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2023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校史剧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属性及实践研究”(2023SS100)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钰琪,西安外国语大学戏剧专业硕士研究生。

以话剧舞台视角谈民族舞剧对其
元素运用的融合与探索

———以舞剧《骑兵》为例

◆ 张钰琪

[摘 要] 我国是一个民族文化丰富、民族艺术多元的大国,在艺术领域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今天,各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的民族艺术作品,《骑兵》是其中之一。剧作依

托于内蒙古骑兵战队这一独特视角,展现了多样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且将“舞”与

“剧”高度融合,充分利用“剧”的特色,为观众献上一场感人至深的英雄赞歌,为舞剧艺术

创造更多可能注入了新动力。
[关键词] 《骑兵》;民族艺术;舞剧;戏剧

  舞剧《骑兵》选材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骑兵

部队,全剧通过“男儿归”“草原殇”“从军别”“战马

情”“英雄泪”“骑兵魂”六幕,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朝鲁

成长为骑兵英雄的故事。该剧于2019年创作完成,
先后获得了多项殊荣。它不仅向观众展现了艺术造

诣上的风姿,更以小见大,折射出弘扬家国情怀和怀

念先烈英雄的内核,是一部赞颂爱国主义精神、蕴含

人类和平愿景、表达动物灵性之美的艺术佳作。

一、民族艺术的匠心独出

舞剧《骑兵》是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

作品,也是中国舞台艺术历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

的原创大型舞剧,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

成功,除了公认的创作题材新颖、表现手法独特、视
觉效果震撼之外,其民族特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

要一环。
作品中充分展现了民族艺术具有的三个特征。
其一,丰富多彩的民族性。少数民族群体是中

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部分“少”
而“精”的群体,为中国艺术的民族化提供了孜孜不

倦的民族源泉。在《骑兵》中,民族气息扑面而来,作
品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倾情打造,有着内蒙古地区独

一无二的民族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古族

舞蹈元素,剧中展现了“刀舞”“马刀舞”“挤奶舞”“碗
舞”“镰刀舞”“雁舞”[1]等蒙古族经典舞蹈动作,但并

未拘于原本程式化的展现,而是注重其再创造,将蒙

古舞与生活化动作相结合,侧重在表达清楚故事与

剧情的前提下,保留蒙古族舞蹈的风格印象与民族

韵味。无论是从对草原人民生活的写实展现,到蒙

古族独有的袍式、皮靴等服装设计,还是从传统的呼

麦、长调等乐曲风格,到场景中错落的草垛、洁白的

蒙古包布置……无一不展现了浓浓的蒙古草原风

情,他们的淳朴、豪迈,他们的“高原红”“羊奶香”,都
突出了鲜明的民族特点,让人回味无穷。

其二,独具一格的地域性。“敕勒川,阴山下,天
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草原上的人民,他们游牧于茫茫苍原之中,与天

地共享辽阔,与牛羊和谐共生,马背上的民族由此而

生,也因此诞生了作品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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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马不再作为道具出现,而是由人扮演,作为关

键角色推动剧情发展。战马的设计创新且巧妙地增

添了表演层面的真实性,独一无二的骑兵战队利用

舞台设计上的层次和坡度,模拟出了草原地势的高

低起伏与地域的宽广磅礴。例如,舞剧开场,一大群

骑兵战士挥舞镰刀,在舞台上节奏统一地跳跃,配合

马踏大地的声音,将一幅草原英雄策马奔腾、奋勇向

前的无畏画卷铺开在观众面前,仿佛让观众置身于

茫茫草原之上,马儿奔跑的舞步和舞刀策腾的态势,
再加以肘部动作的夸张化处理,让一个个英勇无畏

的骑兵形象首次亮相就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视觉

观感的冲击力,不仅提升了观赏性与期待感,也为后

续的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令人印象深刻。
其三,引人回忆的时代性。时代孕育民族,民族

