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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下中国舞剧创作的再思考
——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例

段星余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广东 肇庆 526699）

摘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自从 2019 年巡演以来，备受观众的好评，成为近几年来，热评的又一部好剧。在此之上，以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为例，对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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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理解文艺工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艺术作品；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坚持文化自信、

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同样，新时代下，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使得艺术与科技的关联更为紧密，这从文艺复兴时就有的趋势，

也在至今真实映照着，舞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深深受着这样

的影响变化着，也因此对舞剧在新时代下有着再思考。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海歌舞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由陈飞华为制作人，罗怀臻为编剧，韩真、

周莉亚两位导演潜心编创，朱洁静、王佳俊两位为舞剧中的主要

演员，叙述了一部悲壮美与优美集于一身的舞蹈艺术作品。这部

作品演至今热度不减，是新时代下中过舞剧创作的又一新高。据此，

借由该作品引发对新时代下中国舞剧创作的再思考。

一、主旋律题材的主体意识

伴随国庆 70 周年、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这一背景，陈飞华制

作人谈到，在祖国华诞之时作为院团，我们应该有一部这样的红

色题材作品，反映与表现这一批默默无闻、艰苦卓绝在情报和地

下工作、“白区”工作的革命党人。同时，也反映着时代，满足

当下所需，用舞剧的形式表现谍战作品。这样主旋律题材的主体

意识，蕴含着题材选择上、故事构思上、形象塑造上。见证了当

下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的主体意识。

（一）题材选择

题材选择由多种素材组合而来，早在陈建男教授的《艺术

概论》中就对题材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有着深刻的注意事

项，多样化的去选择并选择熟悉的素材支撑，以及警惕艺术家

“小我”的表达。而在此，针对于舞剧，题材选择至关重要，

影响着整部作品立意、走向。结合当下时代的背景可作为一个

方面，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该作品的题材正是根据

着时代背景所确立了一个大方向，在由此寻找小的内容，确立

这一题材。

（二）故事叙述

叙事作为传统舞剧创作的主要范畴，构成的主体意识蕴藏着

如何讲故事叙述到位。选择不同的形式将故事述说完整，将整部

剧有序的连接，将故事说明白、说清楚，是重中之重。在这里的

主体选择也有着多样化的概念。可以是以叙事为主、亦可以是抒

情为主。不管是什么样的主体，都是力求将心中所思完整传达。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对故事的叙述有着独特的手法。将情感

之上，每一幕以情感进行链接与转变，与传统的叙事有着另外的

意味。故事将李白烈士的真实写照其中，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

李侠与兰芳假扮夫妻，有着 12 年的潜伏生涯，在看不见硝烟的战

场上，有信仰、有力量、有家庭、有柔弱、有温暖，深深地将一

幅幅感动的画面情节贯穿情感致终。

（三）形象塑造

形象塑造中不管是写意型形象还是再现型形象，其塑造过程

都通过各方面元素进行。形象的塑造在整部剧中的作用也极为重

要，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观众所认知的深浅。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中，形象塑造拿捏的到位，通过服饰的装扮，动作语汇

展现，面部表情的表达，道具巧妙运用，使得整体形象宛如真实。

人物与人物间形象、人物与事件间的形象等，展现着矛盾冲突，

同时带来形象的深刻刻画。在最后一幕，兰芳与李侠别离的双人

舞，动作上展现着不舍、缠绵，运用电报的道具以及屏幕的党旗，

将镜头切换至李侠为党依旧坚守着，同时怀揣着民族使命。

二、新时代创作手法的探索

（一）“互文”的探索

互文，也可称作为“互辞”，常用作于文学中修辞手法。常见“参

互成文，合而见义”，指一句话拆分的两部分，看似再说一件事情，

实则是在说这两部分的相互渗透、相互呼应。将此修辞手法用在

舞剧中，同样有着两部分相互渗透、相互阐释的意味所在。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中互文式的探索，不仅是叙事作品本体上的互文，

还是舞蹈语境下的形式探索，都真切这蕴藏着“互文”二字。

1. 叙事作品本体的互文。舞剧，作为舞台剧的一种形式，始

终贯穿着叙事的这一概念。由若干的要素组合而成，突出显现着

剧中的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等。在传统舞剧创作中，认为舞剧

应该和话剧一样，将文学叙事的传统作为舞剧叙事的基础，并以

此为鉴。也因此舞蹈所特有的表现形式、创作手法受限，强调着

情节的戏剧性冲突。而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让我们重

新认识到了“舞”与“剧”间的关系，新的舞剧创作更应该首要

体现舞蹈这一关键，情节、行动等为情感抒发的戏剧性表达。使

得叙事的概念贯穿依旧，但已不作为其主要矛盾。“长于抒情，

拙于叙事”的帽子，在无声中，相互转变。将情感的真挚抒发，

作为其核心及原动力。由此看来，该舞剧中叙事本体的互文，体

现得淋漓尽致。

2. 假定与真实的互文。假定空间中的真实性，真实空间的假

定性。周莉亚导演再一次节目访谈中提及到了这一点的。而空间

的相互转换，使得舞台综合的视觉效果有了更强的冲击。这样的

两种空间实则有着“虚实相生、情景交融”之意，但又不同于传

统的意象营造。将两者作为一种互文的关系，相互渗透。该舞剧中，

有多处场景进行着两者的相互转换。如，李侠与兰芳二人在回忆

曾经的旧时光时，共有四对舞者出现在舞台上，将真实与假定相

互转换着，以此来表现曾经历历在目的美好画面，也可以说是他

们二人对新中国成立后满怀的愿望期待。

（二）跨界艺术技法的运用

早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就有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借鉴。

