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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泥土中肆意挥洒的野性与诗
意，奠定了舞蹈界顶流皮娜·鲍什经典名
作《春之祭》的基调。作为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剧场2024年度压轴重磅项目，第二十
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作品《春之
祭》（非洲版）将于11月15日-17日在国
舞剧场的舞台上与上海观众见面。这也
是该作品的中国首演，全国仅此一站。

在此次演出中，观众不仅能看到皮
娜·鲍什创作成熟期的舞蹈剧场作品《春
之祭》，还将看到极少上演的皮娜早期编
导的独舞作品《皮娜的独舞1971》，以及
年逾八旬的“非洲当代舞之母”杰曼·阿科
尼登台演绎独舞作品《礼敬先祖》。11月
14日晚，国舞剧场举行了一场《春之祭》
公益对谈，邀请舞蹈爱好者与该剧主创一
起畅谈当代舞的艺术生命力。

非洲野性力量再现皮娜·鲍什
传世名作《春之祭》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皮
娜·鲍什以其打破常规的编舞和颠覆性的
前卫表现手法引发了舞蹈领域的重要艺术
变革。她所确立的“舞蹈剧场”，融合舞蹈、
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深刻影响了世
界舞蹈的发展。而她编导的作品更是所有
现代舞学习者所必看的“教科书级”作品，

被不断搬上舞台，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追崇。
《春之祭》是皮娜·鲍什的代表作之

一，创作于1974年，作品中，皮娜以独特
的视角重新诠释和艺术演绎了原始部族
迎接春天的祭祀之礼，将原始仪式的力量
与人类的情感冲突相结合，呈现出一部具
有革命性的舞蹈作品。

2019年，德国皮娜·鲍什基金会、塞内
加尔非洲传统与当代舞蹈国际中心及英
国萨德勒之井剧院联合复排了这一经典
之作。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35名舞者集
合在塞内加尔，在乌帕塔尔舞蹈剧场三位
艺术总监的指导下，将各自对祭祀文化的
理解融入《春之祭》中，用非洲大陆的狂野
生命力，去诠释与回应皮娜在1975年对
生命与艺术的叩问：“当你知道自己即将
死去，你会如何跳舞？”2023年上海国际电
影节展映的纪录片《起舞的皮娜》曾完整
呈现了《春之祭》（非洲版）的创作过程。
影片最后，舞者在海滩边肆意起舞的画面
曾打动了无数上海观众。

如今，这部独具风格的艺术作品从
非洲海滩来到上海的舞台，即将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迎来它的中国首
演。重达数吨的泥土届时将铺满国舞剧
场的舞台，32位非洲舞者在泥土上纵情
起舞，直至身上沾满汗水和泥土，为上海
观众展现一个富有生命力和野性诗意之
美的舞台。

主创解读“每位女性都有选择
的权利”

此次的《春之祭》演出共由三个作品
组成，分别是由皮娜·鲍什编舞的《皮娜的
独舞1971》《春之祭》（非洲版）与杰曼·阿
科尼的独舞《礼敬先祖》。

《春之祭》（非洲版）中，许多非洲演员
从未受过古典芭蕾的正规训练，如何将他
们融入皮娜的作品之中？复排导演克莱门
汀·德卢伊透露：“我们白天在教室排练，晚
上踩着泥土舞蹈，演员经常会意外摔倒。
人类身体的脆弱性在一次次摔倒中显露出
来，而这也是《春之祭》想要表达的要素之
一。”她认为，虽然剧中女性是被献祭者，但

是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被害者思维，这是她
主动而为之，每位女性都有选择的权利。

记者了解到，除了精彩的演出之外，
在此次《春之祭》演出期间，国舞剧场还将
同步开展多场免费公益艺教活动。其中
既有深度对谈，重温皮娜·鲍什的艺术生
涯与成就，探讨舞蹈剧场《春之祭》作品在
艺术史上的地位及选择非洲舞者复排的
意义；也有非洲舞者带来的舞蹈工作坊，
借鉴非洲当代元素和原始自然主义等风
格，给上海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视角与体
验。通过一系列公益艺教活动的开展，不
仅让广大观众可以欣赏到世界级的舞蹈
艺术作品，同时也可以近距离感受舞蹈背
后的艺术文化与多元视野。

“玩童书”：书籍也是一种玩具
在今年上海国际童书展上，记者为现

在童书阅读“打开方式”的多元化而吃
惊。比如童书也可以变成一种玩具，让孩
子玩中读，在玩中学。

接力出版社这次就与法国巴亚出版
集团达成深度合作，签约30种杜莱图书，
并计划在4年内全部出版。在世界童书
界，法国作家杜莱是大名鼎鼎的创意绘本
大师。所谓“创意绘本”，其实就是一种

