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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平

9月26日和27日晚，在黑龙江大学音乐厅
里，来自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的社会各界人
士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场黑大版话剧《雷雨》。

精准的布景，大提琴和古典吉他的配乐，
演员投入的表演，将观众带入作家曹禺创作
的情境中。高潮处，雨声大作，主要人物通通
撕下面具，走向无奈的命运……沉浸在剧情
中的观众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

黑大版《雷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省
图书馆萧红纪念馆作家专区将黑大版《雷雨》影
像永久收藏，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馆长王海冰
为《雷雨》公演题字“经典雷雨，情动人间”。诸多
高校抛出橄榄枝，“到我们学校演一场吧！”

学生剧团挑战经典大戏

高校师生怎么想起来排演话剧，他们如
何支撑两个小时的话剧？该剧总策划、黑大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实践教学中心主任叶红
表示，选择排演《雷雨》缘于“让理论走向实
践，把课本搬上舞台”这样一个想法，但真正
实践起来，困难和挑战也随之而来。

2015 年，在叶红的实践课堂上，几位同
学上演“《雷雨》第二幕”大受欢迎。由此，排
演《雷雨》全剧被提上日程。怎么演？找谁
演？全都是问号。9月底，文学院成立以实
践教学为宗旨的幕启戏剧社，排演《雷雨》成
为第一个重任。

大家都没有排戏经验怎么办？他们请来
本校艺术学院影视戏剧表演专业课教师苏建
华任导演。苏老师自此过上“三位一体”的日
子：当导演，演繁漪，教表演。

导演确定了，谁来演？戏剧社发出征集令，
最后敲定由魏永生、苏建华、贾雨薇、伊宸廷等老
师和焦琪、王世玉、崔继文等学生为主演班底。

剧本，他们选择 1993年青艺版的“没有
鲁大海的《雷雨》”，原剧三个小时，经他们删

减，留下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部分以及用来起
承转合的情节。

接下来就是艰苦的排练。每周两到三
次，每天从 18时到 22时，他们像专业演员那
样分析人物性格、揣摩动作、对台词。2个小
时的黑大版《雷雨》最终走上舞台。这一创
举，在东北高校中首屈一指。

学生剧团演出意义何在

叶红直言，排演《雷雨》对参演师生来说
是重要的生命体验。

幕启戏剧社副社长封月说，排演《雷雨》的
过程，使我们逐渐剥掉人物的铠甲和面具，看
透人物的内心，我们把《雷雨》带上舞台，不单是
给观众表演，更是给观众看一个个真实的人。

2015 级新生文世贤被任命为副导演。
她说，开始她并未深入研究复杂的人物关系，
慢慢地，她开始学习如何制作话剧，从帮助演
员对台词到帮助演员抠表情，从预算制作到
道具服装采买……她从副导演的角度感受着
戏剧的温度和力量。鲁侍萍扮演者大三学生
崔继文说，我喜欢表演，每次一到排练室，就
觉得我的世界回到了身边。

呼兰河读书会会长章海宁说，经典戏剧
《雷雨》经学生剧团成功上演，使人耳目一新,
这样高水准的演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哈尔滨
文化市场的空白。

一群业余演员的专业追求，一场师生同台
的跨界组合，一部经典剧目的青春演绎，一个文
科学院的实践尝试，黑大文学院的尝试不但推
出了一部经典戏，还为学生找到深入文学作品
的捷径，并为教师拓展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29 日晚，呼兰河读书会将与幕启戏剧
社、慧文书院联合举办“《雷雨》的台上与台
下”座谈会，邀请幕启戏剧社、作家学者深度
解读经典《雷雨》的戏里戏外。看来，黑大版
《雷雨》引发的热潮远远没有结束。

图为黑大版《雷雨》剧照。

从校内课本剧到公演舞台大戏

黑大排演《雷雨》的背后

□本报记者 晁元元

10月 1日和 3日，中国国家芭蕾舞
团的《红色娘子军》和《鹤魂》将登上哈
尔滨大剧院的舞台。当家掌门冯英演
出前匆匆赶至家乡哈尔滨，为舞蹈爱
好者们举办名为“以现代芭蕾《鹤魂》
向经典芭蕾《红色娘子军》致敬”的讲
座，并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
座尾声，冯英带领全场人以芭蕾的手
势语汇表达“我喜欢跳舞”，面对闪光
灯，她的优雅神采乍又显现。

记者：《鹤魂》讲述的驯鹤姑娘的
故事，发生在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
区，作为《鹤魂》总编导，您如何带领团
队围绕“人鹤情、大爱魂”这一主题，用
芭蕾形式呈现鹤的肢体形态，展现自
然之美和人性之美？

冯英：芭蕾舞剧《鹤魂》创作灵感
来自旅行“偶得”。2008年中芭小分队
在扎龙自然保护区见到丹顶鹤，那修
长婀娜的身影和振翅高飞的英姿给我
们以震撼与感染：原来鹤是天生的芭
蕾舞者！当时我许下心愿，要编创一
部以“鹤”为主题的芭蕾舞剧，用芭蕾
语汇塑造丹顶鹤纯洁高雅的形象。

