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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12月7日，台湾云门舞集时隔4
年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由舞团新任
掌门人、艺术总监郑宗龙全新创作的
《霞》，以旺盛的年轻气息、创新性的
舞台表现力，向观众展现了“后云门
时代”新鲜绚烂的艺术创作力。

“云门的东方根基不会变。”作为
云门舞集新一代掌门人，郑宗龙
表示。

■跳中国人编 给中国人看
的舞蹈

作为云门舞集的首任艺术总监，
林怀民出身台湾一个书香家庭。14
岁时，他已出版小说 《蝉》《变形
虹》，蜚声台湾文坛。中学毕业，他
遂父亲的心愿，考入台湾政治大学法
律系，后转学新闻，1970年进入美
国爱荷华大学学习新闻与文学。那
时，玛莎·葛兰姆、莫斯·坎宁汉等
现代舞大师都在纽约开办舞蹈教室。
受风潮影响，林怀民业余时间也跑到
舞蹈系选修现代舞。那年他 23岁，
身体早已定型。为了练习肢体，即使
乘坐地铁和巴士时，他也从不双脚站
立，总有一条腿挂在杆子上。

1973年，林怀民和一群朋友组
建了台湾第一个当代舞蹈团体——云
门舞集。云门是传说中国最古老的舞
蹈，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
有“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之说。为
舞团取名“云门”，林怀民便树起

“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
跳给中国人看”的文化旗帜。上世纪
70年代是台湾工商业发展、经济起
飞的年代，新鲜的文化思潮也相应涌
现。云门创立后，金士杰的兰陵剧
坊、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优人神鼓
等文艺团体都相继成立。但与此同
时，台湾社会依然存在对艺术家的刻
板印象，认为“跳舞的都不正经”。
为了跳舞，第一代云门舞者中，三分
之二都与家庭决裂。

1973 年至 1988 年的 15 年间，
云门先后创作出 《白蛇传》《薪传》
《红楼梦》等作品，以先锋的人文观
念和文化自信，迅速吸引了台湾文化
界的目光。《白蛇传》将玛莎·葛兰
姆的现代舞观念与中国京剧动作结
合。林怀民将京剧的甩发、旋子、乌
龙绞柱等身段，和西方现代舞肢体动
作交织在一起；以藤窝与竹帘、伞与
折扇等道具，构建起颇具象征意味的
极简舞台，展现了东方舞蹈的另一种
可能性。

1983年的《红楼梦》，是云门作
品的一个巅峰。林怀民抛开了戏剧性
的故事叙述，以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
生命概念，喻示人生所经历的繁华与
衰败。后来，林怀民将《红楼梦》的
创作过程编写成《舞动红楼梦》。他
写道：“在一个文化充分自信的国
度，传统是当代的一部分。传统涵括
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如何丰富我们
的想象，进而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诠释
古老的素材，丰富今天的文化，才是
正确的课题。”

2001年到2005年，林怀民从传
统书法中获取灵感，创作了《行草》
三部曲。三部曲以身体为笔，意念为
导，融合了书法、太极和拳术动作，
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成当代舞蹈语
言。在肢体上，舞者们彻底突破了西
方舞蹈语汇体系，将常用的由芭蕾舞
而来的纵向线条，转化为更符合中国
人形体特征的横向语言，因此，《行
草》和《行草2》中很多动作，都是
蹲着完成的。《行草》 在欧美巡演
时，被誉为“代表21世纪的舞蹈”，

“21世纪的青年用身体和传统对话”。
在此期间，云门亦逐渐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舞者训练体系，舞者们不仅
需要练习芭蕾和现代舞，还要练习京
剧、太极、静坐、拳术、书法。林怀
民认为，“动作不过是舞蹈的媒介，
最终是做动作的那个人的某种气质打
动观众。40多年来，我编创的90部
作品，核心都在表现人、人的状态、

