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讯 11 月 23 日下午，中
国舞协代表团认真审议了赵实同
志于 23 日上午所作的工作报告
和《章程（修改草案）》。

冯双白、贾作光等代表一致
认为，工作报告鼓舞人心，章程的
修改坚持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
则，与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内在精神贯通，更体现了十七大
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发展
的精神。

高艳津子代表表示了自己第
一次参加文代会的激动，希望在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时

刻，让现代舞融入这个大潮。赵
士军代表结合中国舞协“荷花奖”
艺术团在美国的“锦绣中华”演
出，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强
调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要主动走
向世界，国外的观众喜爱也迫切
需要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苏自
红代表认为工作报告关系每一个
文艺工作者的点滴细节，作为战
斗在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有义务
把第九次文代会的会议精神带回
学校，并落到实处。何利山代表
由工作报告中“广泛开展对外交
流活动”，联想到东方歌舞团代表

国家面向世界、应对各种国际事
务时的情节，指出中国舞协要带
着舞蹈界站在改革前列，使创作
热情和艺术作品完美融合到一
起。

11 月 24 日晚，北京梅地亚中
心宴会厅宾客满堂，中国舞蹈界
联谊会在暖意洋洋的氛围中举
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杨承志、
李前光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九次
文代会舞蹈界的代表们共同联
欢。联谊会上，舞蹈界的代表们
用饱含深情的话语抒发舞蹈人对
第九次文代会的衷心祝贺，用充

满感恩的舞蹈表达对党和国家的
真挚祝福。年近九旬的舞蹈界泰
斗贾作光代表与年轻一辈激情互
动；陈爱莲代表魅力不减当年的
舞蹈功底令人折服；冯双白代表
题为《朋友》的诗朗诵与高艳津子
代表的现代舞表演完美融合；迪
丽娜尔代表献上的新疆舞蹈醉人
心脾；各地代表即兴表演的民族
民间舞蹈“大串烧”点燃全场。联
谊会沉浸在一片舞蹈的海洋中，
代表们载歌载舞地欢呼着文化大
发 展 大 繁 荣 时 代 的 来 临 。

（文 希）

中国舞协代表团热议工作报告
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欢歌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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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为热烈祝贺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
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
利召开，上海歌舞团携新版
舞剧《舞台姐妹》进京，于 11
月 25 日、26 日在天桥剧场公
演。

舞剧《舞台姐妹》取材于
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同名电影

《舞台姐妹》，以大上海的历
史、文化、风物为背景，首次
以舞剧的形式，以舞蹈的肢
体语言，言说和表现那个对
人性有深刻理解、曾感动了
一代人心灵的故事。该剧通
过表现越剧戏班里春花和月
红姐妹二人的不同演艺经历
和生活态度，以及她们身处
的 各 种 势 力 复 杂 较 量 的 社
会，艺术地呈现艺人名伶世
界红尘与清流的两重天地、
两种抉择，用舞蹈去追寻表
现 当 年 姐 妹 血 浓 于 水 的 亲
情，以唯真、唯善、唯美为艺
术宗旨，突出该剧“清清白白
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思想
主题，从而产生了鼓舞当代
青年树立正确、积极、健康的
价值观和人生信念的社会效
益和教育作用。

该剧编剧冯双白，导演
丁伟，艺术指导陈飞华，作曲
李沧桑，舞美灯光设计萧丽
河，服装设计宋丽。全剧由
序幕、尾声及其中的 4 幕组
成，结构方式中正。情节和
人物形象通过不同形式的舞
段表现，场景连贯流畅，切换
新颖紧凑而又富于戏剧性，
在每一个环节的处理上都精

益求精，合情合理。舞剧语
汇方面，编导注重多方嫁接
民族的、民间的、现代的、都
市的舞蹈语汇，以特色鲜明
的舞段营造大上海海派文化
氛围和情景。其中的一些华
彩舞段，如《伶人识字舞》《爱
情双人舞》《姐妹“并蒂莲双
人舞”》，3 段别有丰韵的《十
八相送舞》、都市青年舞等皆
新颖别致，赏心悦目。

舞剧《舞台姐妹》是中国
文学艺术基金会投资原创的
第一部舞剧，由中国文学艺

术基金会、中国舞蹈家协会、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歌
舞团有限公司联袂出品，是
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近年来
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力作。
自 2009 年首演以来，主创艺
术家殚精竭虑，再三打磨，将
精雕细刻后的最新版《舞台
姐妹》带给广大观众，许多观
众在观看时被剧中的姐妹手
足情、俗世物欲的诱惑与挣
扎、艺术境界的向往追索深
深打动。