这部芭蕾舞剧历经 7 年蛰伏和打
磨，创作团队 4次赴扎龙自然保护区实
地采风，揣摩丹顶鹤的形态习性，了解
养鹤人的辛勤劳作以及人鹤情感故
事，为创作汲取养料，正是艺术家心中
充盈着对人鹤大爱情怀的敬意，才逐
步寻觅到爱鹤之“魂”根源所在。

剧中，出自养鹤世家的梦娟，怀揣
与鹤为伴的梦想，毕业之际惜别恋人
返乡逐梦。在鹤场艰苦的环境中，梦
娟经过努力赢得鹤群的信任，却在一
场暴风雨中为保护受伤鹤王身陷沼泽
遇难。梦娟爱鹤之心幻化为魂召唤鹤
群，久久不愿离去的鹤王与梦娟之魂
惺惺相惜。《鹤魂》呈现的是一场对青
春与生命的礼赞，是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讲，现
代芭蕾《鹤魂》与经典芭蕾《红色娘子
军》一样，传递着一种信念，人应该有
献身理想、回馈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我是从黑土地走出的人，如果说

《红色娘子军》让海南岛的万泉河、木棉
树走向世界，我用《鹤魂》向家乡致敬，
也把家乡人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记者：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蜚
声海外，到《牡丹亭》的后现代实验，又
到冰城上演的《鹤魂》，中芭一直在走
芭蕾民族化道路，中芭近年在打造中
国题材原创舞剧和东方芭蕾语汇等方
面做了哪些有益探索？

冯英：《大红灯笼高高挂》欧洲巡
演时，意大利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改
革开放后艺术作品的最高呈现”。《牡
丹亭》传达中国传统美学理念，在许多
舞评人心中，可与经典舞剧《罗密欧与
朱丽叶》媲美。

丹顶鹤在中国象征吉祥、高洁、忠
贞，芭蕾舞剧《鹤魂》以“人鹤情、大爱
魂”的主题，体现的是“鹤如我、我如
鹤”的“天人合一”的东方情感。作为

“自然界的舞蹈家”，丹顶鹤以优雅独
特的体态入舞，似乎要改变中国观众
心中芭蕾与天鹅之间根深蒂固的联
系，同时，秧歌和街舞语汇的植入，也
体现中西融通的艺术视野。睿智灵动
的编舞风格，为整部舞剧带来时尚、现
代的气息和国际化制作水准。

记者：作为第三代“琼花”代表,“琼

花”是您芭蕾人生的重要舞台形象，《红
色娘子军》则是中芭镇团之宝，在几代
中国观众心中，它是一种青春追忆，也
是一种精神慰藉，您认为《红色娘子军》
52年久演不衰的魅力在哪里？

冯英：《红色娘子军》成为中国芭
蕾舞史上的重要符号，不仅因为它革
新了舞蹈语汇，更因为它让更多人了
解到芭蕾舞的使命感，而新一代观众
则爱它舞段的丰富性，音乐与舞蹈的
高度契合。在当代语境下，有人欣赏
它诠释的战争美学，也有人单爱它的
画面变幻。

《红色娘子军》52 年累计演出近
4000 场，1992 年复排后每年都会在世
界各地收获掌声，它骄傲地保持着初
创的面貌。在国际舞评家眼里，它的
中国戏剧走向和叙事风格，打破了古
典芭蕾的束缚。在法国巴黎歌剧院上
演时当地人感慨，“它的音乐昂扬激
越，让人想起《马赛曲》，衬托出男主人
公的有智有谋和英雄主义气概。”在林
肯表演艺术中心演出时，他们又惊诧
于手动绘制的布景。

记者：从白淑湘、赵汝蘅等前辈开
始，五代琼花驰骋中国芭蕾舞台，每一
代都有新的阐释，新的亮点，请您评价

新一代琼花的风格和特色。
冯英：《红色娘子军》是各代中芭

演员的必修课，它几十年的演出历史
也如人的一生，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
个性和风采。从气质上看，第一代更
接近舞剧描绘的时代，每一代琼花会
为角色注入不同的新鲜气息和时代内
涵，新一代的琼花充满朝气，审美也更
接近国际视野。

记者：有人说，芭蕾作为独特的艺
术表现形式，是用肢体和脚尖的艺术
表达纯美的情感，请谈谈在中国，芭蕾
如何走出象牙塔，让更多的人喜爱？

冯英：2010年，中芭芭蕾创意工作
坊应运而生，这一创意构想使中芭进
一步将艺术与市场接轨，使之成为中
芭的有效品牌。“三足鼎立”是中芭近
年来的重要方向：一是创作以中国题
材、中国传统文化为蓝本的原创舞剧，
如《红色娘子军》、《牡丹亭》等；二是保
留古典芭蕾剧目，舞者需要跳古典芭
蕾提升基本功；再就是现代芭蕾作
品。中芭始终努力使芭蕾艺术能够在
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以便让更多的百
姓欣赏到芭蕾的独特魅力。

上图为冯英。本报记者 晁元元摄
下图为芭蕾舞剧《鹤魂》剧照。

将家乡故事讲给世界听
访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