而舞剧在舞蹈上想要展现该题材的谍战情节、内心人物的细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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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让观众能够看懂达到共鸣的手法运用，是一件极其困难

的事。周莉亚导演和韩真导演巧妙地运用到电影创作的手法，如

长镜头、平行蒙太奇、倒叙、插叙等手法，使得整部作品的观剧

体验犹如电影一般。情节中，舞台的左右两侧，贯穿同一个时间

轴，两种不同的场景，左侧是李侠在脑海中推理情报的藏匿之处

以及裁缝被害的全过程，右侧则是兰芳假扮车夫执行任务的情景，

将这时空并进，增强氛围的紧张、悬疑之感。

（三）舞台装置技术的创新运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舞台的装置技术也跟随其发展着，使得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有着深深的新时代体现。这也构成了新时

代中国舞剧创作的一个趋势。除开传统舞剧中的布景、道具等诸

元素，运用了巨型式的屏风，悬挂于舞台上空，能够逐次的打开

与收缩，又可以组合、旋转，加之多媒体影像的运用渲染着整个

舞台空间，丰富整部舞剧的视觉效果。在展现市井生活时，人物

在屏风后你进我出，展现清晨时，人们生活错落有致的情景。将

每一组人物的关系遮蔽与敞开，表明用意以及形象的塑造。并由

此让观众明白的同时，引发观众的联想。

其次，比起以往舞台的装置也更加富有其欣赏性与实用便捷

性。更方便于舞台的整体呈现，将情与物置于一体，使得作品具

有欣赏性的同时，单拎出来的舞台装置也极具欣赏性。如新媒体

投影技术隐藏其中，不失观感。

三、守正与创新的再体现

（一）守正

1. 传承与弘扬红色精神。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记载了上

海解放以前，革命先烈为之奋勇的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红色精

神，坚信党、爱护党，在总指挥下服从命令，不惜一切拥护国家，

保护国家，捍卫民族尊严。从一开始的题材选择背景下，就贯穿

了对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将舞剧作为一种手段，表达着对革

命烈士的缅怀，引发观众的共鸣。但对于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这

一大的范畴，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有红色精神之内涵。不同

的作品有不同的意味传达，其精神内涵也有不同，但对于新时代

下的中国舞剧创作，主题、思想上定要“深”。

2. 传承与弘扬中国美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是

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大体现，同样也是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一大关

键词，有着中国所特有的风格显现。美学一直是作为艺术与哲学

搭建的桥梁，在中国美学精神的范畴包含着儒、释、道的哲学理念，

并有着深刻的人文意味，意境的审美追求等，能够从不同创作作

品中体现中国美学精神。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中国美

学精神的体现，不外乎在于意境的审美追求，将虚境与实境结合，

辩证统一的表达。同样，真善美的统一，也贯穿始终，将其精神

内涵进行传达。

（二）创新

1. 在继承中谋发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发展的

道路，这也是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的又一范畴。坚持双百方针，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前提，进行舞剧的发展。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对红色经典的重新解读，利用多元素的理念与手

法，将传统舞剧命题注入新时代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同样也将戏剧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使舞蹈在舞剧中的显现更为

明显。

2.“三精”思想的新时代导向。“思想精深”是舞剧作品内

涵上的精与深，展现时代和民族内涵的同时，也彰显作品本身和

艺术家本身的内涵。“艺术精湛”是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所运用

的精湛、卓越的技巧进行艺术传达，使得更具审美价值性。“制

作精良”是艺术创作上需要良心制作、力求精致、精美，在商业

的需要下，指望着艺术家们的创作不作“滥”，而作“精”。这

三种思想作为导向，也是创新上的一大体现。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将这三者极尽全力地去完成，也为后续新时代中国舞剧创

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和内涵。

四、审美与价值导向

（一）带动观众的审美

观众的审美认知是好的作品带动起来的。新时代下中国舞剧

创作应赋予这样的职能和使命，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下陶冶情操，

增加对美的认识。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一舞段《渔光

曲》，有着深刻的体现。演员们拿着蒲扇站在板凳上进行后腿的

控制，将整个美感上升到了舞蹈审美的标准化范畴，同时舞蹈动作、

体态的展现，构成基本的审美认知等。

（二）引发观众共鸣

在带动观众审美的同时，也能做到引发观众的共鸣，才有了

其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与价值导向。许多创作把握不好与市场间的

关系，使得作品上升不了审美与价值的高度。这也说明了，不是

所有卖得好的舞剧都是有艺术价值的。但，观众的共鸣是好作品、

好销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引发观众的共鸣也是新时代下中国

舞剧创作的一关键所在。就如舞段《渔光曲》被纳入春晚的节目

进行展演，也将其改编为《晨光曲》，这是舞剧中得到观众共鸣

的一种衍生，是其价值体现所在。舞段《渔光曲》的美不仅让观

众感受到了，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五、结语

新时代下的发展变化，在舞剧中也深深体现着，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的创作也引发了对新时代中国舞剧创作的再思考。

而这一思考也一直延续并渐渐在现实中验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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