泛的民族基础，这就是舞剧的特色。它关心人民的命
运，反映时代的变革，所以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

大家很熟悉江姐等英烈，但还有更多默默无
闻、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牺牲的人，不那么为大众熟
知。比如张露萍，她虽然只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半的
时间，却做了大量工作，坚守信仰，被枪决时也没透
露身份，这样的人物也是可歌可泣的对象。我们希
望挖掘呈现这些默默无闻、奉献青春的英烈，真诚
地歌颂他们。

笔者：对于塑造红岩英烈，前人有很多成功的
经验，你对这个角色的塑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丁伟：的确，很多艺术作品里都有红岩英烈的
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我以前对他们的了解主
要集中在江姐、陈然等烈士身上，对张露萍的名字
有些陌生。所以，在创作前，我跟着重庆歌舞团的
同仁去了周公馆、红岩村等地，感受张露萍当时所
处的环境。《绝对考验》正是融入了我在采风中对张
露萍内心的理解，再加入我自己对舞剧创作的思考
创作而成的。

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纯粹的战士，也是一个纯
粹的女人。所以在《绝对考验》的创作中，我们除了
展现她作为革命者、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外，还加
重了对“萍”的友情、亲情和爱情的刻画。包括她在
延安与战友共同奋斗，只身一人来到重庆隐姓埋名
默默奉献等，应该说在人物塑造上更加生动丰满。

“情感表达真实了，观众也就能接受了”

笔者：《绝对考验》要表现的主题是很主旋律
的、很宏大的，那么，宏大的主旋律题材如何打造才
能更吸引观众？

丁伟：它应该注重塑造人物、发掘人物的内心，
这与宏大题材之间并不矛盾。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们塑造的人物、在舞
台上呈现的生活，怎样才能经得起观众的检验。在
排练中，我们也不断深化对题材的认识，捕捉、聚焦
人物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精神气质吻
合了，情感表达真实了，观众也就能接受了。通过
舞者的律动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在双方的彼此
靠近中，观众与剧中人物才能实现共情。

笔者：那么如何让年轻观众喜欢上《绝对考
验》？

丁伟：在舞剧创作之初，我们一直思考这样一
个题材怎样才能够吸引年轻观众。在方法论上，我
认为应该用当代的创作理念、艺术语汇和表演样
式，让舞剧变得深刻又好看。这就要求在创作上要
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观，要符合年轻观众的观
剧方式，不要无病呻吟。

为此，我们在《绝对考验》中，糅合了大量现代
舞蹈，包括街舞、国标等多个舞种，且所有舞蹈，最
长的舞段只有5分钟。这样的组合是年轻观众喜欢
的形式，也更有吸引力。

“发现潜藏在外表下，缓缓流淌的质朴
真实”

笔者：为创作《绝对考验》，你曾在重庆待了大
半年时间，重庆这座城市给你带来了哪些灵感？

丁伟：舞剧《绝对考验》的故事发生在被诸多文

学影视作品演绎过的重庆。打造属于《绝对考验》
这部作品独有的地理空间，发现潜藏在外表下，缓
缓流淌的质朴真实，挖掘最能打动人心的人文底
色，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构建的美的气质。

比如，我们运用了6块冰屏组合投影来展示具
有重庆特色的城市错落感，还运用了一些先进的舞
台装置，以及高低、造型各不相同的楼梯推移组合
成新的造型，丰富表演空间。

笔者：就你与重庆的合作来看，你认为重庆舞
蹈市场发展如何？对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丁伟：重庆歌舞团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老牌
院团，创作出了一批关注时代发展、反映社会现实
的艺术佳作。特别是近年来，重庆歌舞团创作的舞
剧《杜甫》，连连获赞，这无疑证明了他们的潜力。

当然，我认为重庆舞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
如，我们要学习更多舞种的丰富的表演力；要善于
吸收先进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自己所用。取他山之
石的同时，要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强化剧本创作。

笔者：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在舞蹈方面的观众
培养还需加强？

丁伟：这是肯定的。作为创作者，我们首先需
要了解观众的喜好。所以，舞蹈艺术需要丰富多
彩，百花齐放，只有通过不断打磨，才能为本土观众
所喜爱，也才能够走出去，为更多观众所喜爱。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舞蹈方面，重庆似乎有
坚实的群众基础。去年，我在重庆大剧院看了一部
舞剧，开演之前，演出票几乎售罄。表演中，观众起
初对这部舞剧还有些生疏，但很快我就能感受到重
庆观众掌声里的真诚。我自己的舞剧《仓央嘉措》
也曾来重庆巡演，非常卖座。我相信，有这群喜爱
舞蹈艺术的观众，重庆舞蹈演出市场会越来越好。

