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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到 G20 杭州峰会文艺晚会 《最忆是杭州》，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的创作历程中，不久前结束的

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翩翩起舞，美丽如诗，

舞蹈是崔巍几十年的执着与求索，在她心里，舞蹈艺术所带来的，不仅

是蕴含着中华文化底蕴的审美体验，更是时代的华章，是中国精神的彰

显。本报记者专访崔巍，讲述精彩舞台背后的故事和思考。

■记者手记

文化强国文化强国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

“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

10月 8日晚，夜幕下的杭州奥体中心体
育场犹如一朵盛放的“大莲花”，伴随着璀璨
的灯光、热烈的掌声，杭州第19届亚运会圆
满闭幕。沉浸在现场的欢声笑语中，杭州亚运
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全国政协委员、杭州歌
剧舞剧院院长崔巍不禁嘴角上扬。不过，她并
没有放松下来，因为紧接着便要投入下一个

“转场”——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开闭幕式的
工作。

自从 2023 年初进入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创作团队每天都在高强度的亚运会开幕式
筹备工作中度过，也一点点见证着“大莲花”
的“蝶变”。“6、7月份天气很炎热，开幕式
表演的排练在体育场里，更是在烈日的炙烤下
进行。所以，演职人员每天5点左右就起床，
抓紧时间排练到上午10点，然后退场，进行
休整。不过这个休整并不是完全休息，每个不
同的岗位还要继续推进各自的工作，如调试设
备、讨论方案、修改创意等等，到下午4点左
右太阳没有那么烈了，再次进场排练，一直持
续到凌晨，而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更是在演员
退场后继续完成对光工作。”回想起在“大莲
花”里的紧张工作，困难与辛苦历历在目，但
让崔巍最为感动的，是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凝聚在一起拼搏奋斗的力量，“举办杭州
亚运会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与之相比，我
们个人都是渺小的，唯有凝心聚力、全力以
赴，才能呈现出一场不负期望的开幕式。”

9月23日晚，全世界看到了这个“全力以
赴”的成果——水玉琮击鼓迎宾、诗画水墨起
舞、钱塘潮雄伟盛景、数字火炬手……古老文
明与现代生活交融交汇，数字技术与艺术创作
同频共振，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让人们领略了

“中国式美学”的浪漫和魅力。在崔巍看来，
开幕式作为广场式表演，不仅有宏大欢庆的场
景，还有细腻动人的审美，观众从中感受到源
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美
好自在的生活图景，正是当下自信、开放、包
容的中国的生动体现。“感恩时代、感恩杭州
这座城市，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给了我们
创作的底气和自信，而杭州的历史底蕴和科技
发展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

作为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名城，杭
州有太多人们所熟知的文化元素：良渚、西
湖、大运河……这些元素出现在杭州亚运会开
幕式中，是自然而然的，用崔巍的话说，创作
源于时代和生活，可谓“意料之中”，但如何
通过艺术进行创新呈现，让观众从中领略时代
风采，则是见功夫的地方，也就是“意料之
外”。

钱塘潮双人舞便是其中一个“意料之
外”——汹涌澎湃的钱塘潮“奔腾”在体育场
内，两位舞者踏浪而来，与潮共舞，将力与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位舞者所代表的，其实
是中国人勇立潮头、昂扬向上的精神”，崔巍
阐释道，一般来说看，会用千军万马来体现钱
塘潮的汹涌澎湃，但这一段却用了双人舞，加
以数字技术的壮阔潮水，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对
比，更加凸显了搏浪冲击的人的力量、生命的
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且有情感共鸣，还蕴含了
杭州特有的浪漫。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是艺术
家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家的母亲。亚运会开幕
式的创作其实也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好
的课题——如何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基础上进行

充分的艺术表达？”在崔巍的答案里，情感是
一个关键词。她认为，之所以能为观众奉上那
么多的“意料之外”，离不开内容和形式的创
新，在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滋养下，在时代波
澜壮阔的画卷里，在高科技的强力支撑中，艺
术创作逐渐酝酿和升华，让人们在视觉和心灵
的双重享受中获得情感的共鸣。“一个好的作
品，一定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出精神内
核，和更多的人产生共鸣，让观众能够接受到
艺术所呈现的感染力，这也是艺术创作的核
心。”崔巍说。

在舞蹈中交融情感

其实，用舞蹈艺术激发情感共鸣，一直是
崔巍从艺几十年来的艺术追求，也体现在她诸
多精彩的舞蹈作品中。

今年3月，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在杭
州大剧院上演，有不少演员和观众都流下了激
动的泪水，这是因为，距离2014年在这里首
演，《遇见大运河》已走到第10个年头。

