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

科研管理
2021年3卷12期

中华的计量，始于度量衡，回望千禧代序，蔚为春

秋之大观，容纳大千世间，托举国计人民精神，于全球

的计数星空中，散发着灿烂中国光辉。“量万物，量天

下，以衡公平”大型原创音乐舞蹈史诗《千秋测量》将

作为一个以时光线穿越古今的艺术作品，借助这个舞台

美术作品把中国源远流长的测量文明和内涵深厚的测量

精神，加以更生动地表现、更深入地宣传。

一、音乐舞蹈史诗的使命承担

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有的民族形象和历史故事，艺术

家和知识分子通过叙述好描述这些形象和故事，使其在

历史发展中被代代传承，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史诗的书

写便是其中一种方式 [1]。纵观古今中外，被称为史诗者，

无不是采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信仰的庄严，或是呈现开天

辟地，或是描述寰宇万物的生成，或是说明人类与民族

的起源，以此完成民族文化，甚至是民族精神的传递。

音乐舞蹈史诗是一个艺术表演样式，它是通过统一

的音乐题材和整体的艺术结构，并运用诗歌朗诵和舞台

绘画等艺术手法，把各个历史时代的歌曲、舞剧等贯穿

在一起，从而来表现多个人、物、事件的。相较舞剧而

言，它的结构更为松散，内容含量更大。

作为史诗的艺术书写形式，音乐舞蹈史诗出现在新

中国成立后，它打破了文字叙事的创作框架，以乐、舞、

朗诵等综合形式在舞台上呈现人民斗争、劳动和生活的

场景。

原创史诗《千秋计量》是这部由大学生自编、自导、

自演的这部国家重大戏剧表演舞台美术作品，用跳舞历

史诗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展现璀璨的中华计算文化史脉，

以艺术思想文化人、以美育人，将承担千禧历史与万千

计数人不朽精神的重担，以现代综合舞台艺术形式与先

进的视听技术手段，为社会各界人士奉献“计算历史”

的艺术文化精神饕餮宴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和精

神，进而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

《千秋计量》将测量史与我国古代史学糅合在一块，

以“女娲造人、伏羲画卦”为序，缓缓翻开我国测量史

学的长卷，分为《序幕萌》《创始》《臻治》《求精》《尾

声升》等五幕十三场。黄蚩池之战中，服装师精心设计

了面具，加了兽角，还特别为衣服加了流苏，并且运用

了更多的凶猛的动作词汇，如攀爬，凶猛，翻滚，跳跃

等动作，使得他们场景中的图像更加生动活泼。在徐光

启与利玛窦合作的中西融合舞蹈上增加了荧光弹性力绳，

并结合相应的舞蹈姿势，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几何图形，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千秋计量，计量千秋。一谓中国之计量上承远古时

代，发展千年；二谓中国之计量下启未来世界，传承千

秋万代。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以历史和的视角和方式继续

讲述计量发展进程的故事，以计量文化之力量凝聚民族

认同，振奋起了中国的“精气神”。

二、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世书写

写作灵感大多来自于音乐舞蹈历史《东方红》和

《复兴之路》，而这些由诗、唱、乐、跳舞等相结合，介

绍中华民族文化故事的音乐舞蹈历史形式也被大量引入

创作，以反映中华民族计量科学发展中的重大人物和历

史重大事件的光辉与魅力。建国初期的伟大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近期有《井冈山》、《复兴之路》等，《千

秋计量》的剧本表现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的关于“计

量”的故事，在呈现上保证时间脉络清晰。

计量历史也是科学发展史，当时参加编写的老师们

分成了四大界分组：文献、文创、舞台呈现和后勤剧务。

音乐舞蹈史诗中的计量文化力量

徐　军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历史是中国最佳的教材。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千秋计量》用音乐舞蹈史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中华

计量文化史脉，展示了我国计量科技发展进程中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光辉形象和魅力，开创性地用音乐舞蹈讲述

了华夏千年恢弘历程，揭示了中国绵延千年的计量发展史与文明传承发展，精准解读了计量意义与计量精髓。一部

史诗，贯彻并实施了总书记有关“坚持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宏伟召唤，让中国计量文明力量绽放

出新的时代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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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组间都有具体的时间节点分配：文献组用三个月时

