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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赏析

口邹联丰

摘要：《红色娘子军》是我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作品．以此为标志，中国芭蕾舞真正迈开了创建民族风格进

程的一步。它取材于革命的现实性题材，直接反映一群士战士在海南的革命斗争和生活。在芭蕾舞剧的选材上

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音乐的创作上和舞蹈动作的缡排上又有很多创新，是一部久演不袁的优秀剧目。本文试

从多角度全方面地解析该剧，以期读者能够时该剧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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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同

芭蕾史上的一座帚程碑。它从中国人的审

美观出发．以中同革命历史作为创作的历

史依托。将lfIi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围民族舞

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m了民族芭蕾

的世纪精品．并成就了中西文化在芭蕾艺

术领域完美融合的世界奇迹。
。

剧情简介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与舞

剧《向毛女》的创作思路比较接近，剧情取

材于梁信的同名电影剧本。海南椰林寨女

奴吴琼花不堪恶霸地主南霸天压迫．逃{H

南府．路遇红军干部洪常青，经其指引加

入红色娘子军。在一次战斗中．她违反纪

律。打乱了原来的战斗部署。而使南霸天

逃脱。后来在党的教育下．吴琼花不断提

高阶级觉悟，与部队一起奋勇杀敌，击毙

南霸天．解放了椰林寨。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

《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形式之多、改编

持续时间之长、艺术影响力之大．不仅在

“红色经典”中无可旺敌，即便把比较范围

扩大到新巾同成立后所有的文艺作品．敢

自言m其右者也难找。

1960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后，

《红色娘子军连歌》的旋律响彻大汀南北。，

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讨论创作

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的时候，《红色娘子

军》就被提到了改编日程上，首倡者是时

任中央芭蕾舞团创作组负责人的李承样。

1964年初，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改编创作组成立．李承祥任组长，作曲家

吴祖强和演员刘庆棠(洪常青扮演者)任刑

组长．成员包括编导王锡贤、蒋祖慧，留苏

归来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马运洪，吴琼花的

扮演者白淑湘等人。

19“年2月．创作组到海南深入生

活，途经广州时拜会了《红色娘子军)电影

剧本作者粱信。梁信非常高兴。并重新写

了剧本提纲。在海南，创作纽乘着部队安

排的卡车到处颠簸．在琼海万泉河一带拜

访了五六位前“娘子军”战士．参观了地主

张抹贡(绰号南霸天)的“阶级迫害展览”，

还在屯昌部队F连当兵．练习立正、稍息．

刺杀等动作，芭蕾舞剧本就是在去海南岛

的路I二琢磨⋯来的，大纲由李承样执笔。3

月．创作组¨刮J，北京．向当时的文化部

削部长林默涵作了汇报并获得肯定，为了

赶在国庆节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在7月份就排完了．后到大同集体军训。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

看演出后走上台．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天桥剧场演了3

天，紧接着就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

lO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

中央领导都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演m后，毛泽东主席上台与演职员合

影，并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方向上

是正确的，艺术卜是成功的。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之处

创作上的政治思想与艺术思想的完

蔓结合。《红色娘子军》存艺术形式上和思

想内容上都达到r当时的最高水准。音乐

与舞蹈的创作者在创作、修改与加工过程

中，都本着这样的创作原则：坚持革命的

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统一．浓厚

的生}舌气息与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统一．西

方传统、中国传统与现实要求的统一。毛

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明确地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

是政冶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红色娘子军》创作与修改的整个过

程．都严格按照毛泽东的这两个标准进

行。政治上二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六项标

准”．也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他的军事思想。

艺术上．典型化、真实性、创新性、民族性

等艺术刨作的基本要求．在剧中都町以找

到相应例证。譬如典型化的娘子军连、洪

常青、吴琼花的音乐主题．在全剃中起到

了主导作用．来自部队现实生活的舞蹈艺

术动作——射击舞、刺杀舞、投弹舞、进军

舞等．为作品的真实性提供了鲜}舌的材

料。舞蹈表现形式的革新，为创新性的要

求提供r技术支持．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

素材的大碹有机与灵活运用．满足了创作

对民族性的要求。这就使得该剧的创作

“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

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具普遍

性”。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的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人类

