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剧《红高粱》引来千余位“粉丝”

““我我爷爷爷爷””““我我奶奶奶奶””的的寻寻根根演演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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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王琳 周锦江

1177日日晚晚上上，，曾曾经经获获得得获获
十十艺艺节节文文华华大大奖奖的的舞舞剧剧《《红红
高高粱粱》》在在潍潍坊坊大大剧剧院院上上演演，，
这这也也是是该该舞舞剧剧首首次次在在他他的的故故
事事发发生生地地潍潍坊坊演演出出。。吸吸引引来来
从从各各路路赶赶来来的的““高高粱粱迷迷””。。
当当天天晚晚上上，，大大剧剧院院的的上上座座率率
超超过过了了九九成成，，千千余余名名观观众众随随
着着演演员员的的精精彩彩歌歌舞舞表表演演，，重重
温温了了那那个个跌跌宕宕起起伏伏的的经经典典故故
事事。。

在在演演出出开开场场前前，，青青岛岛市市
歌歌舞舞剧剧院院院院长长、、《《红红高高粱粱》》
出出品品人人黄黄港港接接受受了了媒媒体体采采
访访，，讲讲述述了了舞舞剧剧院院和和《《红红高高
粱粱》》结结缘缘的的经经过过和和编编排排舞舞蹈蹈
中中一一些些创创作作灵灵感感。。

《红高粱》回到故乡

晚上七点半，伴随着厚重肃
穆的背景音乐，红与黑为主色调
的舞台营造出一种高密东北向
独有神秘气氛，极具胶州秧歌元
素的舞蹈拉开了以“我奶奶”和

“我爷爷”为代表的生活在高粱
地里的人们故事的序幕。近两个
小时的舞剧《红高粱》分颠轿、野
合、祭酒、丰收、屠杀、出殡六大
主题鲜明的章节，基本包含小说
原著主线情节，塑造了“我爷

爷”、“我奶奶”、罗汉大叔等个体
人物以及众乡亲英雄群像。

“这个舞剧虽说基本以电影
故事为主线，但舞蹈才是作品的
灵魂。没有电影故事垫底、没有
张艺谋式的镜头做背景，依然能
让我们观众看得入情入神。”曹
小姐是一名舞蹈老师，她说从去
年年底开始就听到消息说青岛
市歌舞剧院将《红高粱》编排成
了舞剧，后来还获得了十艺节文

华大奖，她本想着去北京或者青
岛观看，但苦于工作较忙一直没
有时间，没想到这次居然巡演
到了潍坊，达成了她的心愿。
曹小姐和她一位同行朋友一起
来看的演出，结束后她们从较
为专业的角度说了一下“观后
感”：上半场的舞段着意呈现
的是九儿内心剪不断的纠结与
骨子里的那股倔犟。在“颠
轿”中，轿夫们拉扯的红绸子

紧紧缠绕在九儿身上，表达的
是她面对命运的无奈。编导独
具匠心，让粗犷的轿夫借用柔
软的红绸子完成了颠轿的过
程，显现出浓重的民俗礼仪，
而九儿在红绸中间的激烈起
伏、猛烈摇动，几欲挣脱而不
得，这种形式闪现出来的鲜明
撞击。下半场九儿大胆释放，
“祭酒”中，看到了她的豪
迈，“丰收”中，看到了她的

娇羞，“屠杀”中，看到了她
的义愤，“出殡”中，九儿用
大段的独舞完成了对罗汉的祭
奠，也完成了她对未来的期
盼。

通过看这个舞剧真的学到
了很多，不管是从舞蹈动作上
还是体现方式上。曹小姐说，
“抛开《红高粱》这个故事不
谈，光看这样一场舞蹈表演也
是一种享受。”

高梁地里的火红记忆

舞剧《红高粱》定于17日晚
上7点半开演，很多观众还不到
七点就赶到了演出现场，坐在座
位上耐心等待着演出开始。“我
家是寿光的，为了看这场演出，
下午特意跟单位请了假，早早开
车赶到这里。”43岁的曾先生带
着妻子和17岁的女儿一起来看
演出，因为女儿之前对《红高粱》
的故事没有过多了解，夫妻二人
正在向她讲述故事的大致经过
和其中几个主人公。

“现在的孩子接触这类影片
太少了，应该多看点积极向上的
东西。”曾先生的妻子吴女士是
一名中学老师，她说自己年轻的
时候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红高
粱》这部电影时一晚上没有睡
着，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里，既为女主人公的死赶到悲痛
伤心，又为人民的反抗精神赶到
佩服。“这个故事其实那个年代
的产物。” 吴女士说，前不久得
知大剧院里要上演舞剧《红高

粱》，便赶紧托人从大剧院里买
了三张票，叫着女儿一起来看，
让她受受教育，感受那个年代人
们的生活有多不容易，珍惜眼下
的幸福。

记者注意到，当天晚上大剧
院里的座位基本上都坐满了，很
多观众都是特意从县市区赶来，
重温时代经典。在千余位观众
里，有一半的人是四五十岁的中
年人，他们年轻时正好赶上电影
版《红高粱》上映，看过后深受震

撼。“我和妻子谈恋爱时一起看
了电影版《红高粱》，听到舞剧版
要在大剧院上演，就赶紧买票来
看。”48岁的刘先生小说，他和妻
子对《红高粱》有一种特殊的情
愫，看这个舞剧后不仅重温了那
个经典故事，也仿佛回到了谈恋
爱的时候。

