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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得红

王海燕

  

夜色渐稠，从群星剧场走出，看见新
宁广场上消夏的人们还三三两两在幽暗
的灯光下转悠，四周高楼上灯火闪烁迷
离，如悬浮在空中的另一条星河。恍惚
感觉，我是一条远古彩陶盆里的鱼，游
进了二十一世纪，游进了一座现代化的
城池。在时光魔法师手中，一切都变幻
不定，连那城北的丹崖也一会儿闪出一
尊石佛，一会儿耸起一座赭色城堡，而
那条穿城东去的湟水涛声依旧，还偶尔
哼起彩陶古老的歌谣……

追随着那位手持陶罐的现代舞者，大
幕徐徐开启，瞬间穿越时光隧道，我就站
在了数千年前的湟水岸边，一幕幕远古先
人的生活图景豁然眼前，我听见沉闷的虎
啸，凄厉的鹰笛和狩猎的呼号，撼人魂
魄，炙烤的焦辛、兽皮温暖的膻腥以及各
种草木野果的清香萦绕、充溢鼻端……

这是一出以彩陶为载体、为轴心，以
泥土与火焰为灵魂的舞蹈诗剧——《神农
河湟·彩陶神韵》，诗意地再现河湟文明曙
光初临时刻，讴歌古羌族群冲破鸿蒙、追
逐梦想、创造新生活的照亮河湟星空、永
不熄灭的精神燧火。

那位仪表端庄凝重的部族女首领，手
持牛首图腾从山间走来，观摩一场盛大的
庆典，不知是抵御外敌入侵班师凯旋，还
是一场收获丰硕的围猎，那野性的呼唤，
山呼水应，如虎啸鸣，如鹰唳号，惊天动
地。我恍惚看见传说中的西王母或那位踞
西海而牧的万帐女王德钦旺姆，还有那位
带领先民走出混沌的神农，据说是他最早
从泥土与火焰中发现了陶器。是新石器时
期吧，那一定是先民至高无上的男神和女
神。

其时，进入温润暖和的河湟谷地的先
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也许是来自泥
土的馈赠，也许是来自火焰的启示，一团
泥在一双手中成形，在一粒爝火中升华，
照亮了远古历史幽暗的天空，也必将穿透
时间坚硬厚重的壁垒，照进遥远的未来。

篝火在湟水波涛上跳跃，星星在墨蓝
的天空里跳跃，杭育——杭育……一队披
兽皮、着草裙的人临水踏歌起舞，被熊熊
篝火投射进湟水的波心里。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精美绝伦的舞蹈

盆诞生在河湟谷地，曾盛放过湟水、星
星、月亮、鱼儿、青蛙许多梦幻，走过了
千年复千年，好似一朵巨大的赭红色莲
花，开放在今夜一座舞台的中央。窑火通
红，星光闪耀，莲花绽放，每一叶莲花瓣
上是五位联手起舞的舞者。我曾在一篇写
柳湾彩陶的随笔中写到过——

制作那个舞蹈盆的则是一位富有诗意
的制陶工匠，那临水踏歌起舞的旋律回响
至今，使人容易联想到柴可夫斯基的 《天
鹅湖》 和湖边翩翩起舞的四只小天鹅，优
美，轻盈，欢快，奔放。而舞蹈盆中的舞
者是三组五人，学者说舞者臀部那物件是
尾饰，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这是数千年
前河湟先民歌舞的珍贵留影，神秘，浪
漫，灵动，鲜活。

夜晚，鬣狗在远山嚎叫，湟水鱼在水
中巡梭，晚霞映红了河流，河岸边一处处
猩红的篝火升起来了，一些部落的人们围
火烤吃食物，然后载歌载舞，直至篝火熄
灭，银河低悬，人们陆续回到各自的巢穴
里去了。而一个制陶的工匠望着远去的湟
水，望着星空，刚才被篝火映照得热烈奔
放的舞蹈仿佛还在眼前晃动……于是，不
久后标志着彩陶文明的代表作舞蹈盆诞生
了。它有着红黏土之胚胎，湟水之魂魄，
古木火之丰采。一道古老文明之光，照亮
了河湟谷地。