艺术创作的两个基本类型，但在前面加上

定语“革命的”之后．就使这两个类型具有

了鲜明的时代性。“文化大革命”前艺术创

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革命的”．20世

纪60年代初期进行的“=三化”讨论．核心

就是“革命化”。“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原

则的体现．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找到相应例

证。音乐创作上．把音乐写得“明确、简

单”、。易懂、易记，适宜舞蹈”。中国舞剧团

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手法，就使得全部的

音乐创作严格地按照戏剧故事情节的发

展而发展，舞蹈动作的展开Ifli展开。音乐

只能是烘托气氛、衬托人物、营造氛围，不

能超越这一定位。创作群体对这个原则这

样解释：“舞剧音乐必须从革命的政治内

容出发，要服从舞蹈，要为塑造无产阶级

英雄人物服务。”

为表现洪常青的。革命的乐观主义”、

“革命的报漫主义”的思想境界．创作中也

充分发挥r音乐艺术的能动性。让英雄洪

常青始终昂首挺胸，像矫健的雄鹰展翅飞

翔，在舞台上纵横自如，痛斥众匪。第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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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巍然屹立，怒视群匪”舞段中，舞蹈

与音乐、舞荚的处理．部充满了“革命浪漫

主义”色彩。管弦乐队用极强的力度营造

着悲壮的音响背景，舞台灯光占响模拟着

“电闪雷鸣”．洪常青以弓步站伊、双臂展

开的雕螭般造型．把英雄形象塑造得“完

美无缺”。这些．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创

作原则砥砺的结果。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艺术创新

音乐上的艺术创新、该舞剧音乐的序

曲直接从原电影插曲《娘子军连歌》中取

材。此后，该歌曲又作为“舞剧主题歌”不

止一次地运朋在娘子军连队集体形象出

现的场面中．有时是乐队演奏，也有许多

时候是通过齐唱、合唱直接表现H{来。作

为自身创作的新爵乐形象q，比较突出者，

包括有党代表洪常青的主题：它豪迈、坚

定．并暗含有某中悲壮的调式色彩。女主

人公吴琼花的主题也很具个性．并取得了

有效的戏剧性发展。随着戏剧情节的发

展．这一主题的气质也越来越接近娘子军

主题，同时．从音调方面看。它们也共同具

有海南地区的民歌风格特点。

几个反面人物的音乐彤象龋造也很

有效。譬如南霸天的音乐．它最早j}j现就

用加了弱爵器的铜管乐小号演奏，透着一

种阴险毒辣和老谋深算的气咪。主题进行

中反复强调增四度音程，这种对我国五声

性风格旋律来说是很怪诞的旋律，也令人

感到不安．好像有一种／fi祥之兆，此外，在

表现南霸天做寿．土豪们勾搭捧场的情节

中．作曲家巧妙地运片j了我困传统音乐曲

牌《小开『】》的音调，并将之处理成一一种平

庸和富有讽刺意味的音乐，也很有新意。

冉就是乐队、浚剧采用了中阿混合双

管制编制．中阿乐器都有。为了与政治要

求相适应的艺术敛果，突m刚劲和丰满的

乐队音响效果，在运用欧洲双管管弦乐队

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中国的打击乐器，并

有选择地使用了中国部分独具特色的弹

拨乐器与管乐器。民族打击乐器有板鼓、

小堂鼓、小锣、京锣、武锣、大筛锣、小钱、

饶钱、齐钱、大齐钱、碰铃、竹筒；民族弹拨

乐器有琵琶面、柳琴件、中阮面、大三弦

件：民族管乐器有竹笛、芦笙、笙、海笛、喷

呐。从民族乐器使用数量与品种来看，配

器比较集中地体现r当时的音乐审美趣

味的响、亮。民族打击乐器集中地运用到

洪常青形象的塑造中。从实际的配器效果

看．民族打击乐器对洪常青的“出场”、“亮

相”等．气氛烘托和人物造型所起的作用

是明显的。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管乐器在

一螋特定的舞蹈段落中．也起到了很好的

塑造环境．烘托人物的作用。

总之．该舞剧音乐在典型人物和典型

