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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8月14日,《新华每日电
讯》发表题为《32城巡演一票难求：民族舞剧《红楼梦》
新说“红楼”又“爆”了》的报道。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对后世
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更滋养了美术、音乐、戏曲、话剧、
舞蹈等艺术门类。

金陵，造“梦”缘起之地。南京既是作家曹雪芹的
故乡，亦是《红楼梦》的摇篮。如今，南京仍是入“梦”佳
处。江苏大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红楼梦》自 2021年 9
月试演出以来，巡演 32 座城市、240 余场演出、38 万余
名观众，在抒情和写意之中找到文学的延展空间，在古
典叙事的缝隙中融入当代的审美倾向，让红楼梦这部
经典作品再次焕发新的光彩。今年 9月，民族舞剧《红
楼梦》还将首次“出海”，前往新加坡演出，讲好中华文
化、中国故事。

一票难求，红楼梦又“爆”了

太虚幻境，纱幕低垂，白光通透。十二金钗轻摇身
姿，从景深处款款走到台前，精致、克制、唯美，气象全
开。演出落幕，伴随着演员们的谢幕，现场观众的掌声
与欢呼声持续了十几分钟。

8月，民族舞剧《红楼梦》回到出发地南京，拉开为
期 16 天、共计 15 场的展演。三年前，这部民族舞剧就
是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三年后，再一次以开场售罄
为始，掌声如潮收尾，上演了戏剧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抢不到，根本抢不到”“开票即售罄，太难抢了”
“到底是谁抢到了红楼梦的票”，抢到票的“欣喜若狂”，
没抢到的观众“心碎一地”……一个“抢”字凸显了民族
舞剧《红楼梦》的一票难求。

开票、售罄，加场、售罄，即便已售罄仍有不少观众
到剧院排队碰运气——等退票的人。拼手速的主力军
是年轻人，据统计，该剧的观众平均年龄约27岁。不少
剧迷带着仪式感去看这部舞剧：每次演出，都有不少年
轻观众身着汉服、化上古风妆容、手执罗扇前来，还有
的干脆装扮成剧中形象，获得沉浸式体验。“00后”观众
张嘉锡说：“穿上汉服来看《红楼梦》，就是一次沉浸式

‘入梦’。”
虽然一票难求，但仍有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奋力“二刷”“三刷”，甚至有观众跟着剧团巡演跑了十
几座城市。

不会腻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南京观众于江给出了
她的理由，她说：“卡司不同，表演方式自然不一样。”另
一位看了20场的观众墨墨分享了她的“刷法”：看了剧、
再看原著、回过头来再看剧，十二钗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跟着人物看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她说：“我很享受不断
地从内容、细节上挖掘出新东西，就像我看《红楼梦》这
本书一样，不同年龄、心境翻开都可能有新体会。”

观众们沉浸式刷剧，主创则沉迷于刷评论。去年6
月，一位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自己花三小时写的
6000字观后感，分立意篇、剧情篇、其他篇三大板块，表
达了自己的观剧感受、理解，并且还用下划线、蓝色字体
来标明自己的观剧建议与疑问。其中，浓墨重彩的剧情
篇部分，这位观众结合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理解，将
民族舞剧《红楼梦》的十二个篇章逐一进行了解析。

民族舞剧《红楼梦》导演李超说：“除了业内的评
论，我们分外珍惜观众们的‘自来水’。在社交平台上
找剧评，真的有种怎么刷都刷不完的感觉。观众对这
部舞剧的喜爱就体现在了一篇又一篇的点评中。”

不仅如此，该剧也带火了南京的舞剧演出市场，
2023年南京一跃成为中国舞剧演出票房排名前五名的
城市。

新说红楼，美在何处？

改编经典著作，自带光环，亦有束缚。民族舞剧
《红楼梦》究竟有何魅力一再请君入梦？

第一重美：青春视角新说红楼。意蕴者，舞之魂
也。将一部有 120 回的章回体小说浓缩为约 2 小时的
舞台演出，视角与叙事尤其重要。民族舞剧《红楼梦》
胜在意蕴表达对接时代、观照现实，黎星、李超两位青
年导演没有拘泥于常规路数，以现代审美和格调演绎

“年轻人心中的红楼”。
“一条宝黛感情纠葛主线，一条贾府家族兴衰辅

线，用传统章回体形式对经典进行解构，两线并进串联
全剧 12个章目，这是改编创排过程中最大的创新。”民
族舞剧《红楼梦》导演、主演黎星说。

整部舞剧叙事上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结构，分为

“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
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十二章目，既各自
独立又可串联成篇。其中，不乏宝钗扑蝶、惜春作画、
刘姥姥逛大观园、黛玉焚稿断痴情等名场面，还创造性
地加入十二钗合体、探讨女性独立的新场面，忠于原著
的同时，也重新解析原著，构建具有当代艺术青年观点
的舞剧语汇。

“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创作者在对经典文学现代
化转译的时候，希望让观众得到的一点满足感。”民族
舞剧《红楼梦》编剧崔磊说。