（雪 心）

舞剧《舞台姐妹》晋京演出

12 月 12 日，中国文艺家之家
会议厅热闹非凡。京皖两地的专
家、学者、花鼓灯民间表演艺术家
以及年轻一代的舞台表演艺术家
济济一堂，举行中国花鼓灯艺术保
护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舞蹈家
协会、文化部非遗司、安徽省文化
厅、安徽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舞协
名誉主席白淑湘，中国舞协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冯双白，中国艺
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安徽省
文化厅厅长杨果，中国舞协分党组
副书记、秘书长罗斌，副秘书长李
甲芹、李淑芬，安徽省蚌埠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王勇勇等出席了会
议。

罗斌主持会议，与会专家首先
对安徽蚌埠市文化局局长谢克林
长期对花鼓灯艺术作出的杰出贡
献给予高度肯定。冯双白回顾了
谢克林毅然放弃深造机会，全心投
入花鼓灯艺术研究，终成花鼓灯保
护专家的学术探索历程。

白淑湘阐明了花鼓灯艺术申
报世界非遗所具备的文化、地理、

人文以及政策上的优势，希望花鼓
灯艺术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遵
循艺术规律快速发展。杨果将花
鼓灯定义为既乡土又经典、既复合
又纯粹的艺术形式，呼吁大家高度
重视它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让
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走得更
快、更好、更远、更美。王勇勇则从
地理、文化方面介绍了蚌埠，继而
介绍了作为蚌埠最有影响的文化
品牌——花鼓灯，表达了加强花鼓
灯艺术研究、保护与传承的决心。
谢克林在发言中总结了 60年来花
鼓灯的传承及发展情况，重点强调
注重民俗活动中花鼓灯文化空间
的保护与延续。其间提及吴晓邦、
资华筠等先生的帮助，动情之处几
度哽咽。

在花鼓灯艺术的保护方面，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长朴
永光提出将不同功能、不同类型、
不同空间的花鼓灯艺术，进行多
空间的保护与发展；中国艺术研
究院舞研所副所长欧建平提出设
立考级以及国内、国际比赛方式
保护发展的建议；北京舞蹈学院
副教授潘丽则肯定了花鼓灯艺术

在保护与传承中牢牢抓住了自娱
性以及完整性形式的正确保护方
法，鼓励其推广；《舞蹈》杂志执
行副主编杜晓青、安徽省舞协秘
书长邓晓焰、安徽省文化馆副馆
长丁佩玲等人提出生态村以及数
字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问题；《舞
蹈》杂志社社长赵士军强调花鼓
灯在活态传承中三维构建；安徽
艺术研究院院长李春荣、安徽省
凤台县文化局局长李白月等指出
目前同质化的传承现象比较严
重，提出对花鼓灯要歌、舞、戏全
方位的保护。

针对花鼓灯艺术的发展问题，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田露希望通过
对花鼓灯自身情感中线性流动的
提炼运用，从舞台表演的层面出
发，展现纯粹舞台化、艺术化的花
鼓灯；《中国舞蹈》专刊主编茅慧提
出花鼓灯这种农耕文化的艺术应
在新时代的技术条件下和文化类
型中寻找到自身生存空间，并建议
可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介，增强其
时代感，让年轻人真正喜欢它；天
天音像公司的徐露莎则更多地从
市场化的角度来考虑，建议将花鼓

灯艺术纳入文化产业，例如普及性
教材的出版等。

罗斌认为花鼓灯艺术前途无
量，作为研究者应遵循保护与发展
并重。现在所看到的花鼓灯多维
度的发展现象也给了一个很好的
启示，就是原来在非遗的范畴是重
申报轻保护，而花鼓灯应在重申报
的同时更重保护。

最后张庆善在总结发言中肯
定了这次研讨会的深度和广度。
指出专家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为花
鼓灯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学
术指导和理论支持。他还提出非
遗申报的过程就是宣传花鼓灯、探
讨花鼓灯的过程，要将申报过程看
得像申报结果一样重要。

