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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甘肃出土汉简对外公布 首次命名为“酒泉汉简”

" 简 " 述中国

艺 术 广 角

你知道吗钥 军犬在汉代是戍边吏卒防御敌

人尧守卫粮仓的好帮手袁还有专属野铲屎官冶遥 汉

代居延地区先后发掘出土 3 万余枚居延汉简袁
其中记载的内容跨越两汉 200 余载袁 记录着两

汉之际西北边塞的兴衰变迁袁 堪称汉代边塞屯

戍生活的百科全书遥

汉代戍边吏卒也有野上班搭子冶?
在居延汉简中看野手绘漫画冶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袁3 万余枚居延汉

简陆续出土袁为研究汉代西北边塞的政治尧社会

和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遥
甲渠候官是居延都尉下设的三大候官之

一袁它和河西地区一座座城障尧烽燧袁以及千千

万万的戍边吏卒共同筑成坚固的防线袁 守护着

西北边塞遥居延汉简中的边塞屯戍相关资料袁为
我们描绘出汉代戍边吏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面

貌遥 除了保卫国家袁吏卒们也承担着照顾牲畜尧

管理菜园尧除沙等日常劳作袁其中袁具有边塞特

点的一项便是野除沙冶遥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所长郑炳林介绍袁有简文记载院野三月甲辰袁卒十

四人袁其一人养袁定作十三人遥 除沙三千七百七

十石遥 冶从记录来看袁三月甲辰这天有 14 名戍

卒袁1 人负责做饭袁13 人参与除沙劳作袁 一同除

沙 3770 石袁平均每人 290 石袁工作量相当大遥吏

卒们如磐石般坚守在边塞之地袁 用铮铮铁骨筑

起保卫家国的安宁之墙遥

尽管戍边工作繁琐枯燥袁 居延汉简中还是

有不少有趣的记载遥 你知道吏卒们的 野上班搭

子冶是谁钥 他们笔下的野手绘漫画冶什么样钥 居延

汉简中野狗少一袁见一不入笼冶野一人取狗湛冶等
记载袁以及两幅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木版画袁
为观众娓娓道来居延汉简呈现的历史与文化遥

一批甘肃出土汉简
首次命名为野酒泉汉简冶

3 万余枚居延汉简袁 诉说着汉代居延地区

200 多年间的波澜壮阔与兴衰变迁遥 正是这些

珍贵的简牍袁 让一幅幅汉代河西边塞的生动画

卷和沉淀千年的故事袁穿越历史尘埃袁浮现在我

们眼前遥
甘肃是中国野汉简之乡冶袁百余年间先后出

土天水放马滩秦简尧 居延汉简尧 敦煌马圈湾汉

简尧悬泉汉简等 6 万余枚简牍袁占全国出土汉简

的一半以上遥 日前袁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

军尧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馆长杨眉首次对外公布

了出土于汉代酒泉郡长城烽燧遗址的一批汉

简遥 据杨眉介绍袁这批汉简虽然数量不多袁但记

载的内容却很丰富袁 涉及汉代酒泉塞防的兵器

管理尧文书传递等诸多方面袁所以首次将这 135
枚汉简命名为野酒泉汉简冶遥

这些简牍袁书写着历史的璀璨绵延袁记录着

文明的智慧结晶袁传承着民族的根与魂遥
渊据央视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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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叶丝路花雨曳剧照

1979 年 5 月 23 日，民族舞剧《丝路

花雨》在兰州黄河剧院首演，10 月 1 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随即引起轰动，被

称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创

作者们大胆创新，发掘敦煌艺术宝库，将

莫高窟中斑驳的壁画化为灵动的舞姿，把

静止的画面、历史的瞬间、丝绸之路上的

文明交流故事搬上舞台，动人心弦。45年

间，《丝路花雨》走出敦煌，走向世界，先后

在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近 4000 场，

所到之处无不刮起一阵“敦煌风”。这部诞

生于中国西北的民族舞剧还开启了一个

全新的舞种：敦煌舞。其后产生的《敦煌古

乐》《大梦敦煌》等 20多部舞台艺术精品

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以《丝路花雨》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作

品，使千年古迹再度获得当代生命，在推

进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道路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回看敦煌舞的发展历程，

