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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数不多的专业
杂技编剧之一

1981 年出生的尹力是大连市文
化艺术研究所二级编剧，也是我国为
数不多的专业杂技编剧之一。她担
任编剧的《胡桃夹子》《霸王别姬》《冰
雪梦蝶秀》等杂技和马戏作品在国内
外演出近千场，先后入选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项目、文华奖展演剧目。

尹力没练过一天杂技，却成为
杂技的编剧和杂技理论研究的开拓
者 。 尹 力 说 ，她 和 杂 技 结 缘 是 在
2006 年，当时大连杂技团要以《西游
记》为素材创作一部音乐剧，缺剧
本创作人员，时任大连杂技团团长
的齐春生到大连艺术研究所借人，
所里就把她派去了。没想到，从此
改变了尹力的人生和学术方向。那
部剧就是后来的现代歌剧《猴·西游
记》，由法国巴黎莎特丽歌剧院与大
连杂技团合作创排，2007年 6月在英

国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首演；2013
年 7月，由江苏省盐城市建湖杂技团
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 2013 夏季
艺术节上作为开幕大戏上演。

之后，尹力担任了文学剧本创作
的杂技剧《胡桃夹子》，在保留原有芭
蕾舞剧主题思想和柴科夫斯基经典
音乐的同时，增添了东方色彩的故事
情节和传统乐器，巧妙融合杂技、魔
术、芭蕾等多样艺术方式，以现代艺
术视角诠释东西方文化，将熊猫、兵
马俑、舞狮、抖空竹、踩高跷等一系列
中国元素和杂技艺术巧妙融入西方
经典剧目《胡桃夹子》中，给现场观众
带来了难、险、奇、美等焕然一新的视
觉感受。《胡桃夹子》自2008年9月大
连首演以来，至今已连续 14 年在法
国、西班牙、瑞士、美国、俄罗斯、墨西
哥等国家巡演463场。

2012 年 5 月 29 日，尹力担任文
学剧本创作的国内首部悲剧体裁杂
技剧《霸王别姬》在大连首演，巧妙
融合戏剧、杂技、舞蹈、音乐和武术

等多种艺术元素，最大限度地将杂技
融在剧情中，避免“炫技”甚至于淡化
技巧，根据剧情和人物决定杂技技巧
的改变和使用，剧中无一句对白，然
而“虞兮奈若何”的悲怆无奈却展现
得淋漓尽致，获得满堂喝彩。

尹力编剧的冰上杂技剧《冰雪梦
蝶秀》，由大连杂技团 2018 年首演。
此外，尹力编剧的作品还有杂技剧

《忆·华年》《沙秀》《玉兰·爱的世界》，
实景马战剧《战神赵云》，国际大马戏

《抚仙湖传奇》，跨界武术秀《武道传》
等，备受好评。

杂技理论研究领域“先
吃螃蟹”的人

2009年，尹力全身心投入杂技理
论的研究工作上。中国杂技理论研
究起步晚、著述少，尚未进入高等教
育学科，尹力是现在国内艺术研究单
位中唯一专业从事杂技理论研究的
青年佼佼者。

尹力还多次受邀在国际杂技节
赛和论坛上发言，为中国杂技发声，
向国外杂技界宣介中国杂技创作和
研究情况。2017 年，她在第 16 届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第 10 届国际马戏
论坛作专题发言《中国杂技剧的发
展与现状》；2012 年获第八届中国杂
技金菊奖、第七次理论作品奖（中国
杂技最高奖）银奖等。成绩和荣誉
纷至沓来，背后是她的钻研、创作实
践和理论研究的完美融合。

为了对中国杂技中所蕴含的传
统文化精神进行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尹力在其工作单位组建了国内首个
杂技研究团队，有针对性地培养杂技
理论人才，保证了辽宁杂技理论研究
在全国的绝对优势。

连续十余年，尹力扎根一线杂技
院团，广泛参与到杂技节目和剧目的
创作演出中，并主动联合杂技团举办
公益杂技普及讲座，先后被评为全国
杂技工作先进个人、辽宁省文联优秀
青年文艺家。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
第 22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
际，由辽宁省图书馆学会举办的
2022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线上系列
活动启动。

2022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的主题是“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新征程”，旨在普及知识产权
知识，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意识。线上活动内容包括

知识产权专题知识学习活动，活动
精选《知识产权法律总汇》《中国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等 18 种相关专
业电子图书，为社会公众提供在线
学习资源；精选华东政法大学黄武
双教授等专家主讲的《为什么要保
护知识产权》《反垄断与知识产权
法规解读》等 32 集专题课程视频，
为社会公众提供在线学习课题视
频资源。

省图“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上线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月
19日，沈阳师范大学与巴基斯坦巴哈
丁扎卡里亚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中
文日”推广活动在线开幕。据了解，沈
阳师范大学与巴基斯坦巴哈丁扎卡里
亚大学于2021年12月联合建立网络
中文课堂，此次“国际中文日”系列活
动通过网络中文课堂这一平台开展。