又一个夜晚，人们围坐在舞蹈盆前，
你摸摸，他瞅瞅，欣喜地谈论着这件美丽
精致的陶盆。注入盆中的清水，倒映着舞
者，构成一幕水边起舞的生动画面，妙趣
横生。有人晃动了一下陶盆，舞者有了欢
快的动感，愈加栩栩如生，动人情肠。于
是，一场娱神欢爱之舞翩然而起，像陶盆
上点缀的蛙纹一样源源不断，预示着一个
古老部族延绵不绝、穿越时间的旺盛生命
力。

炮制了那个裸体人像壶的人，一定是
个饱含情趣和奇思异想的先生，他是陶匠
中的毕加索，一团泥在他手中阴阳交合，
左右抟拢，诞生了一个神秘的器具，是对
神秘生命的膜拜，还是一时兴起的大胆独
创，直教数千年后的人们仍然兴奋不已，
想入非非……

三四千年前的太阳照着制陶者们。河

湟谷地，气候温润，草木茂盛，如果不是
雨季，湟水清澈见底，野鸭逐波，裸鲤戏
浪。他已经做好的许多陶坯在阳光下熠熠
闪亮，空气中弥漫着烟火与泥土的气息。
现在，他们正在抟弄着陶泥，有时目光离
开陶坯，看着远处几个抱着陶罐的女子走
过。那是一个个长发及腰，皮肤闪亮，体
态优美的女子。她们的鬓角插着一朵野菊
花或龙胆花，她们的陶罐里盛着的也许是
清凌凌的湟水，也许是青春骚动不羁的梦
想……反正那是远古阳光下一个十分诱人的
场景。制陶的艺人灵感勃发，一只只具有创
世意义的舞蹈盆、裸体壶、蛙纹瓮……相继
应运而生。这些陶罐在他们身后几千年，
经历过风雨晦暗，山河板荡，又被二十一
世纪同样的阳光再度照亮。

湟水在这座城市的北边依旧流淌，我
听见黄土深处彩陶流响——湟水，湮过彩
陶的双耳/隐约漂来，三千年前的蛙歌/一
些被打破了，可能是汲水的姑娘和一声哎
唷以及那个神秘时刻，都封进泥土/还有那
么多生命之陶，在无边无际的暝暗里/在骷
髅的眼洞前，开着沉思的花朵……

那是一朵朵劈啪作响舞动的火焰，那
是一个个生命萌动的符号或居所。热烈
曼妙的火之舞掀起了彩陶神韵的一个高
潮 。 一 只 只 滚 烫 的 彩 陶 正 在 火 焰 中 孕
育、分娩、生长，繁衍千年。我总是隐
约看见隐身于陶罐的火焰，为昏暗的夜
投进一缕缕亮色，我总是听见那陶土的
低吟从大地深处传来，带着先人温热的
气息……

我不就是一只土陶吗！饮着这母乳一
样的湟水，吃着黄土地上的五谷杂粮。我
来自于土，最终回归于土。我也听见过火
的启示，感知过泥土的智慧。我从星宇间
寻找神的踪迹，从水波、蛙鸣里寻找生命
的渊源，从一草一木里寻找敬畏……