舞剧《绝对考验》导演丁伟：

“萍”是一个纯粹的战士
也是一个纯粹的女人

□李晓

这是春天晚上传来的第一声雷，它以光的速度滚过堆积的云层。
雷声过后，雨几乎缠缠绵绵下了一夜。

早晨，妈妈给我打来电话。妈妈说，雨下了一夜，你爸爸冷不冷，你
陪我去看看爸爸。

爸爸已不会再坐在家里那把破了几个洞的塌陷老藤椅上笑眯眯地
等着我们了。去年秋天，爸爸的眼睛化作了天上星星，我在大地上的一
举一动，还在爸爸的凝望里。

妈妈一寸一寸抚摸着冰凉的墓碑，她似乎要把掌中的温度，传递给
墓碑下面长眠的爸爸。墓碑旁有一株桃树，桃花在风中噗噗噗开放。
妈妈说，爸爸还在桃花中望着她。

墓碑上镶嵌着爸爸的彩色照片，那是爸爸50多岁时的照片，头发已
花白，笑容中总有淡淡忧郁。爸爸一直是一个忧虑的人，忧虑是一层霜
色的浸染。

爸爸一辈子不请客吃饭为自己过生日。从70岁那年开始，每年生
日，妈妈就给爸爸煮一碗寿面吃，算是给生日一个简单交代。

爸爸78岁那年，一场大病让他在医院住了半年时间。那一年，我以
为爸爸挺不过死神强设的关口了，就偷偷去给爸爸买了一处墓地。墓
地四周树木葱郁，气候湿润，感觉有一股一股地气在弥漫蒸腾。这是一
处灵魂的栖息地。

但爸爸顽强地挺过去了。从医院回家那天，爸爸颤抖着打开房门的
锁，双手张开扑向墙壁作拥抱状。老房子里的坛坛罐罐，沙发柜子，床铺
窗帘，牙膏牙刷，一切都是熟悉的气味贯穿肺腑。

爸爸对妈妈挥挥手说，快点，快点，给我煮一碗泡椒面。妈妈从那
一口1987年买的泡菜坛子里抓起泡海椒、泡姜，在菜板上剁成碎末，给
爸爸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爸爸把一碗面呼啦啦吃完了。一碗家里的
面条，让爸爸又满血复活了。

爸爸80岁过后，疾病发作之中又陆陆续续住了几次医院。在医院
里，爸爸已明显感觉到了死亡带来的威胁。常常是，同病室的病友在被
病痛折磨嚷嚷着要出院回家，或是艰难地吞咽着食物不久，就被裹上白
布单送到了太平间。爸爸说，冷，冷，冷。妈妈又给他添了一床被子。
爸爸的腿，在轻微地抖动，那是内心传递而来的恐惧。

在家里，爸爸不允许和妈妈探讨死亡的话题。有天妈妈说，同一栋
楼里的周老头，头天晚上还喝了一小杯酒，第二天上午就突发心梗栽倒
在客厅地板上咽气了。痛风严重的爸爸扶着墙起身，挥舞着手对妈妈
大发了一次脾气。后来妈妈明白了，爸爸害怕死亡这个话题，他在小心
翼翼地逃避。

在世上，爸爸还有那么多的牵挂。爸爸要看到孙子结婚，他要当曾
祖父，一家人四世同堂。

爸爸还想陪妈妈去一趟北京。爸爸82岁那年，妈妈在电视里看到
巍峨的长城，妈妈说想去亲眼看看，爸爸说，这不是问题，我陪你去。

爸爸还有几个老同事，好多次相约见一见，都因为在全国各地不好
集合，每当听说老同事告别尘世，爸爸都会难受地摸着起伏的胸膛，喃
喃回忆着过去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这座城市一天一天在拔节生长，爸爸还想看到更多的大楼挺立在
天际线下，去更多的公园呼吸草木鲜花的气息。爸爸还想把老家的老
乡们组织起来，一月一次聚会。