人的处境。”他说：“我们的演出，最
重要的不是叙事性、抒情式的，甚至
不是视觉性的，而是学会怎么感染观
众，怎么和观众交换能量。观众看不
懂没关系，获得感动就够了。”

■传统根基不会改变

“云门的东方根基不会变。”作为
云门舞集新一代掌门人，郑宗龙虽然
和林怀民成长环境不同，他成长在台
北艋舺市井街头，幼年时曾摆摊叫
卖，但回溯其舞蹈职业生涯，他对舞
蹈艺术观念的形成，全然在云门
舞集。

8岁时因“好动”而开始学舞的
他，从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毕业后，加
入云门舞集。进团第一堂课是站桩，一
站就是一个半小时。在云门舞集跳了
4年舞，那些传统的身体训练，早已如
郑宗龙所言，“融入了肌肉记忆”。

但早前郑宗龙因脊椎受伤，体
内植入两颗钢钉，面对高强度的舞
蹈训练和演出，他需要每周多次看
中医、做复健。最终因为伤势，郑
宗龙不得不告别舞者身份。为了维
持生计，郑宗龙开始接各种商演，
收入很不稳定，最潦倒时甚至只能
靠几百块钱 （新台币） 度日。就在
这时，林怀民请他给自己做司机。

“林老师在车上会听古典音乐，如果
去看演出多一张票，他也会带上
我，我跟着他一起看戏、观舞。他
常常去书店，还会推荐几本书给
我。”郑宗龙说。

在林怀民的引领下，郑宗龙开始
与更广袤的世界发生关联。郑宗龙
说，“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西方经

典文学，都开始一点点进入我的生
活。从那时到现在，我一样会听巴
赫、马勒、德彪西、肖邦。在人生早
期，我听到音乐就想要跳舞，到后
来，我听到音乐就在编舞。”

林怀民创排的舞作从传统中汲取
养分，有着浓厚的人文底色，郑宗龙
则善于以个体经验为创作灵感，作品
交织街头张力与人生百态。

“目前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
创作。”郑宗龙说，接棒以来，他每
年推出一部作品。“几乎一个作品还
没完成就开始想下一个作品，一直在
创作。”

此次云门舞集带来的《霞》，选

用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与林
怀民编创的经典舞作《水月》配乐相
同，遥相对话。细听会发现，有别于
传统的弦乐演绎，郑宗龙采用由日本
音乐家改编的萨克斯版本，4把萨克
斯在地下采石场、矿坑、仓库以及意
大利宫殿等场所吹奏，伴随着轻重缓
急不同的呼吸，引领观众步入空灵宽
广的世界。

“以往的创作，都始自我天马行
空的想象，但这次我把创作一起交给
了舞者。”郑宗龙介绍，疫情期间，
舞者们只能通过线上视频“云”排
练，这让他见识到每个舞者在家中不
同的样子和舞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从前惯于从自我经历中挖掘素材的
他，这次将26名舞者独特的生命故
事转化为不同舞段，也成就了云门舞
集的首次集体创作。

这些故事里有美丽的回忆，也有
孤独的片刻。舞者们的服装各不相
同，既彰显了个人特质，又传递着不
同的情绪。为了更充分展现舞者个人

故事，郑宗龙还为他们准备了绘画课，
并将画作转化为舞台影像，以交错的投
影图样和线条，呼应舞者肢体呈现的喜
怒悲欣。“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像一道
光，照亮我们的舞者，也照亮所有观
众，生发出更多五彩斑斓的《霞》。”郑
宗龙说。

“我从未见过云门如此轻快，如此
多彩。”林怀民在退休之际便提到，他
不喜欢云门舞集成为“博物馆式的舞
团”，只演出他自己的作品。看过
《霞》演出后，林怀民更加笃定：“退休
了就交给年轻人，让世界重来一次。云
门可以有青春的感觉，可以游戏，更可
以跟这个时代呼应。”