投影幕布上是浩瀚星河，那位孤独冥
想的舞者仰望着，一些彩陶化作醒目的符
号，殷红的火，太阳鸟，蛙，月亮……融
入璀璨星光，在历史的天空上熠熠闪耀。

湟水依然流淌。我从远古的陶盆里返
还，跟着那位现代舞者。我蓦然发现在这
座西部城市的星图里，彩陶，在舞蹈，在
燃烧……

《神农河湟·彩陶神韵》是一部讲述中
华 古 老 河 湟 千 年 文 明 的 大 型 原 创 舞 蹈
诗。全篇通过丰富的舞蹈语言、声光效
果和音乐呈现，再现了黄河流域先民丰
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赞颂了中华民族
的坚韧与智慧。该舞蹈诗创作背景是基
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尊重和继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文化创新，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神农河
湟·彩陶神韵》其内容叙事取材河湟古文
物，杂糅上古昆仑遗风，具有极强的历
史文化价值。舞蹈诗以黄河中上游的先
民制作的彩陶为切入点，通过艺术手法
再现了人类早期文明的生活、劳动和精
神面貌，突破了博物馆式的“静态”保
存，以舞蹈艺术形式进行“活态”表达
并再现于当代。

彩陶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代表，记述
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
畏。创作者通过考古资料，系统梳理了这
一时期的文化元素，将其与现代编舞相结
合，巧妙地再现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这
文本再造的方式不仅让观众重温了祖先的
智慧与创造力，也督促我们更加珍惜和传
承中华文化的卓越成就。

舞蹈诗的主题内涵深刻，充分展现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她不仅仅是当代艺
术对古代生活的再现，更是艺术哲思对人
类文明起源的追溯。创作者通过舞蹈元素
传达了三大核心主题——自然与人类和谐

共处、劳动创造幸福以及对祖先智慧的崇
敬。在舞台上，舞者们用优美的肢体语言
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互动、合作与依存，展
现了先民们通过劳动战胜自然、创造美好
生活的历程，将那些原本记述在彩陶上的
历史符号进行活化且在翩翩舞姿下再现千
年的琳琅胜景。整部作品在情感上也满溢
着创作者对祖先智慧的敬仰，对生命力量
和人类创造力的讴歌。

作品艺术表现形式新颖独特，令人耳
目一新。在舞台舞美设计上摒弃浮夸、矫
饰而追求素朴拟真，使观演者通过表演窥
见先民社会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念，连接
过去与现在力求传递真实的文化意义和思
想价值。舞蹈将背景与人物、道具有机融
合，创造出既具有历史质感又充满现代审
美的艺术效果。例如，舞台上通过展现大
型的彩陶纹盆，可以将观众带回古代的彩
陶作坊，感受到先民们在泥土中创造艺术
的场景，诉说了一个水与土的生命故事。
音乐创作方面既保留了古代音乐的韵味，
又增添了现代感和动感。打开了“古”与

“今”的交融，开启“古今对话”以跨越时
空的多维艺术形式为观众献上一场乐舞的
视听盛宴。

在舞蹈编排上，《神农河湟·彩陶神韵》
创新地融入了古典舞、民族舞和现代舞等
多种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舞者
们的肢体动作既有古典舞的优雅，又有现
代舞的力度和爆发力，充分展现了中华文

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文明延
绵不绝的历史发展韧性。整体编排紧凑流
畅，舞蹈段落之间过渡自然，节奏明快，
观众在视觉和听觉上都获得了极大的享受
和满足。

《神农河湟·彩陶神韵》 不仅是一部艺
术作品，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文化教材。
作品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以直观了
解和感受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辉煌。
这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具有重
要意义。舞蹈诗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将这
些珍贵的文化元素展现在世人面前，唤醒
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对身边文化的
保护意识，也激发了学术界对彩陶文化的
进一步研究。

“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活
力”这一时代呼声，唤醒了青海历史文化
的记忆，这部《神农河湟·彩陶神韵》舞蹈诗
的诞生恰好回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讲好
中国故事”，以中华传统文化向度关注青海
历史文化记忆，强调“古今对话”功能，
以其为镜进行古今对比参照的同时将乐舞
文本叙事的人文情感表达与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发展精神建设结合起来。作品不仅具
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还体现出
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时代精神。具有弘扬文
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文化
效能，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建设，尤其
是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古为今用”的话语
赋能。