创造文化,文化影响人民。在中华文化的滚滚长河

之中,每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有着专属于那个时代

的独特记忆。虽然剧作的灯光音响、舞美服化、剧情

结构等都更贴合现代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和追求,
但与此同时也毫无保留地传达出了缅怀过去的情

愫,内蒙古骑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2]也在此得到升

华。舞剧开场的第一幕,骑兵战士们在草原上策马

奔腾,他们身着皮毛制成的衣物,策马扬鞭、缰绳起

伏、长刀挥舞,半遮掩的幕帘和闪烁着的灯光,一下

就将观众带回到了战场激烈的情境之中。第二幕,
当珊丹感染“黑死病”后,蒙古族信奉的“神灵”在给

珊丹祈福,使这种古老的文化巧妙地进入观众的视

野,危机关头,解放军医疗队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真

正的希望与光明。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时代背景下,
草原人民质朴热情,人与战马情比金坚,英雄骑兵心

怀家国。透过作品,我们仿佛又置身于悠远的年代

之中,感受战争的残酷,追忆先烈的豪情,任由泪水

挥洒。这就是时代在艺术作品中的力量迸发,它虽

无声但似有声,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阵阵难以平复

的涟漪,使人感同身受。

二、舞台呈现的推陈出新

查阅有关舞剧的定义,不难发现诸多观点中的

共通点———舞剧是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来进行艺

术的创作和展示。因此,在舞台呈现上,“舞”为重、
“剧”为辅是大多舞剧创作的准则。而在《骑兵》中,
编导大胆运用“剧”的优势,使作品外部技巧华丽的

同时,更注重内在情感的展现,此处从两个方面进行

讨论。
(一)道具巧用展情思

在戏剧舞台上,道具的作用功不可没,关键且有

效的道具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渲染表演的氛围、助
推角色的塑造。《骑兵》中道具的运用充分发挥了其

价值,成为了作品展现的外在生力。
第一幕“男儿归”中,男女主有一段双人舞蹈,展

现了朝鲁初归之际,见到美丽大方的珊丹,二人一见

钟情,男女之间青涩的爱意弥漫在二人之间,刻画出

一幅暧昧美好的画面。爱情,是舞台上非常常见的

场景之一,同时也意味着想要不落俗套,就需要在共

性之中发现个性。编导此处的个性就体现在使用了

一个长长的红色腰带作为道具,腰带的一端系在男

主腰上,另一端握在女主手里,二人之间的距离随着

舞步的律动旋转而忽远忽近,男女之间的情愫借助

这根红腰带传达得更加真实、生动。此时红腰带便

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当原本简单的道具有了

象征意义后,它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也有了质的飞跃。
红腰带在这里可以象征月老的红绳,也可以是坠入

爱河的标志,抑或是心中的牵挂,等等。这种象征不

一定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可以根据每个人

的理解有着不同的含义,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朦胧的美感会更令人着迷,这样的道具

对于情感抒发和剧情推进的作用才会更加有力。
第二幕“草原殇”,开头讲述突如其来的黑死病

席卷了草原,草原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珊丹也

不幸感染,医疗条件匮乏使其面对疾病时非常力不

从心。这部分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表现“黑死病”这
个抽象的概念,在戏剧舞台中,当我们选择有关神

话、科幻等虚构题材时多会遇到这类问题,相比影视

可以通过后期等技术实现而言,想要在舞台上化虚

为实显得异常艰难。而剧中,一个道具巧妙地解决

了这个难题,作品选用一块巨大的黑色绸布来表现

黑死病的侵袭。在演员的舞动下,它形成一种波浪

式的律动,展现出黑死病的来势汹汹,黑色的布上有

些许不规则的洞口,演员会通过这些洞口挣扎而出

再被拖拽回去,似乎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魔爪。每

个边角都由演员固定,由一个集中的队形迅速散开,
扩大到近乎整个舞台,配合着暗淡惨白的灯光,将黑

死病蔓延之快和疾病笼罩下的压抑之感生动形象地

展现了出来,剧情也在此推向了一个小高潮。黑布

道具的运用同样也使用了象征手法,编导用黑布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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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黑死病,代表着灾难来袭,寓意着恐怖、死亡。
以上两个场景,经过道具加持,既丰富了整体呈