《遇见大运河》的创作是在大运河申遗的
背景下开始的。在杭州生活多年，崔巍对大
运河不可谓不熟悉，可是，真的创作起来，
却觉得异常艰难。“大运河确实是一个好题
材，但它的内容太丰富了，一部几十集的电
视剧也难呈现完整，在舞台上仅有一两个小
时怎么演？我们的定位是什么，要表达什
么？尤其是如何让今天的人们去认识大运

河、了解大运河？”面对困难，崔巍的解决之
道是生活，深入到最火热的生活中去。她带
着创作团队走进运河沿线的城市，用心触摸
大运河的每一段历史、每一个细节，和运河
边的人们真心交朋友。

灵感的迸发往往是一瞬间的事，但并不是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采风后，崔巍被深深打
动，仿佛重新认识了大运河，那些人、那些
事、那些城市，勾勒出运河的昨天和今天，乃
至明天。沉淀3年，崔巍终于收获了她的“灵
感”：女主角是千年运河的一滴水，一直流淌
到今天，男主角则是“我们”，寻找和认识运
河的现代人。男女主角相知相爱，生动展现出
运河的历史兴衰和今天人们与运河相互依存的
关系，这种爱是人对历史、对自然、对文化的
大爱。崔巍说，灵感的突破口在于“文化遗
产”——人们像保护自己爱的人一样去保护运
河，发展运河。历史题材的舞蹈创作并不是机
械地复述历史、再现历史，而是带着今天时代
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历史、思考历史、观照现
实，从而传承发展，谱写新的历史。她一直清
晰地记得，当舞台上那一滴水出现时，观众们
报以热烈掌声；当那一滴水被“遗忘”，运河
生态遭到破坏时，观众们也跟着流泪；而当最
后男主角看见运河新的美好景象时，观众们开
心地笑了。

《遇见大运河》首演后，赴大运河沿线的
省市演出，后来，又进行了世界巡演，走遍了
世界十大运河，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法国演出时，一位观众看了之后不肯走，

对我说，这是她第一次看中国的舞剧，太美
了，一定要为此去中国看一看。”在崔巍看
来，当一个作品引发了情感的共鸣，那么自然
而然就会被人们所接受，文化交流交融本质上
也是情感的交流交融。

用舞蹈艺术助力文化传承

因为创作《遇见大运河》的经历，崔巍走
进了大运河，也爱上了大运河，更成为文化遗
产的传播者、保护者，让更多人认识大运河，
从而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保
护和发展，焕发勃勃生机。在舞台之外，崔巍
也积极践行自己的这份职责，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和杭州市政协委员，她多次就大运河的保护
与传承提出建议。

今年，崔巍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她
的提案依然跟文化遗产有关，这次她关注的是
上山文化的申遗工作。位于浙江省浦江县的上
山遗址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体现了中华
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崔巍表示，
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革命性事件，上
山文化是稻作农业起源类型无可替代的独特标
识。上山文化申遗，既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也能为解读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

在会上，崔巍积极与文博领域的委员探讨
交流，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外行”。“我创作了
《遇见大运河》之后，深刻感受到每个人都可
以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崔巍表
示，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它其实
离我们很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文化遗
产保护不只是文博工作者的事，每个人都可以
从自身的角度，助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对于崔巍自己来说，还是用她钟爱的舞蹈
艺术讲好文化遗产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为文
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如何完成这个目标？崔
巍的话语很坚定：与时代一起奔跑和呼吸，去
感受老百姓最真切的气息，静下心来，不断提
升艺术创作水平，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舞动的艺术 情感的共鸣
——访全国政协委员，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

本报记者 谢颖

与崔巍委员的通话在一个午后。
彼时，她还在为亚残运会而忙碌着，
工作细化到以小时，甚至半小时来计
算，终于挤出午饭后仅有的一些休息
时间，进行了这次采访。

尽管如此，崔巍的声音听不出疲
惫，反而满满都是创作的热情和快
乐。“创作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当你能够走进去，知道怎么去表达时
代、表达历史的时候，真的会很幸
福。”不难想象，当她找到创作灵感
时，会有多么兴奋。

亚运会工作结束，崔巍也开始了
新的创作旅程。谈及自己的计划，她
说，在《遇见大运河》后，还想把杭
州的另外两个世界文化遗产良渚遗址
和西湖用舞蹈搬上舞台，去遇见良
渚，遇见西湖。

为什么叫“遇见”？“每个人都可
能遇见。”在崔巍眼里，每个人都有
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和生命体验。比
如大运河，每个人遇见它、认识它的
方式和情感都是不一样的，这很有
趣，也充满了希望。所以，崔巍的希
望是，用自己的舞蹈作品，为更多的
人提供载体，遇见美好，“文化的力
量温润而强大，它就像种子，当你把
这颗种子埋在土里，细心浇灌培育，
它的美好一定会生根开花，孕育出累
累硕果。”

“遇见”美好
本报记者 谢颖

▲《遇见大运河》剧照

◀崔巍在上山遗址调研

崔巍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