会议中间播放了专题片，著名
花鼓灯民间表演艺术家梅其柱现
场表演了即兴创作的“灯歌”；青年
舞蹈演员武帅表演了学院派花鼓
灯舞蹈组合，赢得满堂喝彩。中国
舞协向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
政府赠送“守望精神家园，业绩功
德无量”的锦旗，并授予谢克林“中
国花鼓灯艺术研究保护发展突出
贡献专家”称号。

中国花鼓灯艺术保护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 陈琳琳

中国舞蹈家协会
专 刊

第60期 2011年12月16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41号 邮发代号1-220

11 月 22 日，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祖国
各地的艺术家们身着节日的盛装，
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文艺界的又一
历史时刻。上午 10时，大会开始，
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
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
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席开
幕式。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发
表重要讲话。

下午，与会代表们热烈讨论胡
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由 24 人
组成的中国舞协代表团也畅谈讲
话后的体会。代表们难抑激动的
心情，一致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讲
话高瞻远瞩，是指导文艺工作的科
学理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事
业的高度重视，必将增强文艺工作
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赵汝蘅代表首先带领舞协代
表团再一次认真阅读了胡锦涛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感谢文
艺工作者在“这些年党和国家举办
一系列大事喜事、应对一系列难事
急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给艺术家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感动和触动。贾作光代表认为
胡锦涛总书记肯定文艺事业在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党和人
民给予文艺工作者最高的褒奖和
强大的精神鼓舞，要坚定艺术家不

能离开群众、不能离开生活的创作
宗旨，要把艺术眼光统一到为艺
术、为人民上来，在继承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广
大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可亲可敬、
大有作为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
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使多次参
加过文代会的赵青代表热泪盈眶，
她表示一定要发挥余热，为党和国
家的文化事业坚持做工作，并鼓励
年轻一代要始终保持对党、国家和
人民的挚爱之情，保持纯真的艺术
之心，深入到基层生活中，把人民
满意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陈爱
莲代表认为第九次文代会是十七
届六中全会后国家文化生活中的
又一次盛会，希望舞蹈界同仁认真
研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
将其落到实处，希望舞蹈界秉持纯
洁的创作目的，创作出高质量的传
世之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广
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这
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的思想共
鸣，并对此展开了热烈与深入的探
讨。

白淑湘代表认为胡锦涛总书
记的讲话言简意赅，深入精髓，表
达了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文艺工作
的关心，使大家感到温暖，舞蹈艺
术工作者有使命、有责任立足中华
文化丰沃土壤，从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壤中汲取
养分，形成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舞蹈
文化；赵汝蘅代表认为党中央对文

艺工作者的重视和信任是有目共
睹的，讲话中提到艺术要“文以载
道、以文化人”的理念，更深一层地
点明了艺术对人道德、思想、精神
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强调了文艺
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社会作
用。对于继承创新的关系，她认为
继承就是学习，只有更好的学习才
能有创新，提倡艺术家要通过自身
的努力为社会做出成绩，提高社会
地位。冯双白代表认为胡锦涛总
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对文艺工作
的极大肯定给了舞蹈工作者坚定
的力量。第九次文代会上胡锦涛
总书记的讲话是对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深度阐释，更是对文学艺
术家们的谆谆教诲和深情嘱托。
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四个希望，是在
对当前文艺工作总局势的整体分
析后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历
史责任，从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
本、文化创造、德艺双馨四个方面
对文艺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文
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作为文艺工作者要勇于承担
历史使命，在未来文化发展的征途
上，自觉、自省、自信，清晰认识自
己的文化，认真反省自己的不足，
建立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同时讲话中也点明了文艺界人民
团体的主要任务和作用，以及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也为协会工
作指明了方向。杨丽萍代表以自
身创作经历为例，认为党和国家给
予了艺术家充分自由的创作环境，

“坚持锐意创新”、“不断进行新的
文化创造”将是自己继续创作的动
力，应以此为目标创作出能流传后
世的精品佳作。欧建平代表从文
化传承方面谈文化创造，认为要学
习经典，在继承前人文化创造的基
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并重视舞
蹈理论批评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代表中，年轻一代的舞蹈家在
虚心听取前辈们的发言后也表达
了各自的激动之情。

山翀代表表示胡锦涛总书记
讲话中的“四个希望”、“坚持德艺
双馨”给年轻一代艺术工作者再一
次敲响警钟，在重“艺”的同时，更
应该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德”，在提
高艺术造诣的同时不忘提高文化
素养和道德修养，文艺工作者要铭
记，用实际行动为大众起到示范作
用，而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就是要用