■两岸文化互融互鉴的使者

2009年云门舞集以《行草》首次
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此后的 10年
间，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国家
大剧院。如此密集到访，让林怀民感
觉“好像跟大陆‘80后’‘90后’的
观众一起在成长”。

郑宗龙则一直是在两岸交流互动
中收获创作的灵感。“一次我去云南旅
行时，看到一位身着民族服饰的老
人，正在用一款当时很潮的智能手
机，那一刻我就觉得，传统跟现代可
以这样连接，在艺术表现中也可以这
样连接。”

他说自己一直通过网络关注着大
陆的舞台艺术发展，像近两年大陆同
行创作的舞台剧 《只此青绿》《红楼
梦》，都很有创新力。“在台湾看到朋
友刷小红书时，我也会凑过去看看，
感受下现在大陆年轻人生活的多样多
彩。”

2019年，作为两岸的两支当代先
锋艺术力量，云门舞集与北京陶身体剧
场曾有过一次亲密合作。舞剧 《交换
作》由三部作品构成，林怀民编创《秋
水》，郑宗龙编创《乘法》，陶身体剧场
艺术总监陶冶编创《12》。

这台剧的创作灵感正来源于一对两
岸青年艺术家的“一见如故”。“在台湾
淡水，我和陶冶一见面，就有一见如故
的感觉，一个上午我们谈论了很多，相
见恨晚。陶冶说，不如你给我们陶身体
剧场编一支舞吧，我说，那你也给云门
舞集创编一支吧。”于是，一场对话，
促成了一台成为两岸舞界佳话的作品。

“如何从两岸年轻人的角度来理解
传统元素，进而去创新，这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责任，我也会带着云门舞集的全
体舞者一起寻找答案。”

今年，郑宗龙47岁，与舞团内最
资深的舞者同龄。但，不管是作为舞团
领军人的他，还是云门舞团本身，正青
春，观众期待着随着他们一起起舞，探
寻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创团创团5050年年，，台湾云门舞集的东方根基始终不变台湾云门舞集的东方根基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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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第一女子高中区桂芝老师炮
轰台湾教育课纲“去中国化”的发
言，近日在两岸引发热议和共鸣。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在例行记者会
上对此评论，“区老师说出了岛内很
多老师、家长和专家学者的心里话，
发出了正义之声。”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无所不
用其极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妄
图割断两岸文化联结，蒙蔽台湾民
众，造成台湾青年一代历史记忆混淆

和国家认同扭曲，贻害无穷。台湾各
界抗议、抨击声音不断。

她强调，任何“去中国化”的行
径，都改变不了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
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割裂不
了两岸的历史联结和两岸同胞的血脉
联系。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数典忘
祖，必将遭到两岸同胞更强力的反
对。

在回答人民政协报记者今年两岸
交流活动十分热络的提问时，朱凤莲
介绍，“今年两岸这么多交流活动，

很多台湾青年第一次来到大陆。他们
共同的感受就是三个字：不一样。我
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
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一定会有更多意
想不到的收获。”

朱凤莲还引述台青的话指出，之
前会认为大陆人排斥台湾人、不喜欢
台湾人，还认为大陆比较落后，但来
了就发现大陆很繁华、很进步、很有
机会，大陆同胞很友善、很热情，希
望以后常来，不要让岛内负面资讯限
制了想象。

针对近日台北地检署以台北市41
位里长赴大陆旅游接受大陆方面招待，
是为了回台从事宣传支持特定候选人等
行为，控诉其违反了所谓“反渗透
法”，并进行搜查和约谈，朱凤莲应询
表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断接到台
湾民众、各界人士反映，他们来大陆进
行正常的交流、参访，经常遭到民进党
当局相关机构的盘问、恐吓和阻挠，有
些人甚至被罗织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侦
办。我们深切理解台湾民众遭受专制打
压的憋屈，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不得人
心。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已经开
展了30多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这种
寒气逼人的肃杀氛围，让广大台湾民众
强烈不满，纷纷质疑民进党使台湾回到
了从前的“戒严”时期。两岸交流的大
势不可阻挡。没有哪个寒冬可以阻挡春
天的到来。人民的力量终将破除两岸交
流前进道路上的人为阻碍。