“玩具书”，让图书具有更强的互动性，不
仅可看，更可以玩。

在童书展上记者看到，《会画画的
手》《会说话的点点点》《手的舞蹈》、“杜莱
楼梯玩具书”系列、“杜莱空间游戏书”等
让孩子们爱不释手。有的玩具书，通过抽
拉、换图、翻折都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画面，
孩子每翻一页都会兴奋地尖叫。接力出
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现在阅读童书的一
个趋势，就是把书籍变成玩具，增强图书
的互动性，进而激发孩子阅读的兴趣。“这
其实就是颠覆了传统童书的概念，将传统
文字阅读变为多维互动游戏，让孩子在天
马行空的创意游戏中获得艺术与创意启
蒙。”

这种“游戏书”“玩具书”在童书展上
相当时兴。由崔德奎、金允瀞联合创作的
《生命中的折叠》就是一本折叠视觉游戏
书，通过每一次折叠书页，画面就会随之
变化：树木连起高山、水滴汇成大海、黑暗
带来黎明、跳动的心电图变成小婴儿。旨
在让孩子体验折叠视觉游戏的乐趣，并领
悟生命的神奇与力量所在。

“拼原创”：外国出版商到中国“取经”
今年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国际”二字

相当凸显。根据承办方上海融博会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柴成炜提供的数据，本届童

书展汇集了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497
家国内外童书出版商与儿童内容相关企
业。去年童书展已经算是群贤毕至了，也
不过25个国家的展商参展。今年童书展
的国际化程度已创历史之最。

国际童书大咖也纷至沓来。包括凯
迪克金、银奖双料得主乔恩·克拉森、《小
屁孩日记》的作者杰夫·金尼、立体书《我
的情绪小怪兽》的作者安娜·耶纳斯、“真
相编辑部”作家保罗·马丁等，他们将通过
作家签售会、读者见面会、图书分享会等
形式，与读者展开交流。应该说，随着国
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提升，童书展的老外面
孔也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几年前就显出端倪的本土原创
童书所占的主流地位依然没有改变。《跟
着仓颉认汉字》《五千年中华地名》《最谢
谢太阳》《星星树下的故事》《莉莉兰的小
虫虫》《吵架了怎么办？》都是今年颇有看
点的原创精品。同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课本上的植物园》《魔法阿姨的小书架》，
接力出版社的彭懿图画书系列，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的《卓越大师·中国：十二生
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安安的草
药国之旅》《丝路向远方》等书也是小读者
追捧的对象。“拼原创”之风很盛。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些原创童书和
引进版童书还是有很大区别。虽然在呈
现方式上有不少创新，但中国童书“给孩
子一些教益”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变化。总
是希望孩子通过阅读童书有所收获，这其
实也是中国家长普遍看重的。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也得到了外国出
版商的关注。一家英国出版社的史密斯
先生对记者说，他们这次到中国来，除了
推销自己的图书之外，就想看一看为什么
中国童书这么受到本土读者的欢迎。“我
现在明白了，好像中国童书更喜欢说明一
个道理。”

“编织童书”：拓展阅读的外延
今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有不少展览也很

有看点。比如有一个“童书+：编织想象
——当童书遇见时尚”的展览就引起了读者
的浓厚兴趣。这个“编织想象”，固然是一种
比喻的说辞，但它其实真的是在“编织”。

参展的30本图画书是童书展合作伙
伴一善书店从 150 本童书中遴选而出
的。这些书最有趣的就是在呈现形式
上。书里收录了各式各样的形状、织线、
布料、服饰、愿景和梦想，还展现了时尚的
历史、重要人物以及儿童文学角色的标志
性装扮。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一本叫《Il
Rammendo》的图画书，书中图画的原型竟
然都是用针线以正反页编织出来的，正面
规整巧妙，描绘着“按部就班”的小镇，而
反面线头凌乱，线条如同蔓延开来的烟

雾，肆意分散，随性而富有诗意。真是让
人拍案叫绝。

本次特展分为6大主题：“织线的故
事”“条纹圆点和其它图案”“最爱的衣服：
梦想衣橱”“裁缝剪裁师与时尚设计师”

“童话故事的优雅”“时尚的游戏”。
来自英国的著名插画家和艺术家艾米

莉·萨顿也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在接受
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她说，她之所以重视编
织、刺绣、剪贴等传统手工艺在绘本创作中
的运用，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和过
去建立联系的方式。通过绘本，孩子们可
以了解几百年前的文化，可以看到今天的
生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这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也是童书作家们的使命。这也
是萨顿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的很多传统
手工艺让她大开眼界，她说，未来她会在自
己的创作中运用这些东方元素。

泥土之上，非洲舞者舞出狂野《春之祭》

2024年上海国际童书展11月15日在世博展览馆揭幕。童书展上读者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当我们
谈论童书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确实，童书的外延越来越宽广，阅读的方式正在被打开。所以，也就在
童书上，人们看到了未来阅读的趋势。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第11届上海国际童书展开幕

探索儿童阅读的新世界

童书展现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