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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人舞《采葛·家信》的创作灵感与作品形式
易玉龙

南宁市西乡塘南铁北三区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是依据《国风·王风·采葛》，结合个人对原著的理解和感悟，抽离了原著的文本加以重

塑，以读后感悟为中心思想创作出另一个新的作品。以原著中作者通过作品传达的强烈思念情感与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动

机，并结合了自身在部队服役时，思念家人的真实情感经历而创作了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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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风·王风·采葛》的原著中，该作者想表达的是一

种对心上人或恋人的思念之情，而且作者在诗中用了独特的

艺术表现手法来把这种对恋人的思念发展到了极致。全诗共

有三章，作者用递进式的表现手法将每章节思念的情感逐渐

递进推向最强烈的高度，又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来体现作者

在思念情感中的心里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差异，带给读者一种

非常强烈的思念情感与情人离别的内心痛苦和煎熬，例如诗

中夸张的时间比喻语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双人舞《采葛·家信》并不是诠释了原著诗词的字面意思，

而是围绕原著中作者传达出来的强烈思念情感为中心，反应

当代青年“一腔热血赴军营，舍家为国复兴梦”的励志精神，

也想通过此作品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传承为国奉献的“红

色基因”，同时并希望能够提高现代青年对保家卫国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努力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强国先强军，有国才

有家”，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与意义。

1 双人舞《采葛·家信》的创作灵感来源

1.1 原著情感与个人情感的碰撞

前面两点解析了原著的诗意与作者想通过作品表达出

来的情感，以及个人对诗意的理解和读后联觉的感悟，那么

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是以原著中作者通过作品传达给

我的强烈思念情感与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动机，并结合了

自身在部队服役时，思念家人的真实情感经历而碰撞出的创

作理念，其碰撞的重点就在于浓烈的思念情感，对我而言，

原著的诗意带入感很强，我读完之后会唤起我的联觉记忆，

原诗作品中这种浓烈的思念情绪会把我带回到我记忆中的

2007 年，当时的我是刚应征入伍的新兵，一腔热血远离家乡

去为祖国站岗，刚入伍时，就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因为

在部队里的军事化管理非常严格，不能用手机，不能外出，

在训练场上不能带有私人情感和情绪，要求步调一致整齐划

一，由于部队的种种条令条例的束缚，感觉自己从表面上看

来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战士，入伍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就是

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军人，那就是个人情感需要

暂时冷藏，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是军人的使命，听

党指挥，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第一职责。虽然是军人，有铁骨

也有柔肠，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一刻也没有消停。每逢佳节倍

思亲，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现实时间与内心时间差异巨大，

极其痛苦！每到周末休息时，各班排都会组织大家一起写家

信，每当我提起笔时，强烈的情绪就涌上心头，所有的情感、

回忆都凝聚这一刻，这种思念家人的情绪就像是《国风·王

风·采葛》原著中让我感受到的情绪一样浓烈。

2 双人舞《采葛·家信》的创作背景与作品立意

2.1创作背景

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娱乐圈正在不断发展

扩大、针对观众的欣赏趋向来不断迎合大众，满足大众的电

视娱乐需求，以影视明星、歌星参加拍摄的综艺类节目、网

络电视节目、网络短视频为主。所谓的“戏子当道”、“颜值担

当”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当代青少年正被这样的追星趋势

所误导，扭转了当代青少年崇拜的方向与信仰。那么我们可

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人替我们扛枪站岗，保家卫国的话，

可想而知我们的国家、社会和生活环境会变成什么样的场

景？国家日益发展迅速，从两弹一星至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的投入使用，这些成就都是一些为国家军事科技默默奉献的

人们创造出来的，不是所谓的“戏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无

名英雄的奉献，国家才能逐渐强大，但这些无名英雄就不会

被人们推崇，只会被记载在历史的时光里。所以我们要时刻

牢记为国家付出的英雄们，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知道生

活在当下幸福的环境里，是有这样一群人正替我们负重前

行，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这个作

品主要想推崇在当代社会里愿意投身强军事业，舍小家卫国

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应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现实环境

的矛盾，在为亲情与国家之间的情感冲突做出选择。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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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诠释了原著诗词中的字面意思，而是抽离了原著的文

本，以个人读后感悟为中心思想，设定了当代人物角色，拟

定了故事主线与发展情节，融入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把

原著中的思念情绪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创作出一个以表达奉

献精神、爱国精神为主题的新作品。

2.2 作品立意

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这个作品体现了当代青年“一

腔热血赴军营，舍家为国复兴梦”的励志精神，把《采葛》原

著中的思念情感提炼出来，并融入人物角色、人物内心情感、

故事主线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去重塑出一个有立意高度

的作品，也想通过此作品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传承为国奉

献的“红色基因”，同时并希望能够提高现代青年对保家卫国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强国先强军，