对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启示意义。

斑驳壁画化为曼妙舞姿

1977 年，甘肃省委宣传部决定挖掘

敦煌文化，创作一部敦煌题材的舞台剧

作品。为此，甘肃省歌舞团（现甘肃省歌

舞剧院）先后派出七批编创人员赶赴敦

煌，历经三载，七入莫高窟进行实地采

风，收集舞蹈素材。

“浩如烟海，前所未见！”面对这座

历经千年风霜的文化瑰宝，艺术家们被

深深震撼。在莫高窟南区的 492 个洞窟

中，乐舞图像随处可见，千姿百态的舞蹈

造型与琳琅满目的乐器形象跃然壁上，

极大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然而，赋

予这些沉寂千年的历史遗迹新的生命，

将其转化为现代舞台艺术，对艺术家们

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件“前人

从未做过的事”。

摆在创作者面前最大的一个难题就

是壁画的形象是静止的，该用什么样的

舞蹈运动方式把它们连接起来呢？采风

期间，主创团队将壁画中的舞姿一一临

摹成“纸画”并挂满墙屋，一遍遍模仿这

些姿态，探寻其中的规律。他们终于从静

态的敦煌壁画乐舞姿态中，提炼出了舞

蹈形体的核心规律———由头、肩、胯的弯

曲形成的“S 形”“三道弯”曲线形态。其

中，最能诠释 S 形舞蹈语汇的经典形象

当属“反弹琵琶”：剧中女主角“英娘”所

塑造的反弹琵琶形象，把东方女性的优

雅妩媚之美精彩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在将这些舞蹈语汇转化为动态表演的过

程中，主创团队巧妙地让无数个静态的

造型通过 S 型动作流动起来，形成一种

别具一格的舞蹈风格，开创了中国古典

舞的新流派———敦煌舞。

找到了核心舞蹈语汇，该讲一个什

么故事呢？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

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是中西

文化交融的博览园。古丝绸之路上的中

外友好交流故事不正蕴藏着中国绵延千

年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于是，一个反映

中外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故事诞生了：

敦煌画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救起被困

沙漠的波斯商人伊努斯，后来父女二人

遇强盗离散，伊努斯出手相助。精美绝伦

的舞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领观众

穿越历史云烟，踏上古丝绸之路，感受民

心相通的动人情谊。

《丝路花雨》不仅将古代壁画乐舞艺

术创造性地转化为活态的“敦煌乐舞”，

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更是将

“开放、交流、友谊”主题融入民族舞剧，

用舞蹈的魅力展现中华文化包容、自信、

热情、爱好和平的精神内涵。此外，舞剧

的音乐也创造性地将汉唐、西域、波斯、

佛教等音乐元素巧妙融合，展现了多元

文化交融的特点，如以琵琶古曲《月儿

高》为基调创作舞剧的主题音乐，形成了

独特的音乐风格。

不断注入当代艺术审美

自《丝路花雨》创造性产出“敦煌舞”

