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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舞蹈作品
《互动/蜕变》

狮
城
艺
事

           文化舞蹈是舞蹈艺术范畴中一个特殊

           门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为其观

        演关系中审美主体的特殊性，对于不

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来说，包含了多种艺术元素的

跨文化舞蹈作品，更能激发他们审美享受、思想

启迪和感情认同。

在新加坡的舞蹈史上，不同年代都有一些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跨文化舞蹈作品。例如五十

年代巴斯卡的印度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六

十年代的马来舞剧《阿里和法蒂玛》；七十年代

的《巴督山传说》《美丽的家园》《渔歌》；八

十年代的《团结的节奏》《渔村组曲》；九十年

代的多元民族舞蹈小品；本世纪的《五莲》；舞

跃舞乡、新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愿望马来舞蹈团

合作的《罗摩衍那》；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新

加坡印度艺术协会、愿望马来舞蹈团合作的《老榕

树的传说》；聚舞坊当代艺团和宋赛儿美丽遗产

舞蹈团的《龙牙门再现》等。这些作品作为一种

超越族群差异，通过身体语言实现共情的表现形

式，在新加坡舞蹈发展和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有

重要意义。从不同时期的舞蹈叙事中相互参照、

相互引证，可以进一步加深舞者的社会文化想象

与 文 化 认 同 的 构 建 过 程 。 从 舞 蹈 审 美 的 视 角 观

察，可以看到尽管因为缺乏资源，这些主要由业

余舞蹈爱好者编创与演出的作品，鲜有乐队现场

伴奏而留下缺憾，但其表现的探索精神，一直鼓

励着后来人。今年国立大学艺术节的一台名为《互

动 /蜕变》的演出，便是一场将多种文化元素整

合为形象性鲜明、象征性清晰、艺术性高的跨文

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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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 促成跨文化舞蹈创作
《互动/蜕变》主创人员之一、担任音乐总

监兼指挥的米纳瓦兹（Nawaz Mirajkar ）出生

于 印 度 西 部 马 哈 拉 施 特 拉 邦 德 干 高 原 ， 印 度 第

九大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文化首都浦那。自幼

热爱民族音乐的他，1 2 岁时获得印度政府奖学

金 ， 在 印 度 文 化 资 源 中 心 学 习 印 度 传 统 音 乐 ，

专攻打击乐。1 9 9 4 年，他以一等荣誉的优异成

绩毕业后，立志寻找更广阔的空间，给人们带来

更 美 妙 的 音 乐 。 这 个 梦 想 ， 就 是 米 纳 瓦 兹 心 灵

的灯塔。1 9 9 6 年，他来到新加坡，在艺术殿堂

印度艺术学院担任打击乐部主任。不久后，受新

加坡艺术学校（SOTA）聘请为印度音乐兼职教

师。米纳瓦兹说：“我和新加坡舞蹈剧场艺术总

监梁杰旎很荣幸代表新加坡参与 2 0 1 7年在泰国

举 行 的 东 盟 艺 术 论 坛 交 流 会 。 我 们 一 见 如 故 ，

相 识 后 就 兴 高 采 烈 地 分 享 了 对 跨 文 化 创 作 的 想

法，非常期待未来的合作。这个想法在我们脑海

中载沉载浮，直到 2 0 2 0 年，梁杰旎受国大艺术

中 心 邀 请 教 导 华 族 舞 ， 我 们 终 于 又 见 面 了 。 听

说 今 年 国大 艺 术 节的主 题 是 空 间 之 间 （Space 

Between），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这和我

们想 合作 编 导一个 以 丝 路 为 题 材的构 思 不 谋 而

合。这部来得恰逢其时的跨文化舞蹈的构想，通

过了！因此有了这场《互动/蜕变》。”

杰 旎 回 忆 起 这 部 舞 剧 的合 作，神 采飞 扬地

说：“丝绸之路的出现，不单单促进天各一方的

区域的自由 贸 易 ， 它 同 时 促 进 了 当 时 欧 亚 的 政

治 互 信 、 经 济 互 信 和 文 化 包 容 。 因 此 我 选 择 了

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题材。从中，我选用了一些文

化意象（cu l t u ra l  imagery）， 表 现 丝 路文化

交 流 的 思 想含 义、 精神内 容 、 精 神 境 界。”

新加坡 国 立 大 学 华 族 舞 蹈 团 之 前 的 王 春 美

老 师 和 丁红 老 师 建 立 了很 好 的 学 风 。 梁 杰 旎 教

学的主要训练是古典舞基训，包括柔韧、力量、

技巧动作训练三个方面；把杆，课室中央的跳、

转、翻等华族舞应有的技巧；提升训练学生的肌

肉力量、肢体柔韧、动作速度、方向辨认精准度

和节奏感。手、眼、身、法、步的规范化外，重

视其与内在的意、劲、精、气、神的合一。“国

立大学华族舞蹈团的成员，是一批中学时期就喜

爱上华族舞蹈的学生，有技术基础和文化素养，

米纳瓦兹和梁杰旎米纳瓦兹和梁杰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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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练过程中和编导及乐队配合得很好。难得的

