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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敦煌舞的创新发展
钟佳岐 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摘要：2019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莫高

窟，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 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

文明保护和传承的高度重视。 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

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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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内彩塑、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吸收了古代中

西艺术之长，反映了 1000 多年间佛教文化、民俗风貌

和历史变迁，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对研究中

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
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而作为“敦煌

舞”这个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乐舞形象为原型，经过

当代的舞蹈艺术家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提炼、创作，重新

复活于舞台之上的一个舞种，更是敦煌艺术的结晶。在

首届“一带一路”敦煌舞蹈文化研究论坛上，史敏教授

《伎乐天》 专场晚会以 《天宫伎乐》《觉悟》《闻法飞天》
《七步生莲》《心灯》等多个作品，多角度、多次层，精美

呈现了一场敦煌舞蹈盛宴， 为加快推动敦煌舞在全国

范围内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敦”大也，“煌”盛也。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这

颗“大漠中的明珠”所蕴藏的丰富艺术宝藏，多少年来

令无数艺术家心驰神往。
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的

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要的要

求。 今夏时节，全国敦煌舞领域的翘楚汇集一堂，在北

京舞蹈学院这块敦煌舞蹈艺术的最前沿热土上， 首届

“一带一路”敦煌舞蹈文化研究论坛顺利举办。 盛会因

为多方参与而丰富多彩， 倡议因为每一个人的践行而

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新时代、新丝路、新发展，敦煌舞蹈

艺术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需要敦煌舞蹈人持之以恒、
精耕细作。 北京舞蹈学院敦煌舞蹈文化研究中心举办

的这次论坛所呈现的艺术作品及其所蕴含丰厚艺术价

值，令所有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受益匪浅。 更令人为

之动容的，是史敏教授对文化、对艺术、对梦想的纯粹

追求。 这位“落入凡间的女神”，历经多年的教学探索、
创新、积累，排除万难，不懈努力，将一个又一个从壁画

中提炼、凝结的生动形象“复活”在舞台上。而这次史敏

导师工作坊《伎乐天》专场晚会，其“仙境”般的画面如

梦如幻，动听的旋律令人心驰神往，大家仿佛置身在佛

国世界！
剧场外，一幅长达 30 米的画卷徐徐展开，伴随着

一阵阵扑鼻而来的淡雅沉香， 整个大厅已充溢了浓厚

的氛围感。 画卷后方的屏幕正在播放着此次演出的影

像资料，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好似仙境一般。穿过大厅，
映入眼帘的是各个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敦煌乐舞壁

画， 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让观众在演出开始之前

即可对敦煌文化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走进剧场内，悠扬

的古琴旋律索饶在观众耳畔， 只见一位身着白纱的女

子坐在舞台一侧，现场展现着她精湛的演奏技艺。而整

个剧场内座无虚席，由此可见，大众对敦煌舞蹈艺术的

喜爱是超乎想象的。 慕名而来的观众导致整个专场演

出一票难求。
对莫高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作为国家重点保

护文物，洞窟内并没有现代化的灯光设备，我们可以试

想，这一刻，踏入窟内的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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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巧妙的构思， 用特殊的代入感拉开了整场演出的

序幕。场内一片漆黑，舞台上缓缓走出一人，手持电筒，
追寻着一束微弱的灯光， 我们隐约看到了天宫伎乐的

影子，忽隐忽现、十分神秘。 而此时的观众们更是屏气

凝神，目不转睛地关注着舞台上的一切，仿佛整个空间

都静止了。就这样，这幅若隐若现的敦煌壁画藻井图呈

现在眼前。 《伎乐天》的视觉盛宴也正式开始。
舞台之上，伴随着演员们的精湛技艺，辉煌的壁画

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整个场面令人如痴如醉。 作品《天

宫伎乐》对空间感设计的别具一格，编导巧妙的运用了

舞台低空间的壁画和高空间的镜面反射作用， 上下呼

应，交相辉映，360 度无死角的充分展示了这幅壁画的

精美绝伦之处。伎乐菩萨从壁画中慢慢复活浮动，在不

脱离敦煌舞蹈“S”型特征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托举等拓

展空间的舞姿动作，四组“飞天”盘旋而起，飘带如清风

拂面，整个舞台的空间运用充盈、丰富、饱满，既符合舞

台艺术的审美高度，又能渲染出满壁舞动的壁画艺术。
敦煌文化孕育而来的形象， 却打破了敦煌舞蹈的

一贯风格。 《觉·悟》中的人物形象是提取于敦煌的，但

有趣的是， 这个作品却几乎没有运用到敦煌舞蹈的元

素，是整场晚会唯一使用了现代舞编排技法的作品。一

位来自公元 366 年的和尚形象，身披僧袍缓缓的走着。
舞台深处隔着一道纱幕，仿佛开启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法”路长漫漫，黄沙中身心俱疲。转角，纱幕褪去，灯光