性格刻嘲方面．在伴随故事情节发展和展

示音乐的戏剧性表现力方面．都获得了良

好的效果。该舞剧的抒情性音乐段落也不

少。如：吴琼花独舞；表现根据地人民慰问

红军时，南女性表演的《斗笠舞》等。为_r

充分表达军爱民．民拥军的思想，作曲家

还特意将这一段音乐处理成载歌载舞的

形式．这虽然是硼方舞剧中不川的，但中

国人很喜欢。舞剧中，一些特性舞的音乐

写得也很精彩。如：充满压抑气氛和酝酿

着反抗精神的《黎族舞》．火热和富有朝气

的《赤卫队员五寸钢刀舞》等。前者表现受

奴役的少数民族少女被抓来为南霸天寿

宴献舞．乐队中法国号采用了同定节奏的

阻塞音演奏．给人以压抑、被迫之感，后者

在赤卫队员们表演的舞蹈中加进了中国

唢呐．充满了豪爽和火辣辣的阳刚之气

⋯⋯都独具特性。

舞蹈上的艺术创新，从舞蹈学层面来

看．西方传统、巾陶传统与现实要求相统

一的具体体现就是两方芭蕾艺术形式与

中周传统民间，占典舞蹈、武术等肢体艺

术表现手段的融合与统一。欧洲芭蕾艺术

的基本表现形式——足尖——是全剧基

本的形式结构与手段。但是，我们从舞蹈

形态上不难发现．全剧自始至终都融入了．

大量的中国民族民间、占典舞蹈的语汇与

技法。

“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这个时期艺术

创作的一个基本要素，这就要求艺术作品

把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元索．有机地植入艺

术作品，，舞蹈方向的例证如娘子军战十的

“射击舞、投弹舞、刺杀舞”，赤JZ队员的

“五寸刀舞”等，都是“接来自现实的军队

生活．这在以往的中外芭蕾舞剧中是绝无

仅有的。

“鲜明的人物形象”是该剧创作在舞

蹈人物甥造方面的一个特点。创作群体在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意识地按照“三突

出”这个原则进行。“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

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

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剧中“所

有人物”中．正面人物在视觉七始终处于

“居高临下”的状态。吴琼花即便是被绑在

牢狱的石柱上．被成群的敌人毒打．编导

始终还是把她放置到“rfl心”地位．这种情

况在洪常青身上更是如此。剧叶1的“正面

文学自由谈

人物”中．英雄人物与普通群众之间又有

所区别。洪常青、吴琼花、莲k等英雄人物

是全剧的核心．他们的舞蹈时空设计十分

突出．音乐主题更是统领全剧的“主导动

机”。“英雄人物”中．洪常青无疑足“主要

英雄人物”，舞蹈与音乐的篇幅最长，分量

也最重。通过主次层次的逐级K分，“正面

人物形象”也就相对“鲜明”．“英雄人物形

象”也就相对“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形

象”也就更为。丰满”。

结语

由于历史原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成为一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政治上

有时代“泻点”的“当代经典”。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当采取宽容的胸怀。对其艺术

价值、历史地位予以客观评价。对其存在

的局限．也应深入剖析．使之不再对现实

音乐、舞蹈的创作构成负而影响。《红色娘

子军》创作的艺术基础是西方芭蕾舞剧的

基本表现形式、中国古典舞与民削舞的融

会贯通．西方舞剧音乐创作技法与中国民

间音乐表现于法的融会贯通。该剧的音乐

创作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从舞蹈

本体层面上看．该剧在芭蕾艺术中国化的

道路上=．迈出了成熟的一步。它以其独特

的中国式理念和表达方式无可替代地跻

身芭蕾名剧之林．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舞剧

史上的一朵奇葩，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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