更重要的是，爸爸不想离开妈妈的陪伴。每一次翻看妈妈年轻时
的照片，眼角下垂的爸爸都会沉入到光阴的深水里去。爸爸对我说过，
你妈妈年轻时可是村子里的美人啊。

当妈妈皮肤松弛皱纹隆起，爸爸还是在心里爱着妈妈。妈妈每一
次出门回家，一打开房门，刚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觉的爸爸，转瞬之间
就眼瞳睁大望着妈妈。在这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的季节，在这衰老身
体愁苦相随的风霜年月，爸爸对妈妈的感情，还隐没在繁星之间闪烁。

去年秋天的那个中午，爸爸突发脑梗，在医院昏迷半个月。还有一
个月，爸爸就要迎来84岁的生日。妈妈去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心有灵
犀的爸爸突然睁开眼睛，朝妈妈浅浅一笑。

爸爸走以后的日子，妈妈总觉得骨头里发冷，心里有个窟窿无法填
补。妈妈半夜之中常常惊醒，空荡荡的屋子里有风来来回回地吹，那把
老藤椅突然咿呀一声。这其实是妈妈产生的幻觉。

清明将至，春日里暖风阵阵，我陪妈妈在阳台望云，云的形状如骆
驼在空中缓缓行走。妈妈怔怔地望云。妈妈说，要是你爸爸还在，我会
陪他出门去走走啰。楼下的牟老头喜欢放风筝，春风里，爸爸会眯缝着
眼望空中的风筝飘带，同牟老头随便聊上几句。而今，牟老头已去了北
京同儿子一家居住。

城里季节已变换，变换的，更多的是妈妈的心。妈妈的心，在季节
变换里，缩紧了，又镂空了。我能做的，就是帮妈妈把她余生的日子，用
陪伴相随缝缝补补起来。

城里季节已变换

“70年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征文启事

70年的风雨兼程，70年的光荣与梦想。
2022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70年来，重庆日报筚路蓝缕

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春华秋实记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

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是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是最灿烂的浪花。它像炉

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
以致为大家所共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庆祝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本报特举
办“70年春华秋实——我与重庆日报”征文活动。

70年来，我们真情倾听过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忠实记录下
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时刻，生动讴歌过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热情
描摹过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我们诚
邀新老作者、读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一起来书写与重庆日报这
张新闻纸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难以忘怀的深邃记忆。

征文活动期间，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在重庆日报客户端和重
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上刊发，并在征文截止后进行评选。

征文具体要求：
一、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1月30日。
二、征文内容：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您或家人与重庆日报之间

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共述发展辙印。
三、征文体裁：散文随笔，字数3000字以内。
四、投稿邮箱：kjwtzx@163.com。来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

“我与重庆日报”。请务必在征文中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五、奖项评选：2022年12月组织专家评审作品，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重庆日报
2022年4月

□唐忠会 岳燊超

《绝对考验》是重庆歌舞团继《杜甫》之后打造的
红色舞剧，采用全焦、远焦、独焦的新舞台艺术理念，
以“多重交错”构剧，坚持“多维空间、金属质感、抽象
表达”；在舞蹈形态塑造上，除了用群舞展现红色题
材作品的磅礴气势外，还特意融入地域文化，增强独
舞和双人舞的艺术性与民俗性；人物塑造上，以革命
英烈张露萍为人物原型，用细腻情绪和舞蹈语言塑
造了一个在绝境下闪耀革命光辉和信仰力量的女共
产党人形象，充分诠释了何为红岩精神。

舞之隐喻

宗白华先生认为，“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
典型，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也是
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和热情。

《绝对考验》正是这样，通过舞剧本体的语汇，
在韵律、节奏、秩序和理性中，用隐喻手法为观众呈
现了富于生命热情和革命信仰的女英雄形象。

舞剧第一场，只见一扇阴森森的“大铁门”，门
上挂一牌子“253”，山风呼啸，门牌在风中晃荡，场
灯暗，出现入狱人像正、侧面照的投影。第二场，倒
叙至延安，背景是宝塔，在锣鼓欢天的腰鼓群舞中，
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设和革命群体的团结友爱让观
众很快沉浸入当时的革命场景中。接着场面一转，

“萍”要离开丈夫和孩子，离开集体，离开延安，孤身
到重庆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等待她的是严酷的革
命考验。

这时，演员用肢体动作舞出了张露萍的内心挣
扎，并配以剪影特效等，隐喻“萍”的身份变化。之
后，“萍”被捕，她旗袍裙、卷发、高跟鞋、小折扇的贵
妇人打扮被狱友不理解、排斥，后来，她逐渐被狱友
接受，这一变化过程，都是通过舞蹈形态进行深层
隐喻。