间做筛选，提出文献资料；文创组用五个月时间拿出剧

本；随后进入了音乐创作阶段和舞台呈现阶段。精选计

量了历史上重大人物和事件，经过殚精竭虑，最后取舍

了一行和尚等许多重量级人物和事件。从文献组提取了

不少历史价值较丰富和有着清晰脉络的资料，但仅有价

值资料是不足的；还需要具备一定舞台呈示特质，以便

于声音诗歌舞表达。文创小组消化文献，最后根据舞台

的表达要求，披沙拣金，重新构思创意，用了四个月时

间完成剧本。

人与事件都是一种技术概念，抽象而枯燥。第一，

人文创造需要重视历史事实。其次，计量中国传统文化

涉及到的许多技术范畴，编剧都需要有深入研究和认

识。其三，在此基础上，他们还需要寻找正确的行为艺

术方向和空间。文字的内容有文字表达的特点，舞台表

演也有舞台表演的特色和规律。有个词叫“形神兼备”，

还有个词叫“出神入化”，在舞台呈现过程中，把剧本

文字内容提炼成一种意识、思想或情绪，把它“入画”，

将它融入舞台画面和舞蹈形体中来，从而达到艺术表现

所追求的虚实结合、形体美、情感美和意境美兼容并

包。

《千秋计量》一部现代中国舞蹈作品，部分剧情中

运用了大伙耳熟能详的中国古典桥段，比如女娲造人、

大禹治水等。其原创音乐舞蹈表演段，如刘歆的“累黍

舞”、祖冲之的“月夜舞”、郭守敬的“星光舞”和徐光

启与利玛窦的“几何舞”等，都是观众们觉得出彩和自

我满足的四场戏。尤其是“累黍舞”，找出了计量历史艺

术文化与现代音乐舞蹈艺术的自然结合；“星光舞”，更

写出了日月繁星的宇宙世界交响乐感，曾使台下许多听

众兴奋到夜无法寐。

回望千古，中国计量蔚为春秋大观；展望未来，计

量科技将托举国计民生。音乐舞蹈史诗《千秋计量》作

为文艺经典，在传播中融进国人的精神血脉，已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音乐舞蹈史诗的接续复现

音乐舞蹈史诗是一个艺术表演样式，它是通过统一

的音乐题材和整体的艺术结构，运用诗歌朗诵和舞台绘

画等艺术手法，把各个历史时代的歌曲、舞剧等贯穿在

一起，从而来表现多个人、物、事件的 [2]。相较舞剧而

言，它的结构更为松散，内容含量更大。

建立初期的重大舞蹈历史《东方红》，近期有《井

冈山》、《复兴之路》等，而《千秋计量》的剧本让广大

观众领略了中华计量之道规矩由有生于无。这种结构方

式来表现从古至今、绵延数千年的关于“计量”的故事，

在呈现上时间脉络清晰，将历史上诸多的相关人物事件

更好地表现了出来。

就创作和演出而言，《千秋计量》很好地做到了雅俗

共赏。“雅”就是要“正”，要有历史依据，经得起推敲，

要力图做到所呈现的每一部分内容、每一个实物都是有

出处、有史可考的。比如说，“祖戴廷辩”一场戏，原本

为祖冲之设计的道具是纸质折扇，在他与戴法兴辩论的

一场舞蹈改用了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羽扇。诸如此

类，在舞台呈现的时候，都是认真、严谨，经过多次斟

酌。由于文艺源自日常生活而又超出日常生活的，因此

也不可能全部写实，同样是道具，有时又要进行再加工

和创造，比如演员手中的铜方升和后来展示的新莽嘉量，

是参考博物馆实物，按比例扩大的，既符合历史，又兼

顾舞台效果。另外还邀请了专业人士把关，包括道具的

颜色、质地等等。

“俗”不是媚俗，而是一种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和欣

赏习惯的创造。在整体节奏把控上，充分考虑了观众的

审美心理，轻重缓急、起伏抑扬等安排得当，做到了扣

人心弦、引人入胜。序幕的平稳渐进、大禹治水的壮阔、

商鞅集市的热闹、刘歆乐舞的精致、祖戴辩论的紧张、

以及星空舞、几何舞的辽远与神秘等，通过精心的、艺

术化的处理，把原本比较难以表现的高深莫测的计量文

化知识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来。舞台艺术就是要让观众

在享受愉悦的审美体验的同时，收获计量文化的科普知

识。《千秋计量》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引导他们发挥主

观能动性自己去探讨、去查找，钻研更深层的相关知识

就达到了预想的一种美好神秘的效果。

四、音乐舞蹈史诗中的光荣与梦想

艺术之美有很多种，壮美、凄美、秀美、婉约之美、

力量之美，神秘之美等等 [3]。从航海到飞空，从星球到

宇宙，计量领域包罗万象。舞台上奋力奔跑着的人，就

代表着计量探索之路继续前行的步伐了。《千秋计量》在

舞蹈动作的编创，以及在人物设定上也加入了一些新颖

的设计、新的元素。在故事尾声的《升》这一章节中，

又创新地加入了中国科技人员的银色航天服和航天员出

舱的形式，更有力地展示了计量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巨大影响与力量。音乐舞

蹈史诗很好地展现了计量人传承计量文化，助推科技腾

飞。

这台舞剧的定位是让观众知道中国计量科学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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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同时，也借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

文学史、生活习俗、历史事件、人物典故，实际上是对

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宣扬。舞蹈史诗是一个载体，展现出

来的应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全方面的面貌。在演出过

程中，各个时代的汉服造型、文学体式变化也都通过直

观展示向大家普及，从而也就起到了传播了中国传统文

化精粹的作用。

《千秋计量》这部舞蹈史诗，让计量史“活”了起

来，对传播计量文化、传承计量精神意义重大。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音乐舞蹈史诗之所以能代代流传，归根

结底是因为它们保留了对中国历史的客观叙述，传递了

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正是浸润着中国人骨髓的计量文

化力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动力和基石。

五、结语

回首《千秋计量》，春秋景，容天下，信全国，促民

生。总书记强调，唯有精神丰富的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

洪流中站稳脚跟。计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

项重要的精神财富。新时代的我们要继续弘扬和弘扬计

量精神，不断继承和创新计量文化，传承计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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