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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还要有所悟
祭孔大典导演程军谈祭孔乐典之变
本报记者 曾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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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祭孔大典会有哪些看点？程军
介绍，《祭孔大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也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

程军说，祭孔乐舞的仪式性较强，传统
的乐舞动作讲究“一字一音、一形一容”。原
滋原味的祭孔乐舞很古板，乐舞动作都是
约定俗成的，历史上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没有多少变化，这些都是有历史文献可以
查阅的。

“很多儒学专家希望把原滋原味的祭
孔乐舞展示出来，如果这样，相信很多人看
不懂，也不理解乐舞动作的含义。在这种情
况下，多数人对它失去兴趣，这个文化遗产
项目的传承将更加困难。”程军表示，为此，

祭孔乐舞的动作做了一些微调，主要表现
在肢体语言方面，从现代的审美角度进行
改观，可以说，肢体语言的连贯性和唯美程
度，更适合当代人的审美观，更容易让当代
人接受。

“作为一种祭祀乐舞，它的那种厚重、庄
严、肃穆的风格不会去除，即使改，也不会改
变其本质。”程军表示，原来人们的生活方式
较慢，祭孔的准备环节相当繁琐，动作也是一
板一眼。因此，在不破除基础动作的原则上，
一些复杂的、繁琐的环节逐渐去掉了。

“在今天，祭孔大典更适合现代人欣
赏，引导更多的人去尊崇和感悟中国的传
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程军说。

变化———

肢体语言更唯美更连贯

11日，曲阜杏坛剧场内，演员们正在舞
台上练习基本功，祭孔大典的排练已经进
入了第16天。

来自四川绵阳的女孩何珊珊，是第一
次参加祭孔大典。民族舞专业毕业的她，此
前对祭孔乐舞非常陌生，原来只在书本上
看到过祭祀乐舞的介绍，并没有学习过这
类舞蹈。“祭祀乐舞的动作有板有眼，但是
缺乏连贯性，不大好记忆。”何珊珊说，祭孔
乐舞有六个篇章，其中第四篇章和第五篇
章中，有乐舞的动作做起来像摆造型，而且
要持续一两分钟。

排练时，这两个篇章的乐舞动作比较
难做，有时候一个乐舞动作要摆一上午。曲
阜孔子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祭孔大

典总导演程军说，尽管有的演员并不理解
动作的真正含义，但通过这种方式，力求让
演员的动作趋向形神兼备，这样作出来的
动作不至于过于生硬。“数量决定质量，通
过这种反复的排练，演员们才能加深对动
作的印象。平时，这些演员还承担着乐舞

《孔子》的演出任务。祭孔乐舞的排练，多是
在他们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有时候要拍练
到凌晨两三点。”

16天前，这些演员就开始排练祭孔乐
舞。程军介绍，今年参加祭孔大典的演员大
都是新演员，有160多人参与表演祭孔乐
舞，其中有80多人来自四川绵阳，有40多名
志愿者，剩下的演员全部来自省内的其他
城市。

排练———

一个动作摆了一上午

▲参与
演出的
演职人
员正在
认真排
练 。
本报记
者 张
晓科
摄

祭孔
大典总
导演程
军。


	Ht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