营造出了一条明亮的道路，战胜心魔渡得彼岸，这条路

借助舞台灯光的纵深感和动作的编排， 恰到好处的阐

释了无数追寻其脚步的世人，不燥不惧，到达心灵的法

岸。
女子三人舞《闻法飞天》是依据莫高窟第 148 窟盛

唐时期的“六臂飞天”而创作的剧目。 夺人眼球的是其

舞蹈服饰重要的元素———飘带。 出于编导对作品大胆

的创新， 使得 24 米的长绸与演员合为一体。 红色、蓝

色、绿色的长绸萦绕在演员身周，在翻腾、跳跃、旋转的

过程中，延展翻卷出层层的“S”型波浪。 作品难能可贵

的是“身绸合一”的至高境界，舞蹈演员需具备极强的

道具应用能力。 结合对肢体气与力的精准控制、把握，
才可以达到对长绸如此娴熟的演绎。 除了以女性形象

为主的轻歌曼舞， 整场演出也不乏以男子形象出现的

舞蹈作品。莫高窟第 285 窟窟顶绘有诸神万物，象征天

地宇宙，壁画中保存了“雷神”形象，于 12 面连鼓中腾

空飞起，手脚同时击打鼓面，急劲有力。 作品《雷公鼓》
并没有落入程式化的俗套，而是启用了 12 名男性演员

替代了其 12 面圆鼓。 最令人难忘的是服装的精巧设

计， 还原了壁画中雷公所穿戴的蓝白色相间的华丽服

装，周边男子所表现的一圈鼓面，也是运用巧妙的服装

设计而完成的，立体感十足。 生动演绎了隆隆鼓声、不

绝于耳的逼真场景。 此作品也准确反映了当时人们对

天地万物的敬仰。
超凡脱俗的舞乐境界其根源， 是敦煌壁画所诠释

的佛国净土。 在此次演出中还有一位特殊且受人敬仰

的参与者，他就是来自青海玉树的希愿然扎活佛。一束

追光下， 希愿然扎活佛栩栩走来， 他缓缓移至舞台侧

方，坐在菩提树下，静静打坐。 作品《七步生莲》以释迦

牟尼“乘象入胎”的故事为依据，在表演的过程中，活佛

诵唱的佛经中， 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将我们带入了神

圣、纯洁、庄严的国度。 而前一秒舞台上还是凝固的画

面伴随着耶律夫人的出现瞬间涌动了起来， 展示着其

不可思议的梦幻境界。 紧接着，美丽的迦陵频伽，若天

若人，声音美妙动听，婉转如歌。 轻盈的动作设计和表

现出的盛开莲花搭配的惟妙惟肖， 带有鸟身的服装更

是极具特色。
编导在整场的舞美设计中并没有过多采取绚丽的

舞台装饰， 反而追求的是舞美设计与作品内涵的深度

契合，简约而不简单。上述作品仅仅是《伎乐天》晚会的

部分优秀作品。 而本次专场演出的大多数艺术作品都

来自于史敏教授多年的课堂积累，不仅具备艺术性、观

赏性，同时还可以达到很好的教学、训练目的。 而此次

专场演出的编导团队和演员团队， 也都是北京舞蹈学

院的教师和在校的古典舞系优秀学生。
作为整场演出的灵魂人物，史敏教授 13 岁就与敦

煌舞结缘，这条路她一走就是几十年。而舞台上陆续播

放出了一张张老照片， 生动的展示了史敏教授的艺术

生涯之路。 最后一个作品《心灯》是她与全体演员共同

完成的。舞台正中，她极富敦煌神韵的舞姿，回旋曼妙、
沉稳洒脱。 一束逆光放大了她的身影， 照亮了所有演

员，照亮了无数为敦煌舞艺术事业而奋斗的前辈们。此

时，笔者清晰地看到，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写到这里，
自己也不禁热泪盈眶。

敦煌舞是从沙漠石窟中挖掘出的舞蹈艺术， 敦煌

舞的创新发展是一条寻古迹、辟新径之举，聚焦“一带

一路”大视野下的今天，我们应该珍惜一带一路经济发

展格局为我们提供的种种新的机遇与新可能， 以主动

进取的态度，用敦煌舞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向世界讲

述敦煌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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