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019.8.26 星期一
编辑 黄雪娇 美编 王晨同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发行部：22853760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22699261

社务管理部：22698080
编采管理部：22699233总第8753期

零售
专供报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值 班：刘 放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 漫
图 编：王泰舒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

特寻坊

董争臻:40年探索中国杂技美学
人物简介：
董争臻，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杂技家协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艺晚会”导演团队编导
1987年始，应邀成为央视春晚编导团队策划、编导等
十年全国“双拥晚会”导演团队编导、统筹

“国家艺术基金”评委

1970年 12月，12岁的董争
臻从家乡成都被特招入伍，迈进了
当时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
大门，成为了一名人人羡慕的“解
放军小战士”。

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起点。
1988年，30岁的董争臻成为

喜剧故事影片《丑角波洛》的男主
角，之后还有不少影视邀约等着
他。按说，这应是他人生的一次重
大转折，然而他却放弃电影这条路
继续前行。

随后他在中国杂技创新发展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他应
邀成为央视春晚剧组的编导，三
十年间成为央视春晚幕后的一名
常客。

2008年他成为“北京奥运会
开、闭幕式文艺晚会”导演团队编
导。

从 2016年至今，是他创作
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段——每年创
作一部大型杂技剧，四年中先后创
作了《海星花》《渡江侦察记》《东方
有竹》《战上海》，而且这四部剧都
分别荣获了“中国文联文化艺术基
金扶植项目”“国家艺术基金创作
资助项目”。

从春晚到奥运 三十年目睹中国变化

1979年拿到“东方小卓别林”称号董争臻出生在成
都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从小就喜欢文艺
的他，在成都中小学
汇演中经常拿到奖项。这也为他的入
选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整个四川仅
招收六名学员中就有他一个。然而，
杂技专业对年幼的董争臻来说是完全
陌生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

那时候的董争臻做到的是认真听
从教员的话，默默地晨起练功，下午练
功，晚上还练功，流过的汗和吃过的苦
他轻描淡写不愿再提。转眼到了1979
年，创作、表演异军突起的他竟然拿
到了“东方小卓别林”的称号。善于
琢磨的董争臻从那时起就牢牢地把
编导创作视作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7 年他以《快乐水兵》参加了
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节目里运用了
舞蹈等综合手段，让他捧得为数不多
的银奖，在和众多大型节目的较量中
当仁不让。这时他已被视作中国新

一代杂技演员的代表。
在中国杂技史的同时代中，拼体

力和高难度的还是主流，但在其时的
董争臻看来，杂技在本体攻坚上是一
条线，如何吸取姊妹艺术中的营养成
分，让综合多元的艺术养分融入杂
技、进而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是另外一
条线，这两条线应该是相融并轨才能
获得时代的认可，这是董争臻始终在
不断思考的问题。

多年后董争臻总结自己的杂技
艺术理念，有“多元思维、多元建构”
等关键词。在董争臻创排的大型杂
技剧中，在高超的杂技本体艺术体现
的同时，可以看到为故事结构与发展
的起承转合设置的悬念，也可以看到
炫目的视觉审美……这些综合呈现
的能力与他多年在影视圈的熏染是

分不开的。
初涉影视圈，

二 十 岁 出 头 的 董
争 臻 在 故 事 影 片

《海囚》中跑了个龙套，尽管戏份不
多，但由于他还在片场里反复请教，
学习了解影片拍摄的创作过程。

1988年，已经是全国杂技界优秀
演员的董争臻接到了一部男主戏，这
部名叫《丑角波洛》的电影在网上还
能看到。电影里运用了魔术、滑稽、
传统戏法等元素，领一时风气之先，
然而拍完这部戏后，董争臻推掉随之
而来的众多戏约，一头扎进了杂技，
再没演出过影视作品。

“我放弃在影视领域的深入，一
是觉得更适合杂技创演这条路，毕竟
这门艺术是我从小一直在钻研的；二
是觉得影视演员被选择太多，演员自
我主宰的空间太小。”这种放弃在别
人看来殊为可惜，但董争臻觉得中国
的杂技更有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自己的杂技大剧

在董争臻看来，杂技专业已经
走过了单纯的高难度本体表演的时
期，从发展来看，还需要借鉴歌舞、
戏剧、电影、电视等等这些姊妹艺术
的优势。学会很好地去融合，让杂
技能够与时代同位发展。

“2000 年之前的杂技表演还相
对比较单纯，朴实有余，而华丽不足，
观众很容易被其他艺术形式卷走；
2000年之后的春晚杂技节目，更加重
视了综合多元化，视觉上更加斑斓，
那么从我多年来和电视台的合作看
来，可视性好的节目，现场会比电视
上看更有优势，尤其是杂技做好了，
会让观众感到格外地缤纷炫目。

怀着这样的艺术理念，在和全
国顶尖艺术家的合作过程中，董争
臻从第一阶段，在发展提高杂技本
体难度的同时，强调对重视舞台艺
术的综合样式的提高；第二阶段中，
他开始有野心发展“整台的东西”，
就是杂技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
累，不断攀升。

