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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大型原创舞剧《铁人》举行全球首
演新闻发布会。该剧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出品，由辽宁芭蕾舞团

（以下简称辽芭）和辽宁歌舞团合作演出，将于7
月7日—11日在辽宁大剧院首演，于7月23日—
2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展演。这是芭蕾舞领域
首次将大工业题材的舞剧作品呈现在舞台上，以
全新叙述角度，还符号化人物以真实血肉；芭蕾
与中国舞在大型舞剧中的首次融合，力求将多种
舞蹈元素有机融合，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创新
之路。

这是曲滋娇2012年就任辽宁芭蕾舞团团长
之后，辽宁芭蕾舞团推出的第三部红色题材舞
剧，从《八女投江》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
到《花木兰》在美国、加拿大巡演数十场讲述中国
故事，辽宁芭蕾舞团一直没有停止在原创舞剧上
的努力。

曲滋娇说，创作红色题材，讲述中国故事，是
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新时代创作《铁人》，是因为
我们需要在时代中呼唤这种铁人精神，这是艺术
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1975年，沈阳音乐学院到大连招生。此时沉迷于
《红色娘子军》小人书的曲滋娇，梦想着自己能够穿上
红色舞鞋，跳起芭蕾舞。

骨子里倔强执着的曲滋娇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跳
舞就当最好的演员，学习就当最好的学生。她在练功
房立脚的地板愣是让她磨出了棱子，除非吃饭睡觉其
余时间都是在练功房。这种苦练让她很快就脱颖而
出，她成为1979年辽宁首次排练《天鹅湖》中的白天鹅。

“我就是喜欢跳舞，跳舞就是我的命。”曲滋娇从
1980年进入辽芭就是主演，后来业务水平不断提升，

她也成了团里的台柱子。1988 年，她
参加了法国芭蕾舞大赛，拿到了辽宁
第一个芭蕾舞国际大奖。

这次大奖对辽宁芭蕾舞，对曲滋
娇本人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不
仅开启了辽宁芭蕾舞在国际芭蕾舞大
赛中夺奖的序幕，而且也让曲滋娇在
26岁圆梦。

“我做团长后经常思考，我们选择
什么样的题材给观众？我们一定要选
择好的题材，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
精神。”在曲滋娇眼中，芭蕾舞是门严

肃艺术，在辽芭的创作中，一定要有中国特色和辽宁
地域特色。

《辽河·摇篮曲》讲述的是母亲河孕育了辽河儿
女。《八女投江》演出时颇有争议，当时有声音说芭蕾
舞剧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题材。但舞剧上演后，引得
无数观众落泪。“浪漫中有悲壮，悲壮中有唯美”，《八
女投江》获得了盛赞，感动了全国各地的无数观众。

“几乎每场演出结束，都会有观众到后台来表达他们
的感动”。

《八女投江》取得了空前成功，先后荣获中国文
化艺术最高级别的政府奖文华大奖和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首演之后的7年时间里，

《八女投江》已经连续演出了百余场，今年下半年，
《八女投江》将在保利院线巡演32场。

有着女性英雄情结的曲滋娇，随后一个大动作
是推动辽芭创排了舞剧《花木兰》，并在中国和北美
进行了巡演。曲滋娇认为要想让中国故事走向世
界，《花木兰》的故事会更有说服力。“很多欧美观众
都看过或者了解迪士尼的动画片《花木兰》，对《花木
兰》的故事有所了解。而且中国人拍《花木兰》会更
唯美、更透彻。”更重要的是，舞蹈中木兰表达出对于
和平的期待，这是一种大爱。

2019 年下半年开始，辽芭携《花木兰》在 35 天
里，赴美国、加拿大的 6个城市巡演 15场，虽然路线
长、场次多、费用高，辽芭仍坚持自主运营，采用纯商
业模式运作，探索中国芭蕾舞剧海外巡演的模式。

“我希望让《花木兰》走向全球，让世界知道花木兰的
芭蕾舞剧。

下半年是辽芭的丰收年，《八女投江》数十场巡
演，《天鹅湖》数十场巡演，更重要的是7月7日首演的

《铁人》，还将在7月23日、2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展
演。可以说辽芭未来两年的行程都已安排得密不透
风，能够作为这样一个有演出机会、有很多观众喜欢
的艺术院团的领导者，曲滋娇比当初自己在舞台上跳
舞还有成就感。“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捍卫者。希望
我们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用不完的好演员，有
更多的好作品。”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刘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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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力派 舞出中国故事“小天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