《绝对考验》是任何单一专业风格、舞种语境表
演方式都无力统揽的剧，因为主角“萍”的内在心灵
需要外化成为舞蹈语汇。为此，该剧糅合现代、民
族、街舞、国标等艺术形式，并配以延安塔、布老虎、
报童、长嘴茶壶、重庆方言、火锅舞、斗篷、口红、坍
塌的墙、小红花，尤其那条长长的白色阶梯直通天
穹，“萍”走上台阶，一步三回头，拾级而上……都具
有特定含义以及特定的意味。

剧之畅达

我们知道，舞蹈是流动的雕塑，是看得见的音
乐。而舞剧不同，从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
鸽》开始，多在舞蹈形式基础之上，融入戏剧、音乐、
舞美多媒体等媒介，通过特定人物在规定戏剧情境
下的形象塑造，表现人物命运、事件发展及叙事张
力。《绝对考验》也不例外，戏剧性浓烈，剧情丰富且
曲折，在人物形象和性格情感寻找支点，既满足了
逻辑需要，也使整个叙事畅达，富有层次感。

《绝对考验》以表达革命人士的内在精神与灵
魂诉求为终极目标，有着强烈的叙事诉求。剧中故
事时间跨度长达六年，场景从延安到重庆再到集中
营，张露萍从革命者到地下工作者，再到狱中的
253。

如何在有限时间把这个复杂的英雄故事讲清
楚、讲精彩，是主创团队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该
剧删繁就简，直接让“萍”进入敌我斗争，使其成为
叙事载体，让人物情感中的至善与崇高感染观众。

作为舞剧，音乐和音效铺陈同样重要。全剧音
乐时而激昂奋进，时而急促焦灼，时而悲凉凄怆，音

效中有打更声、警笛声、雷声、脚步声、铁门关闭声
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叙调合唱与舞蹈《三百
步》后，副官上前逼问“萍”的真实身份，K长官一把
将“萍”推过去，楼梯围着地下党员旋转，随后暗场
中，传来“啪！啪！啪”的鞭子抽打声……音乐瞬间
断掉，音效戛然而止，建构了“静”的情境。

这种音乐蒙太奇设计独具魅力，使舞剧别具韵
味，彰显节奏变化带来的审美张力，给观众留下沉
浸的余韵。

“门”之跨越

《绝对考验》中“门”的意象，大大地提高了该剧
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旨趣。

“门”在艺术中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表意符号。
在舞剧《绝对考验》中，“门”多次以有意味的形式出
现。当“萍”被捕入狱后，囚徒群舞《她是谁》，灯光
缓缓亮起，大逆光形成一道光墙，光墙后隐约看到
那道“铁门”。随着沉重的开锁声，“铁门”打开，一
个囚衣褴褛的女子被推倒在光区中央，是“萍”。

在一段三人舞的段落中，音乐是华丽而流动
的。“铁门”后伸出一双大手，将“萍”紧紧抱着的脸
盆轻轻拿开，然后抓着“萍”的双手，让她的手轻轻
抚摸着自己的脸。“萍”似乎被从深处唤醒，她紧紧
握住双大手。“门”一转，灯光全亮，丈夫“清”出现在
身边。“清”的身后，“铁门”转换成一串顺序排列的

“门”。他们穿过一扇“门”，又一扇“门”，穿过最后
一扇“门”，“清”猛推了“萍”一把，“萍”迎面遇上了
当初一身素朴旗袍的自己……

“门”的多次出现，是《绝对考验》表达的重要表
意符号，通过“门”这一符号，艺术性地揭示“萍”内
心的复杂情绪，使整部剧更加耐人寻味，更富内蕴。

剧中的“门”，不仅是张露萍努力跨越之门、无
法打开之门，也是她个体身份转换之门，更是对她
信仰的“绝对考验”之门。

用舞蹈语汇诠释英雄的精神世界
——评舞剧《绝对考验》

人物名片

原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
家一级导演，曾荣获“文华导演
奖”“文华舞剧导演奖”“文华歌舞
导演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
导演奖”“导演金奖”“特别荣誉
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最佳导演
奖”等 50 余项大奖。执导了《刘
三姐》《妈勒访天边》《仓央嘉措》

《玉鸟》等众多优秀的舞蹈作品，
先后担任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开闭幕式、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等全国性大型活动
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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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考验》剧照。 （重庆歌舞团供图）

舞剧《绝对考验》在重庆大剧院首演。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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