台湾中学老师批岛内课纲“去中国化”

国台办评：发出正义之声
本报记者 修菁

77 件 （套） 台胞捐赠藏品、
28件征集自台湾地区的文物近日
正式入藏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
长李正圻 14日携 28位台胞将 77
件（套）涉台藏品捐赠给中国闽台
缘博物馆，其中包括10余封两岸
家书。在当日举行的台胞捐赠藏品
暨“博物馆之友”聘任仪式上，李
正圻说：“每一件藏品都是每一户
人家珍惜的宝贝，把它们捐给闽台
缘博物馆，是为了能够得到‘永世
典藏’。”

28件征集自台湾的文物15日
被送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台北市
古董文物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右弼边
开箱边介绍一件藏品：“这是清代

的金脸妈祖，通高1米。”同批抵达
的还有清代彩绘泥塑十二生肖神像、
清代彩绘木雕观音坐像、清代彩绘泥
塑关帝坐像等反映闽台两岸“诸神共
祀”的文物。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陈伟平
说，做好涉台藏品的征集、研究、阐
释、利用，做好两岸谱牒、两岸家书
等“迁台记忆”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
研究，正是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两岸
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位于福建泉
州，是以反映祖国大陆与台湾历史关
系为专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前，
该馆已从台湾征集和接受台湾同胞捐
赠藏品超过6800件（套）。

（庞梦霞）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迎来两批涉台藏品

由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和敦煌研
究院精心策划的“丝路光华——敦
煌石窟艺术特展”16日在高雄开
展，为台湾民众献上一场难得的中
华文化盛宴。

展览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佛
光山文教基金会主办，由甘肃省文
物局、人间文教基金会、星云文化
教育公益基金会协办，分为“丝路
漫漫”“千年营建”“灿烂佛宫”

“世俗百态”“石破天惊”五个主题
单元，展出复制洞窟2座、中心塔
柱1座，以及文物、临本、数字化
复制品、多媒体影片等共120余件
（套）。

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会长李群
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待这一内
涵丰富的展览能让广大台湾同胞
重温丝绸之路的魅力，体味中华
文化开放包容、吐故纳新的持久
生命力，感受中华历史之音、文
化之美和同胞之谊；希望在展览
合作的基础上，与佛光山文教基
金会同仁携手，不断加强对中华
历史文化的系统研究和解读阐
释，持续丰富和创新两岸文化遗
产交流合作的方式，共同守护、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致辞表
示，这次用心的策划让人们看到
不一样的敦煌面貌。在佛陀纪念
馆这个展场内，将佛教艺术呈现
得如此庄严殊胜，令人佩服。敦
煌是迷人的，有太多中华文化和
佛教艺术融合出来的高度历史价
值。希望借由此次展览，深化两

岸文化交流合作。
自汉代起，敦煌便是丝绸之路上

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枢纽。敦煌莫高窟
在传统汉晋艺术上吸收外来艺术，形
成了融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的立
体艺术，虽大多以佛教内容为主，但
用以表现佛教义理的画面素材取材自
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人类艺术史上宝
贵的篇章。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在
各方努力下，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跨越
时空来到佛陀纪念馆，让台湾民众可
以近距离欣赏敦煌艺术。期待通过展
览搭建亲近敦煌文化艺术的平台，让
更多朋友了解丝路历史、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魅力，透过历史文明的记录，
启迪人们思考当下、展望未来。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表示，
两岸佛教艺术交流一直是佛陀纪念馆
的重要项目，历年展出获得巨大回
响。相信此次特展带来的敦煌热潮能
让观众深受震撼，真切感受到中华传
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览令人感到震撼。”高雄市民
陈倩如观展后受访说，台湾民众到敦
煌参观不容易，得益于数字化处理、
完美复制、灯光表现等，这个展览提
供了丰富的细节、详尽的资料，是一
个近距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好
机会。