以来，艺术家们以“基于敦煌壁画而不限

于敦煌壁画”的创作理念，以当代艺术审

美探索敦煌乐舞与时代接轨的切口，追

求其艺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结合，给观

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作为敦煌舞的开山之作，《丝路花

雨》在 45 年的演绎中不断被注入当代艺

术审美，持续成长，历久弥新。这部作品

诞生之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

想的时代背景下，新颖的肢体语言、全新

的剧情演绎，加上民族风格浓郁的服化

道及音乐，精准捕捉到了人们内心深处

的精神渴求，令其大获成功。2008 年为

北京奥运会献礼，《丝路花雨》进行了一

次“大手术”，以再次适应新时期观众的

审美需求。主创团队一方面，对原版中舞

蹈的肢体语言进行拓展，在独舞、双人

舞、三人舞和群舞中大胆融入现代舞元

素，强调舞者身体的自由流动与个性展

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为细腻；另一方

面，重新编配音乐，突出音乐的立体感、

厚重感，旋律荡气回肠、直击心灵，配器

大气磅礴，更具交响化，这与中国古典音

乐中内敛的情感抒发相比，已经发生了

很大变化，强化了现场感染力。在 2016

年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上，《丝路花雨》再度焕新，投影技术、

大屏技术等现代化数字技术出现在舞台

上，演员的服装、道具和造型都增添了诸

多时尚元素，新版舞剧还尝试改变故事

的讲述方式，加快了部分舞段的节奏，增

添新舞段再现敦煌旧貌和古丝绸之路风

采，进一步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丝路花雨》所体现的审美取向，深

刻影响了后来很多敦煌舞的创作，如

2000 年兰州歌舞剧院创作的大型舞剧

《大梦敦煌》、在雅典残奥会闭幕式和

2005 年央视春晚演出的舞蹈《千手观

音》、2008 年央视春晚舞蹈《飞天》、在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

会上演出的舞蹈《千年之约》等。这些作

品脱胎于敦煌壁画，在继承《丝路花雨》特

色基础上，以当代视角继续深挖敦煌文

化，更为凸显了敦煌文化“互鉴共融”的核

心特质：在舞蹈方面，大胆将古典舞与现

代舞、民族舞与芭蕾舞等多种舞蹈形式交

织融合，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音乐领域

也同样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传统与现

代、民族与世界、电子与交响等不同风格

的音乐在这里相互借鉴、融合共生。

推动敦煌舞传承创新

近年来，创作者越来越注重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舞台艺术

领域，众多古代乐舞题材得以重新演绎，

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反弹琵琶品》

《丝路之乐·唐韵回响》《乐动敦煌》等舞

蹈、音乐会、沉浸式演出作品，或借用现

代科技，或利用最新研究成果，突破固有

表现手段，在创新中探索出新的实践经

验，为敦煌乐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继续深挖敦煌乐舞的文化内涵。敦

煌乐舞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壁画形象的

研究，还要将历史和文化纳入研究范围。

相比敦煌“舞”已经取得的创新成就，目

前其“乐”的研究与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

仍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很大创造转化的

空间与可能。以当代敦煌乐舞中的“乐”

为例，目前它主要是通过播放录音来呈

现，这与古代乐舞文化中音乐也以视觉

形式在舞台展现不同，缺失了“乐”“舞”

一体的核心特点。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一

些所谓的“敦煌乐舞”题材作品，往往只

是浮于表面的几个动作上，内容空洞缺

乏内涵，削减了敦煌乐舞的文化内涵。

注重人才培养和传承。推动敦煌乐

舞艺术的传承创新需要更多研究、创作

及表演敦煌舞的专才，敦煌研究院、北

京舞蹈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和西北民族

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校已经在人才培

养方案、课程设计、教材建设以及实践

平台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尝试。然而，

在创作人才的培养上，我们仍迫切需要

在提升创新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方面

寻求新的突破，才能持续为敦煌乐舞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新动力。

创新表现手法。在数字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浪潮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

想观念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应在开放

交流中汲取新的创作手法和理念，提升

审美水平。同时，创作者在舞台上对虚拟

现实（VR）、增强现实（AR）、影视技术等

的利用不能喧宾夺主，要与舞蹈动作、音

乐、服饰等元素和谐融合，要尊重敦煌舞

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价值，保持敦煌舞的

传统韵味和艺术风格。

渊作者院盛鸿斌袁系西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院长冤1979年版叶丝路花雨曳剧照

叶洛神水赋曳剧照

夏木葱茏，繁花似锦，美院学子们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放。

随着全国各大美术院校本科生、

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览及相关活动的陆

续开启，一年一度的“美院毕业季”于

火热的 6 月正式拉开大幕。中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画、雕塑、工艺美术、环

境艺术、工业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门 类的数万件作品百花齐放，文艺表演、

文创集市、艺术讲座等活动精彩纷呈。

这不仅是同学们展示学习成果与创作

风采的舞台，也是学校展现教学水准、

传达办学理念的窗口，更是社会大众欣

赏观摩的艺术盛会。

毕业季总是热闹非凡、多姿多彩，

它象征着一段人生旅途的结束，更预示

着崭新篇章的开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同学们有欣喜，有感动，有不舍，也

有彷徨。作品旁的一束束鲜花，贺卡上

的一句句留言，师友间的一次次拥抱，

为学子们的复杂心绪注入了一份坚实

的力量。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怀揣梦想，

勇往直前，以从容的姿态，迎接未来的

每一个挑战，书写无悔的青春。

让我们徜徉于各大美院毕业作品

展，聆听创作的故事，品味艺术的魅力，

感受青春的朝气。

渊荣池冤

以青春之姿

展时代新象
———聚焦 2024 全国美术院校毕业季

声型窑十二属渊综合材料冤
丁栋樑窑广州美术学院

赏味生活渊油画冤
徐诗绮窑中国美术美院

一路花开渊中国画冤
尹晗语窑西安美术学院

古风新韵渊中国画冤
孟心悦窑鲁迅美术学院

烈火骑士渊雕塑冤
苏小林窑四川美术学院

弦歌不辍袁芳华待灼渊中国画冤
陈雨萱窑湖北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