是，为更好完成任务而挑战自己的男生，其克服

技术难关的努力，值得点赞。”

《互动/蜕变》的美学试探
早期的新加坡跨文化舞剧如巴斯卡艺术学院

的《 梁山伯与祝 英台 》 ； 南 洋 大学的马来舞剧

《阿里和法蒂玛》；七十年代的儿童剧社、青年

剧社《巴督山传说》等，以舞蹈的语言推进戏剧

情节、展现戏剧冲突、塑造戏剧人物形象。舞剧

的独特性体现在叙事结构。

《互动/蜕变》另辟蹊径，从舞蹈艺术的本体

特征进行美学试探。舞蹈结构紧跟音乐，参照音

乐的主题、变奏、对比、旋律性模进（melodic 
sequence），淡米尔语和兴都语的伴唱、不同

民族乐器的伴奏、合奏，表达出了舞剧的内容。

加上灯光的转换烘托不同情境，放大了舞蹈的抒

情效应。

这个作品有序幕、春蚕一生、信仰之路、伟

大发明、尾声（现代丝绸之路）。因为是现场伴

奏 ， 音 乐 大 多 根 据 舞 蹈 的 排 法 衬 托 出 应 有 的 气

氛，但有时舞蹈员需要跟着音乐的演奏而调整。

两位舞蹈编导梁杰旎和肖静分工合作，肖静主要

负责敦煌舞蹈和《伟大发明》中纸、墨的部分。

分工合作 展现不同风姿
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 2 0 0 1年来新加坡开始

教学华族舞蹈的肖静，在《互动 /蜕变》负责编

导与主演的是第二幕《信仰之路》，展现敦煌舞

蹈特有的运动规律。丝绸经由中国西北方开拓的

道路传入西伯利亚，沿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蓬勃

发 展 。 作为 北 方丝绸之 路 的 边 塞 重 镇 ， 敦 煌成

为了各国商旅的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融汇也在

此留下了艺术瑰宝敦煌壁画。舞者们将在这一支

舞蹈中重现构成今日璀璨敦煌文化的千年神话。

肖 静 一 直 对 传 统 舞 蹈 在 舞 台 上 的 呈 现 ， 有

很多慎密的思考。她说：“我认为古典舞的动作

语言就像是一个人的骨架，是无法随意更改的。

动作韵味和审美就像一个人的发肤，可以梳理得

更美更整洁。而如何去表现古典美，充满无限的

可能。就像是一个人的大脑，每天可以不断吸收

新的知识、思考新的方向。没有边界，有无限可

能。例如敦煌舞段，由米纳瓦兹指挥的现场的音

乐给予我们很多发挥的空间，相比于过去编舞时

忠于还原敦煌舞的历史原貌，我更想营造一种现

世敦煌的氛围，既保留敦煌舞姿的运动规律、举

手投足的韵味，又在时间空间的处理上，有新颖

的时代风姿。”          

在《伟大发明》一段，借纸、笔、墨，肖静

编导用独舞、群舞和迅速交替出场的舞蹈员，大

写 意 地 点 出 战 国 时 期 的 秦 国 大 将 蒙 恬 发 明 的 毛

笔、汉代宫廷官员蔡伦发明的纸、秦汉时代产量

已经稳定的墨。这些文化符号，在丝路上，也在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 。 其 中 给 观 众 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段由陈伊彬的表演的黑长绸

独舞。只见独舞者挥舞黑绸，轻挑重甩，左右舞

动，墨韵流芳、才情飞扬。团扇和丝绸扇，也增

加了舞台画面的美感。另一段展画的流畅场面，

来自敦煌壁画的舞姿经肖静编导整理后更显高雅恬静来自敦煌壁画的舞姿经肖静编导整理后更显高雅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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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繁忙的市集上的文化贸易。丝路上的点点

滴滴，就在喧嚣乐音的渲染下，显得热闹非凡。

去年在国大艺术节上和肖静合编 《幻·悟》

的梁杰旎，这次再度联手编舞，但风格和旧作大

不相同。她负责的《春蚕一生》，由蚕的生命旅

程窥见丝绸制造的神奇过程。像多年前梁笑英的

《壁虎》那样，这样的题材，非用写意的手法创

造 形 象 不 可 。 蚕 比 壁 虎 更 小 ， 难 度 也 就 更 大 。

梁杰旎选用了银白色的布料设计服装，舞蹈员戴

上银白色假发，昂首在地上挪动，“蚕”群入眠

后，进入新的龄期，吐丝结茧。蚕在变化成飞蛾

之前先将自己包成蚕茧，蚕农们随之抽丝剥茧，

缫出雪白的蚕丝。珍贵的蚕丝随即被织成丝绸，

成为各国商人争相交易的商品。“这也是丝绸之

路的来源。蚕的生命周期也影射着人类出生、死

亡和再生的过程。”