“丝路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
展”将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持续
展出至2024年4月21日，期间还将
举办敦煌壁画临摹体验、敦煌奇妙夜
表演和专题讲座等活动。

（刘斐 陈键兴）

“丝路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展”在高雄开展

▲云门舞集艺术总监郑宗龙的新作《霞》剧照。 李佳晔 摄

本报讯（记者 修菁）山东烟
台长岛显应宫“北庭天妃”妈祖像
19日结束在台“香缘之旅”，启程
返回。

山东烟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廖
庆富在桃园机场表示，此次“香缘
之旅”拉近了两岸信众的心理距
离，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有助于两岸和平、融合发展。大陆
各地台商将继续积极推动两岸交
流，促进两岸同胞往来。廖庆富
说，在这次“香缘之旅”中，每到
一地都有山东同乡会朋友一起叙友
情、话亲情。我们都希望两岸和
平，让大陆与台湾成为大家共同的

家园，大家手携手、心连心，共同开
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此次“香缘之旅”由山东台商自行
发起，来台巡安、探亲的除了烟台长岛
显应宫“北庭天妃”妈祖像，还有台湾
大甲镇澜宫和麦寮拱范宫赠送给黑龙
江两岸妈祖文化促进筹备会的“大甲
妈”“开山妈”两尊妈祖像，以及来自福
建霞浦松山天后宫的妈祖像。

12 日至 19 日期间，“香缘之
旅”走过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
台中市、嘉义县、云林县、高雄市、
台南市、彰化县、新竹市、宜兰县等
地的16座宫庙，受到各宫庙管理委
员会与信众的热烈欢迎。

山东烟台长岛显应宫妈祖像结束在台“香缘之旅”

本报讯（记者 照宁）“希望
通过本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深入
探讨两岸文学的弘扬和传承，进一
步加强两岸的文学交流。”12月16
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
厦门举办。台湾作家朱振藩在笔会
开幕式上和与会者分享道。

本届笔会以“文学的两岸融合
与发展”为研讨主题，由中国作家
协会港澳台办公室指导，福建省作
家协会、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等单位主办。来自海峡两岸的作
家、评论家等近80位嘉宾参加。

“希望通过本届海峡两岸文学
笔会，深入探讨两岸文学的弘扬和
传承，进一步加强两岸的文学交
流。”台湾作家振藩等嘉宾与厦门
本地作家进行了研讨交流。

“每次到这里都很开心，这里
熟悉的福建口音听着特别亲切。本
次笔会，我也有幸能和厦门、泉州
等地的文友相聚、交流，收获很
多。”台湾作家杨明介绍，她正在
写关于福建的系列散文，已经完成

一半了，内容涉及武夷山、霞浦、莆
田、厦门等。而这次到厦门采风的经
历，也将被她写进文中。

据了解，海峡两岸文学笔会于
2013 年举办，已经连续举办了十
届。十年来，笔会充分发挥厦门对台
交流合作的区位优势，积极推动两岸
专家学者、作家等往来，以文会友，
并肩采风，激发灵感，创作了一批批
两岸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好作品，促
进了海峡两岸文学的深入交流。

“文风盛两岸，如今更胜昔。”厦
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岸期待两岸文
学界通过笔会，不断增进海峡暨港澳
等地作家的创作交流、情感联系，共
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携手让
文学在新时代焕发崭新光彩。

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林秀美表
示，期望越来越多的台湾作家到大
陆，多体会、多感受尤其是福建独特
的历史风貌和风土人情，用手中的生
花妙笔展现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
化之美，为两岸文学交流留下浓墨重
彩的优秀篇章。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厦门开幕
▲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左）携舞集接班人郑宗龙共同出席在北京国家大

剧院举办的新作《霞》媒体见面会，郑宗龙表示“云门舞集的东方根基不会变。”
李佳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