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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国的“国色”，记者很愿意借用考古学家苏

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中国的“国色”犹如“漫天星

斗”，这些颜色汇聚起来才是真正的“国色芳华”。

红旗的那一片鲜红，是“国色”；洛阳牡丹最纯真

的红、白、粉、黄，是“国色”；昆曲里的不艳而丽、透着

诗性的色彩，当然是“国色”；但同样不要忘了，遥远的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那一抹姹紫嫣红，同样是“国

色”。

“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正在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举办。记者去过多次，每次都被那些壁画深

深震撼。壁画色彩单独看或许并不出众，但组合在一

起却拥有神奇的力量，让纵使再心浮气躁的人都能够

瞬间沉静下来，放轻脚步，闭口不言。

这就是“敦煌色”的神奇之处了。这种颜色给人

一种迷幻感，似乎可以洗涤烦恼，增强生活的信念。

也因此，“敦煌色”是能够让人上瘾的，就像这次“何以

敦煌”展几天不看便心生惦念。

正因为有“敦煌色”的支撑，由敦煌莫高窟第257

窟的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图》延伸演化而来的海

派皮影戏《九色鹿》注定不会让人失望。

《九色鹿》的故事据说最初来自印度，呈现的是九

色鹿坚守初心、从稚嫩小鹿蜕变为神鹿的成长历程，

故事蕴含了很多关于真善美的真理。但是九色鹿的

颜色应该是中国本土原创。因为创作敦煌莫高窟壁

画的那些无名画工，据考证有不少都是中原的匠人。

他们创造的“敦煌色”是毫无疑问的“国色”。

九色鹿，顾名思义，就是这只神鹿集九种颜色于

一身，包括了白、蓝、黄、橙、红、紫、绿、青、黑。按照一

些专家的研究，这九种颜色绝不是“拉郎配”，每一种

颜色都代表了一种特质。比如白色象征着纯洁和善

良，代表着九色鹿的高贵品质。蓝色代表着神秘与梦

幻，体现了九色鹿的神秘色彩。红色象征着力量，代

表着九色鹿的强大和活力。即便是黑色也是有讲究

的，它象征着深邃，代表着九色鹿的神秘和不可预测。

这九种颜色组合在一起，确实发生了某种“化学

反应”，而且这种“化学反应”是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说回到“国色芳华”，这“芳华”二字其实就是

一种“美好的多元”。九色鹿的这九种颜色是多元，当

然也很美好。所以，以九色鹿为代表的“敦煌色”不可

谓不是“国色芳华”的典型。

这也正是记者十分看好《九色鹿》这部海派皮影

戏的一个最基础的原因——颜色选对了，作品也就成

功了一大半。更何况，《九色鹿》还远不止九种颜色，

其他皮影人物各有缤纷色彩。此外，还有画面颜色、

灯光颜色等。也就是说，整部作品大概有几十种颜

色。要让这些颜色多而不乱，完美融合，这对作品创

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据了解，通过在创排过程中的反复试验，技术人

员打破了皮影灯白色光的固有模式，使用有色和可调

控分区光源，不断尝试调整三者之间的对冲效果，使

画面呈现达到完美平衡，还可以根据剧情需要将表演

画面分段控制营造气氛，成为该剧的一大技术革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者“调配”出了新的“敦煌色”，

所以也有人称《九色鹿》是“源自于敦煌，胜之于敦

煌”。

没有一个人敢说所谓“国色”已经完全固定下

来。起码在戏剧的舞台上，艺术家正在不断创造出新

的“国色”。但无论如何变化，“国色”都是基于五千年

中华文明，这个根子不断，而其上的苍天大树还在不

断发展和延伸。这恐怕正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生

命力的体现。即便很多年之后，人们看到今天的“国

色”也依然倍感亲切，就像我们看千年之前的“敦煌

色”那样。

不久前，上海木偶剧团的海

派皮影戏《九色鹿》在江苏苏州

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小剧场戏剧

优秀剧目展演中获得“优秀剧目

奖”。这个奖获得毫无争议，创

排于2020年的《九色鹿》甚至有

潜力获得更多的全国性奖项。

不为别的，就为《九色鹿》那一抹

来自敦煌的“国色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