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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鸟的涅槃之路
有杂技绝活儿更有戏

杨嵘和武汉杂技团的结缘始于两
年前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
会开幕式。在《凤凰说》的创作中，如何
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武汉杂技的
金牌技艺结合起来，是主创团队一开始
就面对的难题。“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是如何跟着时代的脉搏，去展
现荆楚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剧呈现，而
不仅仅是秀一把‘活儿’。”

在前期创作中，主创团队做了大量
的梳理，从武汉杂技团擅长的高空节目
出发，由飞翔的意象找到了和楚文化中
凤凰图腾的共同点，更将荆楚文化放在
长江文明的大背景下去架构剧本，最终
形成的剧本由小青鸟的成长历程贯穿
全剧。它一路披荆斩棘集结“凤凰五
德”的力量战胜了黑暗，浴火重生，保护
了大江大河。

“杂技是不断突破人体极限的艺
术，它呈现出来的那种上下求索、不畏
艰辛的拼搏精神，也是荆楚文化的精神
内涵和特征。所以我们在剧中不仅体
现了大江大泽、屈原的求索、山海经的
瑰丽，还用长江流域特有的金丝猴、秋
沙鸭等五种动物和剧中的‘凤凰五德’

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小青鸟在和它们
的互动中学习、成长，带领大家战胜黑
暗，找到光明的主线。”杨嵘说。

为了增强杂技的叙事性，杨嵘和主
创团队还采用了音乐剧的形式，通过不同
的唱段强化了角色之间的戏剧冲突，让观
众更好地融入故事，而不是单纯地欣赏技
艺。同时，主创团队也对演员们的表演提
出了严格的要求，场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在
戏里。“不仅是主要角色，哪怕是保护演员
的老师，也要在角色里。比如说‘黑蜘蛛’
在高空表演时，下面有几个观赏的角色其
实是保护演员的，但他们的动作、情绪也
都要在这个情境里。”

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主创团队精
心设计了各种方案，连演员失误的情况
也都考虑到了。“杂技表演难免会有失
误，但是处理好也可以增强戏剧效果。
比如飞轮炫技中演员曾经失误滑下，其
他演员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正好契

合剧中唱段‘抓住他’的情境，观众都没
看出来，因为不出戏。”

《凤凰说》从6月首演至今，已经在
汉演出近70场，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

“用杂技的技艺来做叙事性的戏剧表达，
这是一部剧的张力，而不是仅仅看翻了
多少个跟头、飞了多高。很多观众看到
最后会受到感染流下眼泪，尤其是孩子
们也特别喜欢这部戏，全场大喊加油、加
油，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代入感。”

杨嵘介绍，《凤凰说》原本是为武汉
杂技厅量身打造的作品，效果都是为三
面观演的环形舞台定制，刚刚演定型。
此次演出的盛京大剧院为传统的镜框式
的舞台，观演关系完全改变，主创团队在
短时间里做了大量的舞美改造。“沈阳观
众看到的版本，不仅通过三层幕布的设
计来增强舞台的纵深感，更在舞台上增
加了移动天梯、大树和蜘蛛洞等多层次、
多空间的景片，和多媒体影像配合形成
了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

青年演员补上表演课
黑蜘蛛、猴族都“立住了”

24岁的演员张书彪在《凤凰说》中
参与了跳圈、大跳板和飞轮炫技等多个
环节的表演。

2009年进入武汉杂技团的他已经
是年轻的“老”演员了，但张书彪说，在
《凤凰说》里带着剧情演戏，比单纯完成
杂技技巧更难。“比如剧里跳圈是代表
着义族的金丝猴，我们的表演不仅要完
成钻圈的技巧，还要演出猴子抓耳挠
腮、活泼灵动的感觉。”为此，演员们不
仅上表演、形体课，更花了好几个月去
找角色的状态。“刚开始很难，以往我们
练技艺，起跳前会短暂停顿一下，在这
部剧里就不一样，所有的动作、节奏都
要跟着角色走。”

