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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芭蕾舞團「看家劇目」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昨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話你知話你知

《紅色娘子軍》港上演 舞藝傳民族精神
首演60周年成中芭「名片」助港打造中華優秀文化傳播基地

中央芭蕾舞團「看家劇目」芭蕾舞劇《紅色娘

子軍》昨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為2024

年「國風國韻飄香江」系列文化活動隆重啟幕。

舞台上60名中芭藝術家傾情演繹，重現英姿颯爽

的「頭戴軍帽，腳穿足尖鞋」的中國娘子軍形

象。香港各界約2,000位觀眾入場欣賞，當史詩般

的音樂奏罷，全場沸騰，在觀眾持久熱烈的歡呼

聲與叫好聲中，演員一次次謝幕。中央芭蕾舞團

排練者、國家一級演員曹舒慈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提到，今年是《紅色娘子軍》首演60

周年，今次香港演出也是該舞劇2024年的新年首

演。談及這一舞劇的重要性，她說：「《紅色娘

子軍》是中央芭蕾舞團1959年建團後的第一部中

國芭蕾舞劇，無論從藝術角度，還是戲劇、音

樂、舞蹈等方方面面細節來看，都可譽為中國芭

蕾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康敬

「國風國韻飄香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共同指

導，紫荊文化集團傾情助力，北京中演環球藝術製作有限
責任公司主辦，旨在支持香港打造中華優秀文化傳播基
地，積極推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

「中國芭蕾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今年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首演60周年，亦是這部
經典舞劇時隔十年再度與香港觀眾見面。根據梁信同名電
影文學劇本集體改編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無疑是
中國芭蕾藝術的「名片」，它凝聚淬煉西方芭蕾的審美和
技術，融合中國故事達到至真至美的藝術高峰。舞劇中的
音樂《娘子軍連歌》《萬泉河水清又清》等都是觀眾耳熟
能詳的優美旋律。
舞劇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海南島，從惡霸
南霸天府中逃出來的丫鬟瓊花，在紅軍黨代表洪常青以及
戰友們的幫助下，經過血與火的戰鬥考驗，從一名苦大仇
深的鄉下丫鬟，逐漸轉變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戰士的過
程，生動描繪了一幅中國婦女堅強不屈革命精神的壯美圖
卷。
舞台上，中芭藝術家的精湛技藝與動情演繹，重現英姿

颯爽的「頭戴軍帽，腳穿足尖鞋」的中國娘子軍形象，展
示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綻放出中華民族芭蕾
藝術之花的獨特魅力。
這部舞劇的最大看點就是芭蕾與中國舞蹈的結合。曹舒

慈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一舞劇吸收了中華文化元素，可
以說是非常成功的中國文化展現。「比如第一場中，瓊花
的『足尖弓箭步』亮相、『倒踢紫金冠』、『串翻身』等
動作，其實都是非常經典的中國古典舞動作，但以芭蕾舞
演員強勁有力的舞姿展現出來。而芭蕾舞標誌性舞姿『阿
拉貝斯』，則注入了角色獨特的情感，表達着她追求崇高
理想的意義。」
今次的表演隊伍中多為年輕舞者，曹舒慈就在其中飾演
多個角色，包括快樂女戰士、少數民族少女、奴隸、小丫
頭等。她表示，《紅色娘子軍》是演員進入中央芭蕾舞團
的必修課，也認為作為中國芭蕾舞的演員，能夠參演這樣
一部舞劇，喚起了他們深厚的民族感情。「當音樂聲一響
起，民族自豪感便被喚起。能夠演繹這部作品，是我們的
驕傲。」
經歷了60年的打磨，為了更好地呈現，每一代舞者都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曹舒慈說：「在演繹作品前，除了閱讀
很多歷史資料，為了克服女演員『只像娘子不像軍』的問
題，芭蕾舞演員還會進行多次軍訓，與戰士們在一起學習
如何射擊、匍匐前進等，這樣便能將自己的舞蹈技術、情
感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才能在台上更加生動地演繹。」

舞者盼展現對國家感情
雖然每個時期的演員甚至每個演員都對角色有自己的
不同理解和處理，但這部舞劇傳承60年至今，整體上保
持了原汁原味，曹舒慈說：「我們之所以組織演員去軍
訓，也是希望能把老一輩藝術家創作這部舞劇的初衷與
精神傳承下去。」她希望舞團在今次的香港演出中，呈
現新一代舞者的精神面貌，展現他們對於這一經典舞劇
的理解，及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感情。

