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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金陵十二钗”为主要人物

齐鲁晚报：轻撩帷幔，静推屏风，“金陵十
二钗”身着鲜艳华服，翩翩起舞，红楼之景如
油画画卷般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民族舞
剧《红楼梦》以宝黛钗爱情为主线，以“金陵十
二钗”为主要人物进行构思创作，是不是基于
民族舞剧的舞台呈现与传统经典文学的最佳
结合？

黎星：我们年青一代的创作者，不敢说什
么样的方式就是最佳的，如果我们知道最佳
了，那就有创作的捷径了。我们是在用自己的
方式适当地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表达，也就
是当代的、现代的视角。

拿到《红楼梦》这个文本以后，我们想的
是怎么把宏大名著展现在舞台上。我个人认
为，舞剧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复杂的叙事。在做
剧本时，我认为更多的是在原著中找一条明
朗的故事线，要符合戏剧的逻辑、情感和情绪
逻辑，而12个姑娘的命运这个逻辑感会更加
强烈，作为舞台语言也会更丰富，所以选择了

“金陵十二钗”来入手去找舞台的形式感。
齐鲁晚报：您刚才说到当代的、现代的视

角表达，作品在呈现“金陵十二钗”人物的个
人命运时，如何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黎星：民族舞剧《红楼梦》突然被大家喜
爱，观众有那么热烈的反响，首先归功于经典
文学《红楼梦》本身。拥有两三百年历史的《红
楼梦》有时间的根基、积淀，有大量的观众了
解并喜欢这部作品。

民族舞剧《红楼梦》有十二个舞段各有
题名，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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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独立又串联成篇。
我们的作品更多的是把很多原著里戏剧化
的内容意象化地表达出来。比如“省亲”一
章，宝黛钗三个人对于一杯酒喝与不喝的那
种“半含酸”状态，很好地用舞蹈呈现在舞台
上。

观众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他们自己就
会有解读的方式，所以民族舞剧《红楼梦》还
是要依托于名著，把故事打造好。

其次，民族舞剧《红楼梦》是对于中国传
统美学极致的提炼和呈现。从观众体验感上
来说，要让观众有非常强烈的美感，是不可或

缺的。有了名著戏剧逻辑的厚重铺垫，以及我
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极致表达，两者相结
合，观众看得懂，也觉得好看。

带着曹雪芹、贾宝玉的眼睛

齐鲁晚报：民族舞剧《红楼梦》表现贾宝
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等女性的相遇相知，以及

“金陵十二钗”的命运起伏。作品依照原著打
造了各具性格特色的鲜活女性群像。用当下
观点来看，民族舞剧《红楼梦》是女性视角、女
性表达的作品，在这方面创作时是如何考虑
的？

黎星：创作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戏剧文
本是在2020年，并没有因为当下在讨论女性
力量这件事情，就要去贴合这个主题，我们的
作品一直是带着曹雪芹的眼睛、贾宝玉的眼
睛，去看大观园里的这群姑娘。他们视角里的
这群姑娘，就像《红楼梦》开篇对十二钗的描
写一样，这是一群温文儒雅、温婉如水的姑
娘。我们就是在用原著的视角去解读这群姑
娘那稍纵即逝的美好，她们在贾府曾拥有烈
火烹油式的繁华，经历大厦倾覆的幻灭，我们
所要做的是把原著中宏大的文学意境、美学
特质舞台化。

作品的力量来自经典文学原著带给我们
的力量，我们也加入了对这群姑娘的爱。“团
圆”篇章，再现了贾宝玉心中最美好的大观园
盛景。没有时间、地域和空间概念的“花葬”篇
章，是更当代的舞台语言，但不是现代舞，更
像是原始祭祀舞蹈，是身体本能冲动的呈现。
它不是某个时代的特殊表达，那是人性本身
的力量表达。这种舞台呈现，是不是比《红楼
梦》的古典来得更现代？那我觉得它可能比