幕布徐徐拉开，在雄浑的诗朗
诵和主题曲的旋律中，出现了生活
在河湟流域的远古先民们在这片土
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场景。
手捧彩陶的演员反复出现在舞台。

在河湟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
了河。陶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在对泥土不同环境中的认识比
较和对日常生活的一次偶然发现，
在双手的摆弄下，土、水、火交织
在一起，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实
现质的转换。从泥土的烧制开始，
人类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
力。在满足了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
后，人们开始了更多对美的追求，
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需求，随着人
类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开始激发
出更多的想象，他们用随处可见的
泥土，按照自己的想象，烧制出许
多有创意的陶器，在这些陶器的外
表、口沿、内壁画出系列彩绘。一
代代先民们，他们内心的喜悦和伤
悲，梦想与幻灭，通过线条和符号
组成的各种各样的陶画，流淌成一
条情感的河流。

演员们以优美流畅的舞姿线条
和 舞 台 画 面 ， 刚 柔 并 济 的 动 作 转
换，铺展出一幅如梦如幻的河湟流
域生活画面。流动的河湟水，捧在
先民手中的彩陶，是一次原创文艺
作品对河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如诗
如梦、多姿多彩、绚烂华丽的音舞
创作表演，将传统的音乐、舞蹈与
现代审美理念巧妙结合，以彩陶制
作为情感叙事的核心，通过舞蹈诗
的形式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艺术
画卷，阐释河湟文明连续性、统一
性、创新性、包容性的特点，给人
丰富奇妙的感官享受，深厚美好的
心灵滋润。

一幅幅生动的舞台画面再现了
古代先民们制作彩陶的全过程。看
到母亲给孩子传授彩陶技艺，看到
孩子将手中的泥团捏制成陶罐，彩
陶制作艺术薪火相传，我不仅回想
起少年时代和伙伴们到位于湟水南
岸的故乡河滩边挖上红胶泥，在庄
廓院的台沿石上反复揉搓，为防止
开裂，将废弃的作业本纸撕碎后和
入红胶泥，再揉搓均匀，母亲就教
我 们 捏 制 坛 坛 、 罐 罐 、 碟 碟 和 碗
碗，还有各种玩具。

无 独 有 偶 ，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后，村民
在我曾经放牧羔羊的东山坡根修建
打麦场时，挖出陶罐，后经县文物
管 理 部 门 考 察 挖 掘 ， 发 现 残 墓 5
座，清理瓮棺葬 1 座，出土双耳罐
等 文 物 ， 考 证 明 确 为 卡 约 文 化 遗
址，纳入县志。不论古代河湟人，
还是当代河湟人，都与泥土和彩陶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有旁白，没有解说，舞台上
演员们通过肢体语言把古代先民们
制作彩陶，用火熏陶，用火洗礼，
演 员 们 用 优 雅 的 舞 姿 和 深 情 的 表
情，把用一团烈火熏烤彩陶的意境
表达得淋漓尽致。那象征火的舞姿
在舞台上消失，却在观众的心里一
直在燃烧。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
一件件彩陶在灸热的火焰中诞生。
火，让河湟泥土焕发出新的生机，

整整一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夏
日西宁的夜空凉风习习，我步行着
回家，想在这繁华的都市里找一方
属于自己的时空，回想刚刚看完的
演出。作为土生土长的河湟人，我
对这片湟水滋养的黄土地有着浓厚
的感情，独自行走在湟水谷地的夏
夜里，仿佛自己在与远古先民们共
舞，与先民们用河湟谷地的泥土一
起制作彩陶。

彩陶，在舞蹈，在燃烧
——观舞随记

““舞韵千年再现彩陶文明舞韵千年再现彩陶文明””
——评《神农河湟·彩陶神韵》

让河湟泥土
焕发出新的生机

——观原创舞蹈诗《神

农河湟·彩陶神韵》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