此次活动将持续 3 天，内容包

括线上举办中文学习讲座、“国际中
文日”的由来系列讲座、共筑中巴经
济走廊迎接美好未来系列讲座等。
在线上讲座中，巴基斯坦学生们跟
随沈阳师范大学的中文教师，学习
汉字的发展史。巴哈丁扎卡里亚大
学毕业生还在专题讲座中分享了赴
中国学习的经历，鼓励巴基斯坦青
年努力学好中文。

沈师与巴基斯坦大学联合举办
国际中文日活动

开工就只争朝夕。4月 19日，辽
宁芭蕾舞团演职人员迎来恢复排练的
日子，以多种形式有序复工。据辽宁
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介绍，根据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辽宁芭蕾舞团结合舞
蹈教学创作表演单位的实际情况，采
取舞校学员在学校里封闭训练，舞蹈
演员线上排练的方式进行复工。同
时，辽芭启动创作两部新作品《绿》《巴
黎圣母院》，并筹备舞剧《铁人》巡演。

演员恢复日常排练

辽宁芭蕾舞团演员、学员采取不
同的方式恢复训练。辽芭附属芭蕾
舞蹈学校教师指导学生们在学校里
封闭训练，按时上各类舞蹈课，练习
舞蹈基本功。辽宁芭蕾舞团 50 多名
演员则通过腾讯会议在线恢复训练，
由指导排练的编导带领演员们在线
进行日常芭蕾训练。

对于恢复训练，演员张海东颇有
紧迫感，因为舞剧《铁人》巡演的日期
日益临近，他是舞剧《铁人》的男主
角，表演任务很重。张海东表示，复
工之后，他与同事们抓紧时间刻苦排
练，准备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与高超的
表演水平再次亮相舞台。演员于川

雅已经从社区抗疫志愿者的岗位迅
速切换回芭蕾排练场，这段时间她投
身到社区抗疫志愿服务之中，备受好
评。参加抗疫的经历使她深有感触，
对能够重返芭蕾排练场倍感珍惜，虽
然这个排练场目前设在自家房间
里。众所周知，对于舞蹈演员来说，
日常训练非常重要。因疫情防控，演
员们中断排练数周后，以饱满的热情
复工，虽然居家线上训练需要克服许
多困难，但他们恢复排练的状态都不
错。据了解，每天由指导老师带领演
员们进行芭蕾训练，虽然相互不见
面，但线上排练仍然像往常一样整齐
划一。

辽芭演员们恢复排练，一边进行
常规训练，一边为复演舞剧《铁人》做
准备，7月，辽芭将赴黑龙江省大庆市
演出。舞剧《铁人》自创排以来在沈
阳连续演出两轮，受到了沈阳观众的
热烈好评。不久前该剧演出实况在
线上播出引起各地观众关注。据了
解，辽宁芭蕾舞团将于 7月应大庆市
邀请前往演出《铁人》。

《绿》《巴黎圣母院》重启创作

在演员们恢复排练的同时，辽宁

芭蕾舞团的艺术创作已重新启动。
两部新作品正在创作中，一部是环保
题材舞蹈作品《绿》，另一部是跨国合
作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群舞

《绿》是辽芭与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创

作的大型芭蕾作品，以保护生态环境
固沙治沙为主题，这是辽芭首次聚焦
环保题材作品。辽芭优秀青年编导
刘婷婷目前已复工编创《绿》，她接受
采访时表示，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她
查阅了相关资料，深入了解我省治沙
的举措与成果，学习环保知识。辽芭
已为该作品挑选出50位演员，在编创
完成后，演员们将进入排练阶段。

复工伊始，辽宁芭蕾舞团重启
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创作。这是
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辽芭再
次与外国舞蹈家合作编创经典舞
剧。据曲滋娇介绍，目前芭蕾舞剧

《巴黎圣母院》剧本已创作完成，正
在进行舞美、服装设计、灯光设计。
该剧主创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在线研
讨相关设计理念与风格。在 4 月 19
日的线上研讨中，主创人员确定了
该剧舞台设计以典雅的风格为主，
体现油画般的质感。服装设计呈现
欧洲古典服饰风格，音乐则是将古
典音乐与现代音乐风格相结合。在
具体设计方案敲定后，《巴黎圣母
院》剧 组 将 进 入 服 装 道 具 制 作 环
节。接下来，辽宁芭蕾舞团将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确定该剧编导与演
员进入排练场的日程。

杂技理论研究的“拓荒者”
——记全国“德艺双馨”称号获得者尹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近日，五年一届的“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马赛等44名同志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由辽宁省文联推荐上报的尹力名列其中，成为辽宁省本届唯一获奖
者。一同入选的文艺工作者中，还有观众熟悉的影视演员吴京、黄渤、张译，导演刘江、田沁鑫，舞蹈演员黄豆豆，歌唱
家王宏伟，指挥家李心草等。