“舞蹈的肢体语言”贴近群众，为人
民服务；刘岩代表通过自己的成长
经历，说明艺术工作者要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抱着谦虚的态
度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
形势下，踏实立足自己的本职岗
位，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发挥主观
能动性，用最实际的工作为国家的
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本次文代会
最年轻的代表、舞蹈演员殷硕作为

“80后”的佼佼者，表示有信心才能
有动力，年轻一代要很好地继承老
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不断思考
不断探索，用积极的状态去大胆地
进行创作。

──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中国舞协代表团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感动中学习 在希望中奋进
□ 孙 茜

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
广东省舞协举办的“广东舞蹈一代
宗师梁伦舞蹈作品（剧照）图片展”，
于 12 月 3 日在广东省文联艺术馆隆
重开幕。当天，前来广东调研的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
正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
实，在广东省文联领导的陪同下到
场观看了展览，并与梁伦进行了亲
切交谈，对梁伦为舞蹈事业做出的
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梁伦，别名梁汉伦。广东高要
人，出生于广东佛山。抗战爆发后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
过 洪 流 剧 团 、复 兴 剧 社 等 进 步 团
体。曾执导过中外名剧多部，同时
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戏剧理论并向
吴晓邦学习舞蹈，向英国戴莱夫人
学习芭蕾，从而打下了深厚的戏剧
及舞蹈基础。曾先后创作了舞蹈

《渔光曲》《卢沟桥问答》《饥饿的人
民》《希特勒尚在人间》，小舞剧《五
里亭》，大型儿童舞剧《幸运鱼》等
大量作品。1945 年在昆明与陈韫
仪、游惠海、胡均、倪路等创立了中
华舞蹈研究会，积极开拓新舞蹈艺
术，配合昆明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
运动。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搜集、
改编民间舞蹈《阿细跳月》《撒尼跳
鼓》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华南文工团舞蹈部长、编导。1953
年后，先后担任华南歌舞团团长、
艺术指导。他创作的大型舞剧《乘

风破浪解放海南》《牛郎织女》《燎
原火炬》《珍珠》《南越王》等作品获
全国或省的奖励；舞蹈《红花舞》

《绣花舞》《阿细跳月》分别参加了
第三届、第五届、第八届世界青年
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演出。歌
舞《娶新娘》、舞蹈《红花舞》《绣花舞》
等被收入电影《南方之舞》，发行海
外。曾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文
章 300 余篇，出版了文集《舞梦录》和

《我的艺术生涯》。1959 年创办了广
东舞蹈学校，兼任校长。1978年他领
导创办的广东舞蹈理论刊物《舞蹈研
究》和《舞蹈摘译》在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1996 年因为中国舞蹈艺术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获得广东省第五届鲁
迅文艺奖。在半个世纪的创作演出
活动中，他努力开拓新舞蹈艺术，积
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早期率先发掘
民族民间舞并将其改编后搬上舞台，
在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舞剧以及开
拓和打造的广东舞蹈理论和舞蹈教
育基础方面，均做出了杰出贡献。
2009年，梁伦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
终身成就奖”。

在开幕的当天上午，广东舞蹈界
老中青三代近 200 多名舞者齐聚一
堂。有年过半百的华南歌舞团的舞
蹈老前辈，也有来自广东舞蹈学校的
小舞者。小舞者们在梁伦身边亲耳
聆听老校长讲述当年舞蹈的历史，纷
纷立志要好好学习，不辜负舞蹈前辈
们的殷切期望。

舞蹈学子与梁伦在图片展现场合影 陈小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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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中国舞蹈》》专刊的广大读专刊的广大读
者朋友者朋友，，值此新年春节临近之值此新年春节临近之
际际，，我刊全体同仁向大家致以我刊全体同仁向大家致以
最诚挚的新年问候最诚挚的新年问候，，并给您拜并给您拜
个早年个早年！！感谢您多年来对我刊感谢您多年来对我刊
的关注和支持的关注和支持。。

20122012 年年，，我刊将以更加丰我刊将以更加丰

富多彩的服务方式和报纸内容富多彩的服务方式和报纸内容
为广大读者服务为广大读者服务，，特此于特此于 20122012
年年 11 月停刊一期月停刊一期，，22 月继续出月继续出
报报。。

《中国舞蹈》专刊编辑部
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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