除了中年人，观众中还有不
少老年退休干部。今年72岁的唐
老先生在孙子的带领下来看《红
高粱》舞剧，他告诉记者自己的

老家就在高密，和莫言的老家相
距很近，后来到潍坊工作很少回
老家，退休后有时间了再回去，
却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他年
轻时曾看过《红高粱》这本书，被
里面的故事和场景描述深深吸
引，后来电影和话剧《红高粱》他
都看过，如今听说出了舞剧版，
也赶紧让孙子带自己来瞧瞧，

“每当接触《红高粱》这个故事，
我好像就回到了小时候，感觉离
我心目中的老家很近”。

历时三年创造
奇迹

莫言自2010年将原著版权
授予青岛歌舞剧院，《红高粱》这
部由莫言代表作改编的舞剧，自
获得版权至搬上舞台共历时三
年，但其间的创作时间只有三个
月，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呢？原
来，在2010年第九届中国艺术节
上决定洽谈该剧版权时，就想以
此剧争取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的文华奖。不过，由于《红高
粱》故事与青岛的城市文化并不
相符，以这样一部作品争取奖项
很有难度，剧院的排演计划一度
被搁置。不想，莫言于2012年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红高粱》的
舞剧版权立刻身价暴涨。主创团
队于2013年4月正式确定，随后
投入创排，仅用了三个月时间，
该剧于7月底被搬上舞台，并成
功地于10月在十艺节上捧得文
华大奖、文华编导奖和文华表演

奖，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不久，全国各地都有说客来青
岛，想出高价请歌舞剧院转让

《红高粱》改编权。”黄港说，其中
北京一家公司还提出 “不一次
性买断，后期合作分成”的实惠
方案，出价5000万元。不过，最终
都被他一一回绝了。“、我们亟须
的是具有市场前景和影响力的
演出项目，《红高粱》就是一个最
好的机遇，怎么能够将其拱手相
让？”正是黄港当初面对巨大获
利时的不为所动，才有今天《红
高粱》舞剧的成功。

该舞剧曾在国家大剧院上
演，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再加上原
著及电影其强的号召力，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业内外普遍认为，舞剧的叙
事能力不足是天生的。与别的戏
剧形式相比，这一点是明显的劣
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舞剧《红高
粱》将故事性和戏剧性有意识的

“粘合”在一起，以浓烈的地域味

道和全新的叙述语言，呈现出一
种朴拙多姿的魔幻现实风格样
式。

看到了极富生
命的高梁地

有人说，电影的《红高粱》实
在是太有名，太极致，几乎所有
的观众都是带着疑问，能否看到
酣畅的颠轿，能否看到痛快的祭
酒，能不能看到极富生命力的高
粱地？

从故事结构来看，舞剧和电
影的差别并不大，《颠轿》我爷爷
余占敖和我奶奶九儿的初次相
识，九儿被以一头驴的价钱许给
了烧酒锅的麻疯掌柜，出嫁的时
候余占敖是轿夫之一。

《野合》同样讲的是第二天
回门的路上，高粱地发生的事
情，日子慢慢过去，九儿当上了
烧酒锅的新掌柜，祭酒的日子里
余占敖突然出现，罗汉出走。高
粱熟了一茬又一茬，我父亲豆官

儿长大了，人们在高粱地里庆祝
丰收，却不知道危险将至。鬼子
说来就来，罗汉为救豆官儿被
杀，九儿也在给罗汉敬酒时中
枪。最后一场戏《出殡》，余占敖
带着众乡亲毅然迎向鬼子的枪
炮。

黄港说，剧中祭酒完全是一
段男性的阳刚的带有天地这个
祭祀，对天的一种崇拜，对地的
一种，带一种挥洒的祭祀舞蹈，
它完全靠男人的一种肢体去呈
现。

九儿的泼辣，余占敖的血性
和罗汉的隐忍，而在全剧的最后
一场戏《出殡》中，血一样的墨水
河畔，漫天飞舞的纸钱下，送别
亡灵的乡亲们从双膝跪地到弓
腰前行，再到昂首挺胸，前仆後
继如同一茬又一茬的高粱，迎着
鬼子的枪炮而去。

正如全剧终时打出的字幕
中所写，那个年代激荡在高粱地
里的英魂

故事背后的故事

《《红红高高粱粱》》舞舞剧剧曾曾在在国国家家
大大剧剧院院上上演演，，其其浓浓郁郁的的地地域域
特特色色再再加加上上原原著著及及电电影影其其强强
的的号号召召力力，，取取得得了了巨巨大大的的成成
功功。。

演演出出正正式式开开始始前前，，青青岛岛
市市歌歌舞舞剧剧院院院院长长黄黄港港接接受受了了
媒媒体体采采访访，，他他向向大大家家讲讲述述了了
青青岛岛市市歌歌舞舞剧剧院院和和《《红红高高
粱粱》》结结缘缘经经过过，，已已经经在在编编排排
该该舞舞剧剧时时遇遇到到的的种种种种难难题题。。

专访青岛市歌舞剧院院长黄港

情情定定《《红红高高粱粱》》55000000万万元元““金金不不换换””

红红高高粱粱剧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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