有国才有家”，这也是创作该作品的目的与意义。

3 双人舞《采葛·家信》的作品结构与表现形式

3.1 作品结构：

（1）第一段：

一个刚入伍的小战士独自一人在月光下站岗执勤，手握

钢枪卫国站岗，虽然身处异乡，但心却还在母亲的身旁，此

时，他仰望月光，心中对母亲的思念渐起萌芽。

（2）第二段：

在站岗休息之余，他卸下装备，拿出纸笔把心中想对母

亲说的话一一写下，这时，心中对母亲的思念情绪逐渐增强，

他看着地上被月光照射的影子，仿佛出现了母亲的身影。

（3）第三段：

当小战士对母亲的思念逐渐浓烈时，他看着地上被月光

照射的影子里仿佛出现了儿时的回忆，小战士看见了自己在

儿时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爱，自己一天天长大成

人，但母亲却一天天的老去。

（4）第四段：

此时的回忆让小战士无比的愧疚，如今他选择了远离家

乡去为祖国站岗，投身到强国强军的事业中去，他身上的重

任夺走了他陪伴母亲的时光，时间都去哪了？还来得及孝

顺，没来得及感恩，没来得及陪伴，母亲就老了。此时，小

战士在自己强烈的思念情绪中背起母亲，幻想着能够陪伴在

母亲的身旁。

（5）第五段：

这时，思念情绪中的“母亲”渐渐消失在月光里，此时他

才回过神来，小战士从强烈思念的情绪里走出来后，又从新

穿起装备，小战士知道自己身负重任，虽然失去了对自己母

亲的陪伴，但他不后悔，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

保护自己的母亲，更是为伟大的“祖国母亲”站岗，为强国强

军事业做贡献。

3.2表现形式：

（1）人物与环境的设定

在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这个作品中设定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刚入伍的小战士身着军装手握钢枪，是一个性格青春

活泼，对部队充满憧憬，崇尚军人并有强烈爱国情怀的人物

形象，另一个是一位年迈的母亲，着装朴素，头发花白，独

自一人在家，是小战士在脑海里回忆中的母亲形象，两个人

物分别是一实一虚，整个作品是以独舞与双人舞相结合的形

式来表达，用小战士的内心情感构建出人物关系和虚实交融

的画面。整个作品的自然环境与时间都设定在晚上的军营

里，背景 LED视频用了一幅夜空的画面，营造出小战士独自

一人在月下站岗的场景，夜深人静独处一处的时候，也是人

最容易陷入沉思和自我情绪当中的时候，并可以给观众一种

代入感，这也是把环境设定在晚上的原因，还可以利用月光

来为故事情节的转折和情绪代入感做铺垫。

（2）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与虚实空间的运用

关于该作品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用了语言、音乐、

动作语汇三者相融合的画面来将人物的内心情感向观众传

达出来，在该作品的第二段中，小战士给母亲写家信的段落

里，用了强光色调的电脑定点灯光与语言画外音的效果来将

聚焦点强烈的聚在小战士身上，营造出一种深入内心独白的

意境和电影视角的感觉，像似小战士身边的所有环境都被忽

略，镜头与时间都聚焦在小战士内心的情感之中。用这样的

聚焦方式来向观众更清晰更准确的传达出小战士的内心情

感。

而在空间与双人舞的设计上用了无交流但又有互相呼

应的双人舞编排手法来呈现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错

感。空间的运用是可以起到一个向观众传达出更多更丰富的

内容和不同时代、不同时空，在融合动作语汇、演员的表演

情感、音乐的烘托等元素，可以准确的传达出该舞段的意境，

在双人舞段的整体设计上很清晰的把虚与实的两个空间分

割开，在用动作语汇和人物的内心情感将两个空间的关系链

接起来，并表达清楚此段落想对观众传达出来的意境。

4 双人舞《采葛·家信》与原著的呼应

当代双人舞《采葛·家信》与原著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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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思念情感相呼应，该作品传达出来的中心思想虽然是

着重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作品的整体情绪走向也是依托

于人物内心强烈的思念情感，而最终推起了爱国主义的宏大

精神。该作品在创作的表现手法上与原著也有相呼应之处，

在原著中，作者把思念情绪的强度通过夸张的比喻句来逐渐

递进，也着重的表达了作者在强烈的思念情感中，沉浸在自

己内心情绪的时空里，出现了“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

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比喻句，是向读者传

达现实时间与内心时间的一个对比效果。在当代双人舞《采

葛·家信》的写家信段落中，把小战士的内心独白通过画外音

的表达方式来放大，利用无交流式的双人舞段来呈现出人物

在沉浸于内心情感空间时的画面，又用了舞台空间的分割来

传达出人物在内心世界里不断递进的思念情绪。从而可以看

出来《采葛·家信》不仅是与原著情感有呼应，与原著的表现

手法也有相呼应之处。

5 结语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尝试各种呈现手法，创作期

间我们多次调整了作品的中心思想与整体结构，设想了多种

道具使用的呈现效果，还调整过作品中人物角色的身份。该

作品已经过多次整改与蜕变，《采葛·家信》是最终与观众见

面的版本，在创作的同时也会采集观众的看法和建议，吸取

好的内容来把作品修改的更精致，在空间运用以及双人舞动

作语汇的设计上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与打磨，最终也达到了

出逾期设想的空间效果。

总而言之，在作品创作的路程上是痛苦又有趣的，不断

尝试和探索创新的表现手法，把不可能的事情想办法让它变

成有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边探讨一

边钻研，最后创作出了《采葛·家信》的最终版本。今后还需

要多花时间多努力，在作品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精雕细

琢，努力打造出一个有情感有思想的红色题材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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