剧中最大的反派黑蜘蛛的扮演者，
21岁的女演员鲁雪娇，能在近十米高空
的吊环上翻腾自如，但在排练初期也因
为表演“放不开”而被导演批评，以至于
看到导演都绕道走。经过这近半年的
磨炼，她扮演的黑蜘蛛从上台完全不知
道看哪，变成了一亮相就气场拉满的邪
魅女神。彩排时尽管没有妆造的加持，
但她仅用一个轻蔑的眼神、霸气的转
身，就让人不寒而栗。杨嵘评价，这个
人物已经“立起来”了。“可以看到她完
全融入这个角色当中了，非常享受舞
台，她就是女王，那种反派的感觉很随
意地就流淌出来了。对杂技演员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此次《凤凰说》的演出阵容近 80
人，集合了武汉杂技团从“70后”到“00
后”的几代演职人员。负责道具研发和
节目创作的胡彬、华乐两位老师，在排
练中一直目不转睛，不放过台上的任何
细节。带着女演员们装完台，演员队长
谢虹已经累得挪不动脚，音乐一响她又
默默站到了侧幕后默默守护。这些细
节都让杨嵘对武汉杂技团印象深刻，更
赞誉有加：“武汉杂技团是一个有传统
的团队，更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这
样的凝聚力，这种不断挑战、突破极限
的精神，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演员的努力
传承下来的，我也想通过这部剧，向武
汉杂技人致敬。” 王娟

《《凤凰说凤凰说》》有杂技绝活儿更有戏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凤凰飞矣，
于彼朝阳。8月26日晚，由武汉杂技
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排演的杂技剧
《凤凰说》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亮相第十
二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技艺讲述的
长江故事令一千多名沈阳观众为之震
撼、陶醉。

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由文化和
旅游部与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共有
来自全国的8部杂技剧和36个杂技
（魔术）节目亮相。杂技剧《凤凰说》由
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携手北京
冬奥会核心主创导演杨嵘打造，讲述
了光明使者凤凰之子“小青鸟”历经磨
难、坚守正义，最终用燃烧生命的涅槃
之火驱散黑雾，战胜了黑暗领主“黑蜘
蛛”，守护了光明与正义的故事。该剧
将独具荆楚地域特色的“大江”“大泽”
作为舞台空间，以杂技语汇创造性地
演绎长江文化源头故事，并将武汉杂
技的《浪船》《飞轮炫技》《独轮车技》
《大跳板》《立绳》《女子柔术》等十多个
荣获国家级、国际比赛大奖的金牌节
目融入剧情进行了全新编排，呈现了

“技”与“艺”的创造性融合。
当晚的演出上座率超过九成，一

千多名沈阳观众跟随着小青鸟一起踏
上追寻光明之路。遮天蔽日的丛林
中，金丝猴跳跃着钻过一个又一个圈，
群峰之间，小青鸟凭借一根细细钢丝

走过山崖，看得人提心吊胆。当小青
鸟和鱼儿逆流而上在大跳板上高高跃
起，有观众惊叹：“它翻出了我的手机
屏幕！”“黑蜘蛛”的随从冲到观众席间
问：“小青鸟在哪里？”一个小观众大声
喊：“你永远找不到它！”全场都乐了。
全剧尾声小青鸟找到光明后翱翔于天
际，浩浩长江如巨幅青绿山水画缓缓
展现于观众眼前，令全场为之震撼，掌
声不歇。

不少沈阳观众都是阖家前来观
赏，9岁的刘昔桐和家人第一次看杂技
演出，小姑娘看得目不转睛，演出结束
后还和家人在大厅里热烈地讨论着演
出的细节：“我太喜欢小青鸟学飞翔的
那个段落了，演员飞得那么高，好神
奇！”

走出剧院，观众朱先生和女儿依
旧沉浸在《凤凰说》的意境中，孩子对

“黑蜘蛛”的黑暗能量念念不忘，朱先
生则对该剧的音乐、舞美赞不绝口：

“长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比较神圣的，
当大幕拉开，长江、大泽还有布满整个
舞台的荷花，给人感觉和以前的杂技
风格很不一样，就觉得湖北和武汉太
美了！看得出来杂技的表演难度其实
很高，但是这部剧把杂技技艺和剧情
结合得很好，故事讲得不生硬，音乐、
舞美也非常精彩！”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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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凤凰”飞临 沈阳观众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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