中央芭蕾舞團成立於1959年
12月，演職員均由專業院校培
養的一流藝術人才匯集而成。
自1987年首次赴港演出以來，

中芭便與香港同胞結下深厚的緣分。1997
年香港回歸的慶典演出，2007年香港回歸
祖國十周年的紀念演出，中芭藝術家均以
精湛的技藝與動情的演繹，在香港觀眾心
中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2017年，中央芭蕾舞團演員、交響樂團
演奏員及其他演職人員，以160餘人的強大
陣容，分別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兩場經典
芭蕾舞劇《吉賽爾》，在香港沙田大會堂
和屯門大會堂各演出一場《芭蕾精品慶典
晚會》，4場演出共有4,000餘香港觀眾現
場觀看。

中芭享譽國際，曾引進排演《天鵝湖》
《唐．吉訶德》《吉賽爾》和《卡門》等
大量的世界經典名作，自創《紅色娘子
軍》《祝福》《黃河》《大紅燈籠高高
掛》《牡丹亭》《過年》《鶴魂》《敦
煌》《九色鹿》等一大批極具鮮明民族特
色的精品佳作，成功探索出一條古典與現
代、民族與世界完美融合的中國芭蕾藝術
發展創作之路。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是中國芭蕾藝
術的「名片」，曾在2011年在港演出，引
起轟動。今年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首演60周年。60年來，《紅色娘子軍》受
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演，國內外累計
演出達4,000餘場，展現中國芭蕾藝術之
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黃依江）經
典的劇目可以跨越時空、語言的阻隔而歷久
彌新。這份魅力昨日吸引到香港眾多市民前
來欣賞中央芭蕾舞團的「看家劇目」——芭
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不少觀眾對這部上
演了60年的芭蕾舞劇興趣頗大，亦希望更
多人知道這個故事，除了欣賞藝術，亦能藉
此劇目激勵自己在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斷
向前進。
「這套舞劇我從小就接觸過。」香港青年

歐陽鳳盈昨日特地抽空來看，她興奮地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自己小時候學芭蕾時都聽老
師說過這台舞劇，如今在香港現場欣賞到一
幕幕記憶中的片段，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常青就義」的舞段，直言：「正是這些像
『洪常青』一樣的革命先輩們大無畏的犧
牲，才換來了大家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這
種精神對自己也是一種激勵，在以後的工作
和生活中也會不斷向前進！」她希望更多人

知道這個故事，尤其是年輕人，要知道「娘
子軍」這樣一面旗幟的存在，並將其精神發
揚光大。
德望學校中五學生黃欣朗表示，自己讀中
國歷史，最近聽聞中央芭蕾舞團來港演出，
又是呈現經典劇目，所以儘管學業繁忙，還
是和媽媽特地買票過來支持。「這一舞劇帶
來正面的感受，我看完感到很振奮。再加上
我讀中史，最近剛好讀到共產黨的歷史，去
年也撰寫過相關的論文拿到三等獎，這台舞
劇與我正學習研究的內容相呼應。」

六旬翁：配樂可從頭哼到尾
60多歲的吳先生昨日來看《紅色娘子軍》
懷舊，「舞劇的配樂我幾乎可以從頭到尾跟
着哼唱。」原來他以前在廣州長大，看過
《紅色娘子軍》的電影，亦在多年前看過這
台舞劇，直言：「很親切！演員換了一代又
一代，但紅色娘子軍的精神沒有變。」

對於中央芭蕾舞團來港演出的另一場芭蕾
舞劇《天鵝湖》，吳先生亦是期待萬分：
「在香港就能欣賞到國家頂尖的芭蕾舞團表
演，很難得！希望兩地的藝術家都能多交
流，共同提升藝術水平。」
香港市民阿Jo和外籍丈夫Daniel昨日一起
來欣賞舞劇，阿Jo稍有了解過這部芭蕾舞劇
的內容，很有興趣；Daniel則表示，雖不懂
中文，但知道這次演出的芭蕾舞劇《紅色娘
子軍》是內地十分有名的劇目，很高興這次
中央芭蕾舞團將內地優秀的舞蹈技藝帶到香
港給市民欣賞。

據悉，此次「國風國韻飄香江」在10日
和11日完成兩場《紅色娘子軍》演出之
後，將於13日至14日演出中央芭蕾舞團
的「鎮團之寶」瑪卡洛娃版芭蕾舞劇《天
鵝湖》。
瑪卡洛娃版被譽為世界最好的版本之
一，中芭的瑪卡洛娃版《天鵝湖》是站
在俄羅斯學派的基礎之上的創新，無論
是舞蹈、戲劇、音樂還是舞美，都顯出
了綜合的實力。相較於世界各地芭蕾舞
團的不同版本，中芭演繹的《天鵝湖》
以陣容龐大、功底深厚的「群鵝」 而享
譽世界。在舞蹈演繹上，中芭的演員傳
承了俄羅斯學派古典、純正的基礎，又
在表演中加進了中國人的柔美和內在。

觀眾讚故事激勵人生向前邁進

《天鵝湖》緊接登場中芭與港結緣37載《紅》在港轟動一時

◆表演者舞藝精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表演者投入演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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