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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曾说过，即便是竭尽全力地保护敦煌壁画，但当我们把现

在的壁画照片跟20年前的放在一起比较时，会发现它仍然在迅速退化。我们心中神圣而

美好的敦煌壁画艺术，像世界上大多数人类文明遗迹一样，终将走向消亡。当下，我们无

比幸运，生活在一个还能够看到敦煌壁画的时代；但同时我们又无比伤感，因为无法阻

止它的衰亡。这便是时代给予我们的难题和使命：如何“保护”敦煌壁画艺术，如何把这

部历时千年的图像史，这部时代更迭、文化流动的文明史传给后辈。

无数人在为之努力奋斗，今天，在上海，徐汇艺术馆也加入其中。沉寂千年的敦煌舞

伎“胖端倪”受其邀请，从壁画中穿越而来，焕发新生。于2018年6月8日在徐汇艺术馆开

幕的《乐者敦和·大音煌盛——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便是将当今的技术手段与千百年

前的艺术审美进行碰撞，观众将看到那些经历时间之手的静态图像奇妙地动起来，幻化

出精妙无双的乐音和舞蹈。

老专家是敦煌文化的“发烧友”

置身于洞窟内，你发现光线幽暗，无法看清壁画。你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照向

前方，看见壁画上有一只活灵活现的妙音鸟。接下来的一幕，让你大跌眼镜：妙音鸟居然

真的“活”过来了，它飞向了左边！绕场一周，唤醒了壁画上的主佛和乐师，同时，洞窟内

渐渐亮起，一阵意蕴独具的乐曲声传来，萦绕在你的四周，壁画中央的乐队开始配合演

出……

“这是徐汇艺术馆一楼的多媒体全息洞窟的开幕部分。我们通过妙音鸟的串联，给

平面的壁画赋予立体感和动感。”担任此次展览新媒体艺术总监的左焕琨，充分发挥出

了以往自己舞台美术设计的造诣和经验。在这个新媒体短片中，他设置了情景中情绪线

的展开以及前后呼应的戏剧表现手法，打破了一般展览使用照片和图文板的静态展示

方式，给予观众形象化的联想和沉浸式的体验。

已经74岁的左焕琨，自称是敦煌文化“发烧友”。“我非常主动，非常愿意为这个文

化项目付出。”投影幕的灰色幕布是他自己亲自买回来，再请工人加工的，“果然效果还

不错，可以让幕布与洞窟的氛围融为一体。”他亲自参加创作分镜头剧本。他认为艺术

形象的表现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二者完美的结合，才能创作出好的多媒体作品。在这次

多媒体全息洞窟设计过程中，他强调的方案都是从“以后可以搬迁和再使用”的角度出

发。“拼装框架，绷上投影幕，装上投影机，这部影片就可以演起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巡

展的方式，让这样优质的传统文化内容，给更多的观众分享！”

来之不易的视听盛宴

全息影院的洞窟场景，复刻的是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壁画中央的腰鼓舞

伎，因其是壁画里最胖的舞伎形象，于是得名“胖端倪”。作为本次展览的主角人物，她

带来一支名副其实的“唐朝乐队”，穿越而来为观众进行表演。

“乐舞展览，耳朵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合适的音乐能够迅速带领观众进入敦煌壁画

的氛围中去。”带着这样的想法，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唐丽青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强

斌音乐工作室，商议从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乐器着手进行创作。在陈强斌教

授的整体策划和青年作曲家欧阳鑫勃的出色发挥下，终于创作出契合场景、气势恢宏的

音乐旋律。

接下来为了让胖端倪能够精彩舞动，展现出敦煌乐舞最为辉煌的状态，策划团队颇

费了一番功夫。他们发现不能简单地让动画师设计动作，因为他并不懂得舞蹈；也不能

请现代舞的编舞者，因为其动作与汉唐舞之间相距甚远。最后，左焕琨请来了上海歌剧

院舞剧团的导演孙鹏来编舞，并邀请出色的汉唐舞蹈演员陈曼玥共同来完成壁画舞蹈

的现代“仿刻”：舞者除了关节处被绑了三十几个感应球以捕捉动作，还要做出较胖的造

型，以符合壁画中舞伎的身材。

在编舞前，团队和编舞导演一起研究、琢磨了很长时间，比如反复观摩敦煌专家制

作的《丝路花雨》。影片中，舞者的身体姿态不像西方舞蹈那样直挺挺的，而是具有曲

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道弯”，腰部臀部不能处于一条直线。这一点也被充分吸纳进

了此次编舞中。

尽管如此，编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许多敦煌壁画里所描绘的舞蹈动作已无法被

今人做到。策展人，徐汇艺术馆的唐丽青介绍到，胡旋舞最显著的特点是左旋右转，急速

如风。在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中，每个胡旋舞者都是站在一块很小的圆形舞毯上

旋转腾踏，长巾飞扬，着地的一脚完全靠后跟着力。要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编出如此高

难度的舞蹈动作，令编舞老师大为犯难。一两分钟的成片，却花费几个小时来进行真人

舞蹈动作捕捉，加上前期磨合以及后期剪辑的大量时间，整个团队为这个影片付出了无

数心血。

另一项更为繁复的技术工作，就是人物形象的处理。原本壁画上的形象都是平面

的，直接采用的话，人物也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移动，而且无法转身。但在胡旋舞中，旋转

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工作人员复原了所有的人物形象，塑造立体模型。但为了追求

壁画中线描的艺术手法和历史的沧桑感，让观众产生“会动的壁画”的观感体验，团队要

求工作人员再把三维模型渲染成二维图像。“制作团队都快被我们逼疯了，说怎么会有

这种要求。”唐丽青轻松的语调背后，却透着团队的千辛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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