辽芭复工开排两部新剧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尹力

传统唱片业“金曲”打榜时代，
正在被短视频浪潮下的“神曲”赶
超，曾经的巨星一曲老少皆宜、风靡
一整年的盛况几乎不再。可是，从
去年 11 月上线的《孤勇者》却破圈
儿，成为2022年开年至今华语乐坛
最火单曲。截至 4 月 21 日，播放量
已达 40 亿次，网易云音乐“热歌
榜”，《孤勇者》蝉联 19 周冠军。在
腾讯音乐代表流行度的“由你榜”和
代表专业度的“浪潮榜”，《孤勇者》也
都夺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首双冠单
曲。此外，2022年女足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选择《孤
勇者》作为战前打气歌，更是为这首
单曲做了极好的注脚。

流量时代，依旧需要走心的原创
音乐。近几年的热歌，越来越呈现出

“短视频底色”，从创作到推送，包括当
选，都高度依赖数据筛选和算法。受
众一旦点击某一类热歌，就会被反推
送同一类音乐作品。这样的新音乐创
作消费生态，导致热歌很容易呈现出
旋律简单、歌词简单、风格单一偏向
抒情的特点。《孤勇者》不是讨喜的情
歌，演唱难度大，最初源自游戏，但却
远远走出二次元的范畴，就是因为它
的主题，赞颂英雄，不惧失败。《孤勇
者》还一改只称颂聚光灯下凯旋英雄
的功利性，激励衣衫褴褛者，甚至可
能折戟沉沙的精疲力尽者，它弘扬的
勇气、信念、虽败犹荣的无悔：“谁说
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
里的才算英雄”与无数普通人咬牙坚
持拼搏的心声共鸣。中国女足团队，
不仅全体都是《孤勇者》的歌迷，也是
媒体口中的“孤勇者”，歌中所唱的“岁
月不败勇者，我战益弥坚。孤独历练
英雄，纵赤手空拳”与中国女足，一路
奋战的经历高度吻合。击中时代的

“燃点”、人心的“泪点”，最终转化成为
流行的卖点。

经典，不仅仅活在一个时空，总
会把我们带回那个场景。《孤勇者》激

励和治愈着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奋
斗者、奉献者，成为最受追捧者。疫情
尚未退去，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我们
见证了逆行者的坚定，坚守者的担
当，普通人的勇敢，他们也是平凡人，
却依旧挺身而出。在人们眼中那些
日夜奋战，防护服下汗流浃背的医
护，那些不远万里驰援的长途司机，
那些坚持邻里守望，默默伸出援助之
手的志愿者，他们就是歌中“爱你孤
身走暗巷”“不肯哭一场”的无名英
雄。经典音乐，节拍里总是时代的心
跳，旋律里唱出此刻人们的呼唤。记
忆定格在原地，经典却会随时穿越时
空。就像《我的祖国》唱起，我们就会
想起《上甘岭》的画面，听到《东方之
珠》会想起1997年的难忘时刻，《孤勇
者》响起，人们热血沸腾的正是2022
年我们每个人的岁月，见证无名英雄
的勇气，对峙平凡的坚持。

《孤勇者》不会成为流量时代的
孤本。爆款作品产生于流量算法数
据的闭环、下沉的消费市场。音乐
工业的变化，也在改变行业的创作
机制，本来应该多元开放的音乐创
作正在让位于量产的流水线。这种
基于算法的量产，可以产生快餐化
的旋律，获得营销的成功，却无法赢
得持久的尊重，更无法打败时间的
洗礼。有情怀的音乐人并没有放弃
初心，他们依旧在作品中注入独一
无二的灵魂，叫醒乐迷的耳朵，敲开
封闭的心灵。《孤勇者》的曲作者钱
雷有过《大鱼》《亲爱的》这样的好作
品，而词作者唐恬走过十年抗癌路，
是与死神面对面搏斗过的人。这种
不可复制，艰难孤独的生命经历，赋
予《孤勇者》传奇的色彩，定下了一
腔孤勇的底色。就像已经逝去的另
一位音乐人赵英俊，他短暂却又温
暖人心的一生，是他的经典《送你一
朵小红花》最好的和声。

无论何种处境，那句“都是勇敢
的”就是对普通人最大的肯定。

为普通人发出的微光喝彩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记者
4月21日从省文旅厅获悉，随着我省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出台，古籍摸底、保护与利用将成为
未来几年我省文化领域关注重点。

按照规划要求，今后几年，我省
将加强古籍分级分类保护，完善省
级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评选制度，组织实施珍贵、濒危古
籍抢救保护等项目。

一手抓保护，一手抓利用。“十四
五”期间，我省还将加强古籍保护数
字化建设，促进古籍数字资源便捷
使用和开放共享，促进古籍保护成
果整理出版。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
和利用，加强古籍在公共文化服务
中的应用，比如组织开展古籍知识
讲座、展览、互动体验、数字化体验等
推广活动。加强古籍创意产品开发，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我省启动古籍摸底普查

尹力担任编剧的杂技剧《胡桃夹子》剧照。

群舞《绿》的服装设计图。徐冬梅
（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