现,又深化了情感表达,作品巧用戏剧艺术中道具的

辅助作用,创造了许多形式之美的设计,相比以往更

多关注舞蹈美感而言,二者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展示

出了舞剧呈现的多种可能。
(二)肢体表达诉真情

舞剧作为一门“不开口说话”的艺术形式,对于

舞蹈演员而言,想要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唯一途径

就是自身的肢体动作。通过舞蹈动作,加之人物理

解和情绪抒发,最终形成无声的肢体语言。从导演

坚持以人演马这点就可以看出,作品格外注重用身

体讲故事,使其成为情感表达的内在动力。
作品中最主要的三个角色是朝鲁、珊丹,还有珊

丹的战马尕腊。剧中,马被赋予人性化的一面,尕腊

从最初见到朝鲁时产生“危机感”,与其争风吃醋,到
最后在战场与朝鲁拼死杀敌,人与马彼此惺惺相惜。
这种情感的变化,将马塑造成有真性格、真情感的

“人”,从而使三个角色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关

系下产生的戏剧效果无疑更打动人心。比如第一幕

中,尕腊在与朝鲁进行激烈的驯马比拼过后,珊丹急

切地关心着朝鲁的情况,三人就此有一段简短的舞

蹈,其展现的情节和情感十分有趣。尕腊对珊丹的

“蹭”“甩头”“顶”等动作向我们展示了它与主人的亲

密无间,以及性格上的聪明、调皮,反之对待朝鲁则

是刻意“拉绳子”“挡视线”来宣誓自己的主权。把尕

腊对待不同人、不同事的态度,通过这些小动作活灵

活现地跃然于此,让观众充分感受到这匹马是“活”
在舞台上的。

同样,最后一幕中,朝鲁和尕腊的双人舞更是让

人马之情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内心。连绵的战火中,
战友相继牺牲,战争的残酷让草原染上了一层血色,
朝鲁在浴血奋战中活了下来,作为战场上最亲密的

伙伴,骑兵与战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割舍的

情感纽带。此时尕腊对朝鲁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他

与珊丹间的寄托,更是浓浓的战友之情。剧中朝鲁

和尕腊都身受重伤,伴随着疼痛、流血、跌倒、颤抖,
即使他们都已力不从心,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向对方

奔去,哪怕是爬,也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气。
伴随着演员们一次一次跌倒站起,依靠着又倒地,心
痛和无力之感蔓延观众心头,最终尕腊倒在了朝鲁

的怀中,纵使朝鲁再怎么拼命摇晃,用令牌在尕腊面

前摆动,想要唤醒尕腊,马儿都再没有力气睁开双眼

与朝鲁一同回家。心痛欲绝的朝鲁用嘴咬下尕腊的

一撮鬃毛,带着尕腊魂归故里。
可以说,作品用肢体语言把“人马情”“战友情”

“生死情”“革命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肢体让剧

情丰满的同时,真正让观众为之感动和落泪。

三、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同样投射到艺术领域,人们对于艺术作品审

美水平的提高,进一步鞭策了艺术领域需要有更多

精品的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3]因此,作品如何能紧跟时代潮流,创造有效价

值,滋养精神领域,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当下艺术创

作的重中之重。于《骑兵》而言,无论是观众、专家学

者的好评如潮,还是艺术赛事斩获的殊荣之多,其取

得的成绩足以证明它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佳

作,它有着恢宏壮烈的历史依托、独一无二的民族气

节、丰富新颖的情感流露、精准细腻的肢体语言,更
为后续类似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实践上的新参考,开
拓了创作上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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