综合学习、多样知识和技能的
熟悉与掌握为后来创作积累了多种
本事，董争臻从 1998 年拿到了第一
届全国滑稽比赛金奖的《斗鸡》、到
2018年的荣获全国魔术金菊奖第一
名的魔术《九儿》，中间还有魔术《扇
舞新韵》《时装秀》等，尤其是原创空
中杂技《中国结》 等原创节目的成
功上演，使他的创作精神与创新意
识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这个节目
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杂技的全新杂
技节目形态。这是一个首次在空中
多人表演的节目中，演员的技术动
作与不断变化的道具造型相合为
一。“整个表演既要形成新的造型
符号，又要能够体现中国人的喜
庆。”董争臻在节目与道具的创作设
计过程中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有了开始，也就有了后来的十
年发展、涅槃，董争臻厚积薄发，拿
出了令观众和自己都满意的作品。

2016年至今，由他主创的《海星
花》《渡江侦察记》《东方有竹》和《战
上海》四部现实主义题材和红色题
材的大型杂技剧分别荣获“中国文
联文化艺术基金扶植项目”、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2019 年刚刚上演
的《战上海》正在申报中）。

2017年董争臻受南京杂技团的
邀请编创《渡江侦察记》，《渡江侦察
记》之前有过两版电影，但以杂技的
形式出现还是第一次，演出受到观
众的一致好评，观看过程中很多观
众热泪盈眶。

“用一种艺术形式来讲故事，就
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艺术形态的设
计思考，同时这种艺术也要为剧情
服务。”

在这部杂技剧中，主创设计出
了单帆船，主要人物要在长江上做
出各种杂技技巧演绎“桅杆眺望”和
躲避巡逻灯的情景。

《渡江侦察记》的四幕六场，再
现了从渡江侦察至总攻胜利的全过

程，情节清晰，表演生动。最令观众
惊喜的是，杂技还是那些杂技，但融
入剧情后，都变成了独特的叙事语
言和抒情语言，顶缸、转碟、手技、蹦
床、钻圈、踩独轮、抖空竹等等节目
或技巧，都被非常巧妙合理地植入
到剧情之中，成为融汇剧情、塑造人
物的重要手段。

董争臻举例说，在这部剧临近
结尾时，那段老班长牺牲的场景
——满台的红绸涌起火红的波浪，
这里运用了杂技的“绸吊”技巧，来
表现老班长“黎明之前身死去”，阴
阳两隔中追思与新婚妻子爱恋的大
写意情景，不少观众在这一刻流下
了热泪。

“人们在看杂技剧时审美心态
是不同的，我们要有技巧，也是为了
剧情服务的技巧，又有杂技剧表达
的主题和核心内容，这样一部作品
才是完整的。”

2018 年，《渡江侦察记》在南京
大剧院公演，2000 多个座位座无虚
席。

“我们是用自己对英雄主义的
理解和感悟、积累，对现代观众审美
的洞悉和观察，打造出一部看似传
统，实则时尚的作品。”

艺术一定要高级，思想性、艺术
性和观赏性一定让所有观众能看得
下去，沉到心里。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刘臣君采写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988 年，董争臻
第一次进入央视春
晚剧组，从那时起，
他也见证了很多央视春晚的“第一
次”。“那时是北京西三环的央视首次
启动新址；那年也是赵丽蓉第一次上
春晚，”董争臻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受到
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

其实在央视春晚之前，他和央视
就已经有过合作，包括拍摄系列滑稽
艺术片，也让央视的编导们感受到了
他在编创和杂技表现力上的能力。于
是顺理成章有了邓在军担任央视春晚
总导演后的邀请。

董争臻说，其实央视春晚当年并
没有如今的高大上，很接地气，节目还
是以好看好玩为主。

1998 年央视春晚也给董争臻留
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留下了传唱多年
的金曲《相约九八》，赵丽蓉在央视春
晚舞台如日中天，著名魔术师傅琰东

还只能作为父亲傅腾龙的助手参加表
演了大型魔术《人换人》。恰是那年的
央视春晚第一次在“一号演播大厅”转
播，董争臻说那是在原本的露天的花
坛上加上了盖子，由于对顶棚承重结
构等等都不了解，导致一个大型“空中
节目”的创演计划的落空。

2006年，董争臻进入了更加磨炼
人心的舞台——“2008 北京奥运会
开、闭幕式文艺晚会”导演团队。

“当时是各大导演带着自己的团
队竞标，后来确定了以张艺谋为总导
演的团队，张艺谋筛选了很多个杂技
领域的创作者，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
是最后一个，但最终定下了我。”

这种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盛会，能
够跻身编导团队，是对一名艺术工作
者的高度认可，内有自己的完美主义，

外 有 编 创 的 压
力，董争臻那段
时间可以说挠掉
了不少头发。

“张艺谋总导演首肯了我所提出
的一个设想，搞一个多人表演的飞天
形态的高空杂技节目，后来却因“威
亚”团队对装置机械的承重缺乏信心，
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已经训练多时
的项目，这是我十分遗憾的一件事。”

最后的呈现是用另一种方式取而
代之：地面的两千多名演员用人体搭
建出了一个“人体鸟巢”，郎朗坐在“人
体鸟巢”中间弹奏着钢琴，天空中，9
岁小姑娘朱巧妍放着一个大风筝飞过
鸟巢。

“春晚和奥运的经历拓宽了我对
杂技发展的创新思路。杂技应该更多
吸纳多元意识的融入；为使杂技能够
去讲故事，我们在这条路上探索了好
多年。”

《中国结》剧照。▶董争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