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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主演大型民族
舞剧《孔雀公主》，到1988年
凭借《雀之灵》登上央视春晚
而火遍大江南北，再到反映中
年后独特心境的《孔雀之冬》，
数十年来，杨丽萍一直致力塑
造的孔雀形象，也成为她的艺
术标签。

“西方有天鹅，东方有孔
雀。”杨丽萍说，孔雀在中华民
族文化里代表自然美、东方
美、传统美，这种灵动的气质
让她十分着迷。

“我生长在云南大理白族

人家，我们从小就在田野里、
河流边跳舞。我们用舞蹈表
达丰收时的喜悦，用舞蹈感
谢太阳带给我们光明与温
暖……”杨丽萍说，“我们的舞
蹈课就是在大自然里学的。”

从大自然中跳到大舞台
上，杨丽萍用几十年的时间
研究孔雀舞。“最初我就是想
用肢体来抒发对生命的尊
重和对美的崇拜”。随着时
间推移，在拥有了孔雀之

“形”与“灵”之后，杨丽萍
说，“孔雀”已成了既有形象

又有意象的一种文化符号，
很美、很东方。

近年来，杨丽萍一直致力
于培养新的“孔雀”。在2022
年版《孔雀》中，她的角色就明
确为“传承者”，并且大胆启用
舞蹈新秀担纲主演。“《孔雀》
是永恒的，但我不是。”杨丽萍
说，“孔雀是中国人精神世界
的一部分，总会有人前赴后继
地去表现它。把我的传给下
一代，然后下一代比我更好，
留下更多好作品，我会因此无
比欣慰。”

““孔雀公主孔雀公主””杨丽萍杨丽萍：：
用民族文化语言与世界对话用民族文化语言与世界对话

在杨丽萍的家乡，有句谚语：有嘴
不会唱，白来世上走一趟；有脚不会
跳，再俏也无人要。她说，自己作为在
田野里自由长大的白族女子，对民族
舞蹈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

一直以来，杨丽萍的作品都扎根
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她带领来自云南
各地田间地头的演员，走访山山水水，
将彝族、藏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原始粗
犷、充满绚丽色彩的劳动和生活场景
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

与此同时，杨丽萍在艺术上探索
不止，让创作展现出更多元、更先锋、
更具现代意识的特点。她说，舞剧《十
面埋伏》就是她的一场舞台实验剧
作。京剧的唱、武术的气、现代舞的魂
交织一处，铮铮琮琮，琵琶声声，丰盈
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传统故事。

“艺术创作都有自己的文化属性
和渊源，保持创作力的源泉就是要找
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密码。”她说，“最重
要的是你懂得品味和热爱自己的文
化。祖先留下来的那些民间元素和舞
蹈文化，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
的，是有气息、有生命力的。作为舞
者，我们用舞蹈的方式来传承文化。”

近三年的春节，杨丽萍连续推出
生肖舞蹈系列艺术片：《春牛图》《虎啸
图》《玉兔与嫦娥》，别出心裁地将中国
传统的生肖文化用舞蹈形式加以展
现。她告诉记者，第四部生肖舞蹈系
列艺术片《舞龙》计划在2024年农历
新年推出。

“跳舞对我来说，不是职业，不是
责任，而是自发的生命需求。”杨丽萍
说，“用舞蹈来表达我的情感，表达我
对世界的爱和态度，这是我擅长的事，
做这件事很快乐。” 据新华社

杨丽萍与香港结
缘于1979年，彼时20
岁刚出头的她第一次
来到香港，演出民族舞
剧《孔雀公主》。

回忆当时情景，杨
丽萍说：“作为一个一
直在云南跳舞的少数
民族舞者，第一次来到
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感
觉就像进入了一个
‘花花世界’。”

40 余年来，
她数次到香港演
出。谈起对这座城

市的印象，杨丽萍觉
得“特别美好”，多元
文化在这里交汇，令
她大开眼界。她还
结识了香港视觉艺术家叶
锦添，此后他们多次合作，
成为很好的艺术伙伴。
2021年，国家“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
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这也让杨丽萍萌生了一
个心愿：希望再次在香港这
个东西方文化荟萃的大舞台
上，向世界展现民族文化、东
方文化。

这一心愿与香港“文化推
广大使”、著名作曲家谭盾不
谋而合。

“我和杨丽萍的经历很
像，我们分别从湖南和云南
的农村走出来，沿着原始的
村庄根脉，走向现代艺术的
探索之路。我们都很想让香
港观众通过艺术了解国家厚
重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谭
盾说。

为此，二人重新编
排了由杨丽萍编导、叶
锦添担任视觉总监的
舞剧《春之祭》，以双钢
琴和打击乐的音乐方
式与具有浓郁藏族元
素的东方舞蹈相结合，
并由谭盾执棒指挥。作
为“谭盾WE-音乐节”
的开场大戏，《春之祭》
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正式演出全新版本。

当演出结束，台下
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作为西方音乐史
上的经典作品，《春之
祭》的不同演绎版本在
全世界有数百个之多，
但杨丽萍版的《春之

祭》给出了她自己的诠释：在
现代舞蹈中加入大量东方元
素，以展现对大地的崇拜，对
生命的思考。

“我们用独特的肢体语言
进行东方式解读，又在香港的
舞台上向世界展示，这是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杨丽萍
说，这也是从传统文化中寻
根，尝试用民族文化语言与世
界对话。

舞剧《十面埋伏》 新华社发

从13岁进入云南西双版纳州歌舞团至今，“孔雀公主”杨丽萍已经在舞台上活
跃了50多个年头。

2023年12月，“谭盾WE-音乐节”期间，杨丽萍再次来到香港。一身落地红
色民族风装束，头戴标志性的刺绣花帽子，一出场便引得掌声雷动。

她说，再次来到中西文化荟萃的香港，希望把中国民族歌舞、把代表东方文化
的艺术作品展现给世界。

在“谭盾WE-音乐节”上，杨
丽萍（右二）和谭盾（右一）一起与
观众见面。 新华社发

在香港演出全新版本《春之祭》

独一无二的艺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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