第二重美：中式美学赋魅金钗。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转化为舞剧则需要赋形于视觉。暖场开幕，轻撩帷
幔、静推屏风，十二钗手持代表自己的花束，伴随声声
磬音走至台前，她们或静默伫立，或斜倚长案，红楼之
景如油画般徐徐展开；谢幕时分，灯光亮起，宝玉一身
火红站在白色花海中，遥遥注视十二钗静静坐于高背
椅中；随即，他们奔向彼此，却擦肩而过；最终，他们携
手奔向观众。“舞剧版红楼梦秉承‘为真正创作，而非其
他旧小说之沿袭’，是我们年少轻狂、胆大妄为的一次
尝试。”民族舞剧《红楼梦》编剧李宜橙说。

入梦暖场和超长谢幕，是该剧鲜明展示中式传统
美学文化的惊鸿一瞥：看服装，以《清孙温绘全本红楼
梦图》和京昆戏曲为灵感，找到云肩元素作为特点，融
入原著寓意人物性格的花语，赋予十二钗强辨识度，也
体现美人如花摇曳、如风似柳；看舞美，巧用中国水墨
画虚实相生的创作理念，多处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古
典符号，将帷幕、屏风、桌椅和灯光巧妙搭配，写意勾勒
章回情境，营造留白想象空间；看灯光，将层层帘幕作
为载体，光影设计上选取流光浮云、珠帘金屏、树影迷
烟、落花滴雨等视觉元素，营造出大梦一场、虚实之间
的大观园气质……

“民族舞剧《红楼梦》的美学是传统美学，它的审
美、气息，包括舞美、服装细节等的设计上，我们都用了
中国传统的语汇去进行包装、解构、整合。”在黎星看
来，《红楼梦》就像是“转接口”，一边连着传统文化，一
边连着现代审美，极大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第三重美：翩鸿一舞引人入梦。用舞蹈动作表达
出人物内心情绪，颇具挑战。排练时，李超与黎星达成
了共识，每位演员不仅要熟读原著，还要为角色写人物
小传，一个小眼神、小动作的拿捏，都需要与人物“严丝
合缝”。

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剧中有一个非常符合她性格
的设计——“指”。通过王熙凤的“指”呈现人物的不同
面向：有惩戒下人的“指”，有打小算盘的“指”，有表示
赞许的“指”……“舞剧相对抽象，主要靠动作的编排以
及演员对动作力度和节奏的处理来凸显人物性格。这
就需要对人物的理解。”王熙凤的扮演者李倩说。

去年8月，民族舞剧《红楼梦》如愿摘得第十三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业内专家评价，该剧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尝
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品与现代顶级舞美的对话，
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伟力。

“获奖之后更不敢懈怠，奔着一种更高、更严谨的
要求和艺术标准，以‘百场如一’的标准排练打磨，努力
呈现出更高表演质感的诚意之作。”该剧出品人江苏大
剧院总经理廖屹说。

守正创新，舞剧迎来新生

暑期来临，《红楼梦》《只此青绿》等多部原创舞剧在
各地火热上演，“Z世代”年轻人成为舞剧消费市场的活
跃人群，这与十多年前台上演员比观众多、请人填场子
的窘境形成鲜明对比。舞剧频频“出圈”，做对了什么？

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打造时代精品。梳理近年来大
火的一些舞剧，不难发现，它们多与诞生地的文化紧密
相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产自上海的《永不
消逝的电波》，以真实事迹为素材，为上海解放前在隐
蔽战线上奋战的无名英雄谱写一曲赞歌；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则以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的北宋名画《千里江
山图》为灵感创作；由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的《咏春》，
塑造了以广东武学宗师为代表的“中国英雄”形象；而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以其悠久的历史为《红楼梦》提供
深厚的文化底蕴。

廖屹分析，这些“爆款”舞剧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主创团队根植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但又不被传统束缚，抓住传统文化中最能打
动人心的精神文化内核，与当代个体的价值理念相映
照，通过创新性表达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超越
时代区隔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鸣。

“我们站在了《红楼梦》这部巨作的肩膀上，我们的
根永远深系着传统，但是我们面向的观众和创作的方
向是未来。”李超说，我们往前走了一步，用我们的方式
去解读了它；但我们也退了一步，还原了原著里的一些
场景描述、时代背景和一些特色文化符号。

以灵活的创排机制解放艺术生产力。2019 年，经
江苏大剧院年轻文化工作者集体投票，《红楼梦》被票
选出来，成为该剧院要制作的下一部演出 IP。没有班
底的江苏大剧院大胆提出“以顶尖舞蹈家引领共创、集
优秀院校舞者支撑共建”的创排思路，邀请了青年舞蹈
艺术家、导演黎星和李超共同执导，集结了堪称占中国
舞蹈界半壁江山的新生代舞者和创作者，并最大程度
把创演主导权赋予导演、编剧、作曲、舞者。

而纵观近年来爆款舞剧的背后，都有优化文化服
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支撑。出品《只此青绿》的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不断加强与地方机构合作，形成了“主
创+主演+合作院团”的模式，提炼出多地代表性主
题。《咏春》则形成给支持—给创作空间—出品后扶持
传播的闭环，相关专家将这种生产创作模式概括为“政
府推动＋市场运作（剧院运营＋剧团＋外脑）”。

廖屹表示，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成功实践，让江苏
大剧院探索了一条联合多个制作方为主创模式、以打
造生产型表演艺术中心为主要目标的原创剧目生产制
作路径。“体制机制应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人出作
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始终是我们创作的
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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