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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族舞剧《孔子》下月底亮相济宁大剧院

演绎孔子周游列国的传奇经历演绎孔子周游列国的传奇经历

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
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孔子第
77代后人孔德辛执导的大型

民族舞剧《孔子》将在济宁大剧院震撼上演。
此次演出作为舞剧《孔子》十周年纪念巡演，五
年后再次回到济宁，既是一次“家的回归”，也
是世界文化名片的又一次展示。

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儒家
文化的厚重底蕴、圣贤孔子万世师表的人格魅
力……舞剧《孔子》于曼妙舞步轮转间，让沧桑
历史轻巧释放，在感动心灵的同时，带给观众
视听上的强烈冲击，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
考和追问。

舞剧《孔子》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并演
出，集结了成熟的创作团队和制作班底，百余
名演职人员不仅为观众创作和演绎了文化艺
术精品，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国际，使
它成为舞蹈界炙手可热的“爆款”剧目。

总导演孔德辛表示，她对于该剧的创作
有着特别的感受。孔子心中坚守的那个

“道”，在那个时代可能不被理解，这部舞剧就
是想讲述他的坚持、他的旅程，以及他在人生
险境和困境中的姿态。

自2013年巡演以来，舞剧《孔子》演出
400余场，曾荣登世界舞台——纽约林肯表
演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马林斯
基剧院等。所到之处，观众皆为之倾倒，被奉
为值得反复观看的经典之作。

该舞剧集中国古典舞蹈美之大成，回望
圣人历经坎坷的一生，如今再次回到“孔孟之
乡”济宁，回到中华民族始祖轩辕诞生地，回
到“故里”。下月底，我们一起跟随舞剧，走进
孔子毕生追求的大同世界。

本报记者 王艳茹

孔子起舞，是文化之舞，也是理想
之舞。自2013年面世之后，十年来在
世界各国陆续巡演，《孔子》已然成为
一张文化名片。

舞剧开篇，一段《执羽舞》再现了
孔子心中的乐舞制度。羽舞，是周代
六小舞之一，作为文舞的一种，主要起
到教化贵族子弟的作用。但是，舞剧
《孔子》并非复刻祭孔乐舞，在很大程
度上仅以羽舞为创作灵感，用当代视
角将舞蹈的视觉美感与戏剧功能放在
首位。舞段没有严格遵循佾舞的创作
要求，也没有严格执行右手执羽、左手
执籥的礼仪规范，而是用整肃、端正、
清明、井然有序的舞蹈将观众带入孔
子心中大同世界的文化氛围。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伴随着《采薇》的吟
唱，一列“玉人”缓缓走出。这一舞段
与先前的周代雅乐形成了反差和对
比。利用“翘袖折腰”的典型形态和汉
唐舞的体态动律，将民间乐舞中的质
朴、清丽呈现于舞台上，也以此塑造出
孔子理想中礼清乐明、百姓和乐、尽善
尽美的景象。

第四幕《仁殇》中的“幽兰操”，可
谓是整部剧最振奋人心的部分了。男
低音吟唱出原诗中的“世人暗蔽，不知
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的情景，
由“孔子”独舞进展到“扬扬其香”的
男子群舞，运用汉唐的博袖张扬彰显
孔子博大的胸襟，直达孔子关于人生
境界的畅想。“幽兰操”不再是自怜自
哀的叹息，而是老骥伏枥、任重道远的
高昂颂唱。

1 舞台装置力图还原春秋气韵

舞剧《孔子》讲述的是孔子“封圣”之前的故
事，用充满情感的肢体语言表达了孔子的喜怒
哀乐，用丰富的音乐旋律和舞台意象呈现他的
情感世界，将孔子儒雅端庄的仪表、炽热踌躇的
内心淋漓展现，还原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孔子。

全剧分为《问》《乱世》《绝粮》《大同》《仁殇》
和《乐》六个篇章，通过“玉人舞”“幽兰操”“采薇
舞”等精妙舞蹈编排，串联起孔子参政进谏、周
游列国、危困绝粮、弦歌幽兰、晚年归鲁、删改
《诗经》、撰写《春秋》等经历，表达孔子对“仁政”
的不懈追求。

“《孔子》是一部舞剧，更是一部历史。它既
有中国传统歌舞形式的铺垫，又融合了很多现
代舞和民族舞。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
表达了孔子‘大同’的精神主张。”济宁大剧院工
作人员徐程楠告诉记者。为了让舞剧更充分地
贴近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主创团队查阅了大
量历史资料。舞台装置以文物原型为基础进行
设计，大到壁画，小到桌榻，力图还原春秋气韵。

音乐上，该剧将民族乐器和交响乐融合，既
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范儿。在尾声《乐》篇章
三千弟子齐颂孔子语录时，音乐与舞蹈相呼应，
感染力十足。所有的舞者身着白色纱衣，手拿
书简，抖起宽袍大袖，以恢弘的气势展现了中华
民族对儒家思想的精神传承。《孔子》作曲者张
渠将不同音色的民族乐器融入音乐，令观众仿
佛置身春秋时期的“金声玉振”中。

2 打造中国古典舞剧的

“百科全书”

3 《孔子》将传统文化推向国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