《红楼梦》本身的古典更往前走了。

寻找与原著相符合的逻辑

齐鲁晚报：最难创作、排练的篇章是哪
些？

黎星：是找到“金陵十二钗”齐舞的时刻。
我们要尊重原文，因为年龄差异，小说中“金
陵十二钗”没有同时可以凑齐的时候。我们在
排练中，总是觉得不满足，舞台美得不够极
致，美得不够强烈。我们重新阅读小说，突然
发现贾母让惜春绘制了一个大观园的全景，
我们就在想，惜春画画的时候，一定少不了最

重要的12个姑娘，每一种不同的美一定会展
现。我们的作品中，刘姥姥来到大观园，看到
了惜春画的这幅画，从而找到了“金陵十二
钗”齐舞的理由，而且是合理的，也尊重了原
著的逻辑。

民族舞剧《红楼梦》非常受欢迎的“游园”
篇章中，“金陵十二钗”的妆容造型各不相同，
史湘云醉卧芍药丛，宝钗扑蝶，惜春作画等，
构建了像长卷画幅一样的舞蹈片段。

我们在设定舞台呈现的时候，寻找与原
著相符合的逻辑，我觉得是最难的，但一旦找
到了，我们也会有很强烈的满足感。

做演员、做导演是两个视角

齐鲁晚报：您既是导演又是宝玉扮演者，
双重身份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叙述空间的
拓展，可以把控、表达的东西更多了呢？

黎星：导和演其实是两回事。虽然都是在
一个剧目里，站在一个表演者的角度时，需要
的是角色的眼光；做导演的时候，需要站在全
局看每一个细节，所以这其实是两个视角。

既做演员又做导演，有很有利的一面，在
导戏时可以借助贾宝玉的眼光去看待整个氛
围；在演戏时，又可以知道舞台发生了什么，两
者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效果。民族舞剧《红楼梦》
并不是我第一次又导又演的作品，已经是第三
部了，角色转换的过程，对我来说并不是困难
的事情。

齐鲁晚报：我们都知道，您是众所周知的
“大满贯”型选手，不仅在国内顶级舞蹈赛事
上斩获颇丰，还是中国首位国际六项舞蹈大
奖的获得者。近年来，您创作了《火车站》《大
饭店》等受欢迎的舞蹈作品，接下来有什么演
出或创作计划？

黎星：我从2018年成立工作室做了第一
部作品《大饭店》开始，又陆续做了《火车站》

《红楼梦》等作品，四年多的时间创作了四台
戏。今年剧场迎来了观众，我们会带着四台戏
去演出，同时我们收到了很多国际邀约，会带
着这些作品开始国际巡演。

今年，《火车站》《红楼梦》《大饭店》以及
我参演的一些作品，比如《沙湾往事》《天路》
等，都会开始在不同城市、不同剧场跟大家见
面。《沙湾往事》会迎来10周年庆典演出，《大
饭店》会迎来百场庆典演出，《红楼梦》也会迎
来百场纪念演出，很多作品都会迎来一个阶
段性收获，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近日在山东省会大剧院连演三场，观剧气氛热烈，作品得到诸多好评，观众为这场视觉文化盛盛宴喝彩。
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主线，以“金陵十二钗”为主要人物，精选原原著重要情节，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叙事特色，以青年

艺术家的舞蹈语汇、创作思路和创新的舞台表达，打造成彰显中国审美旨趣的民族舞剧精品佳作。
该剧由黎星、李超两位青年舞蹈艺术家、青年导演共同执导，还邀请了国内一流的创作团队、艺术家加盟。剧中演员会会集“90后”新生代的杰出代表，这些正值青春、风华

正茂的年轻舞者，再造了“大观园”中青春王国的奇迹。作品精美的服化道、审美做到极致的舞台呈现，以及对《红楼楼梦》人物的精彩刻画，在社交平台引发一波又一波热议，成
为受年轻人喜爱的舞台作品。

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济南演出期间，齐鲁晚报记者专访该剧导演之一、贾宝玉扮演者、青年舞蹈艺术家黎星，了了解这部让人惊艳的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专访舞者黎星：

舞剧《红楼梦》呈现极致的传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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