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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

我我现现在在的的生生命命状状态态
就就是是尘尘埃埃落落定定

今日山航 S07

要和所有人不一样

十一月的昆明，早晚间已有寒意。
位于科业路上的实验剧场外，持演出票
的观众正簇在门口等待入场。原定于晚
上八点开场的彩排，被延迟了足足一个
小时。他们等待观看的，是《孔雀之冬》
昆明首演前一夜的最后一次彩排。

坐在化妆间的杨丽萍正试图静下
来，让自己更好地进入角色状态。“演员
是需要安静的，有时候上场之前谁来打
扰我，我会很难过。”她告诉记者。

杨丽萍毫不讳言自己走到了“人生
的冬天”，《孔雀之冬》则是她走到这一
节点时得到的感悟，“我最喜欢的季节
是冬天，冬天的美是那种尘埃落定、一
切都那么安静的美，我现在的生命状态
就是尘埃落定。我希望自己不要对时间
的流逝感到恐惧，能拥有一种看明白尘
归尘、土归土的平静。”

时间退回46年前的云南。13岁的白
族女孩杨丽萍被选入西双版纳歌舞团。
杨丽萍说白族人天生能歌善舞，“我是
从小就有观察的，敏感，我就觉得什么
东西都想要转换成肢体。”当时歌舞团
的主要工作是下乡演出，需要演员背着
行李走村串寨，常几个月甚至半年无法
回家，一些演员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
苦，但因为每天都能接触到新的事物，
杨丽萍乐在其中。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
十年。

这十年里，杨丽萍对孔雀的兴趣日
渐浓厚，由于孔雀喜欢有水、有荷花、有
菩提树的地方，她就每天躲在树后等孔
雀来，还曾去寻找传说中孔雀的圣地金
湖。也是在这个时期，杨丽萍因主演傣
族舞剧《孔雀公主》开始有了名气。

“孔雀飞起来是真美，就像凤凰一
样，像是舞蹈。吸水、翅膀打水，跟荷花、
菩提树太配了。这个时候是我最陶醉的
时候。你会想象，你走过的地方荷花就
在开，那个时候就在想象很戏剧的这种
舞台结构。”这段经历也成为她日后成
名作《雀之灵》的灵感来源。

由于在西双版纳歌舞团的优异表
现，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录取。杨
丽萍的老师、著名舞蹈理论家张苛记
得，杨丽萍1982年进团时对自己说的第
一句话就是：“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
样”。

当时歌舞团的舞蹈训练使用苏联
的舞蹈课程，芭蕾体系的训练方法让杨

丽萍产生了疑问，“少数民族的舞蹈，是
那种纯粹性，站在土地上那种感觉，如
何找到大自然的精髓，怎么将其提炼成
肢体的。”在杨丽萍看来，民族舞应该是
有感而发而非一板一眼的标准化，“我
觉得练了那个(芭蕾)简直浑身都不会动
了”。

她从此不再参加集体训练。“我就
自己等人家不在的时候，晚上下班、十
点钟以后，在排练室去自己想动作，去
练功。”

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艺术功底，让杨
丽萍自己创作的《雀之灵》在1986年的
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上获得了创作一
等奖、表演第一名。但起初，《雀之灵》的
参赛并没有获得领导的批准，认为它不
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因此比赛的服
装、音乐等都要杨丽萍自己搞定。一套
演出服装七百多，音乐方面需要花费一
千元左右。杨丽萍向同事朋友借钱，变
卖手表等物品凑齐了这笔“巨款”。好在
最终结果令人欣喜———《雀之灵》让杨
丽萍一举成名。杨丽萍认为，《雀之灵》
能够获奖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独特性。这
种强烈的个人特色也在之后的几十年
中成就了杨丽萍和她的公司。

原生态的商业价值

声名鹊起后，杨丽萍在观众眼中的
形象也定格在了孔雀公主这一角色上。
即使后来又创作出《月光》、《两棵树》、

《火》等作品，并多次登上春晚舞台，都
不足以改变观众这一印象。

杨丽萍感觉到了瓶颈。2000年，她
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回到家乡云南采
风。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每天下乡演出的
西双版纳歌舞团时期，但不同的是此时
的杨丽萍对艺术和生活都有了更多理
解。采风条件十分艰苦，她经历过零下
二十度的寒风，最多的时候15天没有洗
澡。

这些采风中的经历、观察和体悟，
在不久后成为了舞剧《云南映象》的素
材和灵感，这部舞剧被视为杨丽萍艺术
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

2002年，杨丽萍正带着演员编排
《云南映象》，但这台舞剧仅舞台的灯光
设备就需要上百万元，这使得当时的舞
团资金出现困难，杨丽萍只得开始接拍
商业广告，甚至靠卖房来维持运作。

之后她认识了演出商荆林，二人决
定合作。在当时的艺术演出环境中，如

果能够得到政府的产业扶持，就能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题。于是杨丽萍和
荆林多次邀请时任云南省文化产业办
公室的相关负责人范建华去观看演出。
在范建华的建议和帮助下，杨丽萍的舞
团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的支持，拿出
120万购买舞台灯光设备，给剧团使用。

2003年8月4日，演出顺利完成。彼
时，云南省正试图将文化产业作为旅游
和烟草之后的新增长点。《云南映象》首
演的成功使其成为云南省文化产业的
代表。对于杨丽萍本人来说，《云南映
象》则是她“原生态歌舞”的开始。在《云
南映象》成功后，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
认可“原生态”这一概念，各种旅游文化
的演出也开始效仿。

在日本演出期间，杨丽萍碰到了余
震。那天晚上，演出完成后她回酒店泡

澡，突然发现浴缸的水在晃来晃去，毛
巾也掉了下来，“完了，我这是18楼，肯
定要葬身这里，赶快起来穿衣服，死也
要死得很漂亮。”杨丽萍说。

从1979年《孔雀公主》的初次登场，
到1986年《雀之灵》的一举成名，孔雀这
一形象成为杨丽萍身上难以抛开的标
签，也使其个人品牌得到极大的影响
力。而2003年的《云南映象》和2007年的

《藏迷》的成功，则意味着她实现了从纯
粹的舞者到编导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原生态舞蹈，
帮助她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初步转
变。这种转变使杨丽萍在商业上受到认
可，最终使得她成立公司，有了更多与
市场谈话的筹码。

59岁对舞者来说已是“高龄”，杨丽
萍 开 始 更 多 以 幕 后 编 创 的 角 色 出
现——— 记者在云南见到她之前，她对

《云南的响声》做了定点演出的改编，又
完成了《十面埋伏》国际版的改编，还担
任艺术总监做出了《黄山映象》。

公司的作品陆续落地，新一代的演
员们也在逐渐成长。杨丽萍在编创舞
蹈时，会给演员留下即兴发挥的空间。
她认为，作为前辈、老师，编导，要尊重
对方的身体和天赋。“虾嘎(舞者)他擅
长哈尼族的打击，那就多用这方面的
特长。和尚(舞者)是专业学校毕业的
身上的技术各方面都很好，那就从这
方面引导他。有些东西彩旗(舞者)能做
到，我做不到，有些我能做到她却做不
到。这就是芸芸众生里面存在的可能和
不可能。”

她也鼓励下一代舞者自立门户，
“我还鼓励和尚，他说他真爱舞蹈，我说
你要真爱就坚持，坚持以后你会有自己
的团队。你像林怀民，也是出师之后独
立成章。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思想，比
他的老师更新、更大胆。”

(来源：时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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