第二幕《信仰之路》书写随着丝绸之路贸易

的发展，“丝绸之风”也向南拓展到了西亚，打

开了西亚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之门。音乐总监选用

了新疆、吉赛尔、波斯的音乐，增添地方色彩。

其 中 一 个 出 人 意 表 的 设 计 是 让 身 穿 维 吾 尔 族 服

装的林佳燕和击鼓的印族马维亚沙和跳一段双人

舞，展现丝路上的异文化对话。

在制作《互动/蜕变》时，舞蹈服饰也是编

导们非常重视的一环。梁杰旎说：“我设计的《春

蚕一生》的服装，设计以折叠的方式把上身部分

包扎起来，看起来有一点像木乃伊，实际上隐喻

蚕。再加上银白色的丝绸，象征蚕吐出来的丝。

敦 煌 的 佛 教 艺 术 及 其 壁 画 ， 随 着 时 代 、 地 域 及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的 不 同 ， 显 现 出 不 同 风 格 和 审 美

特征。早期的舞姿和服饰有不少印度、尼泊尔风

韵 ， 中 期 渐 渐 受 中 原 汉 风 影 响 ， 色 彩 更 艳 丽 ，

因此这段舞的男舞员服装颜色也比较多。第二幕

《信仰之路》主要的是阿拉伯舞，我选了枣红色

和黑色来搭配。第三幕《伟大发明》讲述纸张的

发明，所以我选择了白色，纯净舒雅的感觉。尾

声 也 用 比 较 浅 的 颜 色 ， 粉 蓝 色 。 音 乐 员 们 的 服

装，我选了橙色。他们坐在舞台后方的高台上，

也给舞台增添了一些热色。”

回忆作品的创作时，米纳瓦兹说：“梦想是

生命的灵魂。我在新加坡工作了2 7年了。深深感

受到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能给人万紫千红的梦

想。在生活里处处体验多元文化饮食、语言、音

乐、舞蹈的我，就梦想有一天和其他民族舞者，

一起以歌舞说故事。国大艺术节终于让我们梦想

成真。作为一名音乐家，《互动/蜕变》让我能

够扩展我的音乐能力，探索不同的文化，并通过

音乐来诠释文化的碰撞。舞蹈和现场音乐制作本

身很难协调，而展示不同文化的合作是一种非常

有趣和独特的体验。新奇、欢快、难忘！”

独舞演员林佳燕和马维亚萨（Viasar  Ma-
lava）异口同声说：“现场乐队伴奏的舞蹈，更

具震撼力。希望看到更多乐队和舞蹈员同台创造

精彩。”

《互动 /蜕变》谢幕时，震耳的掌声一浪比

一浪高，台上台下都开满欢笑的花朵。2 0 2 3 年

新 加 坡 国 立 大 学 艺 术 节 一 共 推 出 了 四 个 跨 界 合

作的原创作品。对此，艺术节总监陈义清，对不

同种族合作打造的原创作品取得的成绩，感到十

分满意：“跨界合作是让我们的学生接触不同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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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the
Cross-Cultural Dance "Inter/Change"

Cross-cultural dance is a special category in the field of dance art, with strong 
professionalism.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in the viewing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cross-cultural dance works that contain a variety of artistic 
elements can better stimulate their aesthetic enjoyment,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emotional recognition for audienc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dance history of Singapore, there have been landmark cross-cultural 
dance productions since the 1950s, from “Butterfly Lovers”, “Tale of Bukit Badu”, 
“Our Beautiful Homeland” to “Unity of Rhythm”, “Valli Kalyanam”, “The Fifth Lotus”, 
“Tale of the Banyan Tree” and more. Collaborations of choreographer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is rare 
to have a cross-cultural dance and music production like the recent NUS Chinese 
Dance and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s “Inter/change”.

Nawaz Mirajkar, the music director of “Inter/Change”, came to Singapore in 
1996, as the Head of Percussion of the Temple of Fine Arts. He was also an adjunct 
faculty member of the School of the Arts (SOTA). He met Jenny Neo,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in 2017 at the ASEAN Arts Forum exchange 
in Thailand. In 2020, Jenny Neo was invited by the NUS Centre for the Arts to teach 
Chinese dance and she met Nawaz again, now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Since her first meeting with Nawaz, they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work together. After floating in their minds for many years, this 
idea finally blossomed and bore fruit in this year's NUS Arts Festival.

Jenny feels that imaginative adventures such as the Great Silk Road are worth 
exploring in dance and music: “The Silk Road is a caravan tract of ancient times 
linking China with the West. It carried goods and ideas between many civil izations 
of the two continents. The entire origin of the Silk Road has not only promoted global 
free trade but also built global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trust, and promote 
common interest. The process is culturally inclusive. We were happy to decide that 
it would be a suitable theme for a new work that showcase cultural diversity for this 
year ’s NUS Arts Festival.” 

Nawaz agreed enthusiastically: “The Silk Road is integral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our modern 
globalised world. So started our journey to turn the ideas into a three act dance 
drama with a prelude and an epilogue. The intention is to portray the lifestyle of 
the nomadic peoples living in the Silk Road through pieces which are a conglomerate 
of Spanish, Persian, and Indian musical styles and various dance tradit ions. 
‘ Inter/Change’ also il lustrates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used by the Silk Roa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an Indian raga done through a Chinese style.”

In the past, due to limited resources, dancers ra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of 
enjoying the ' ' luxury'' of performing to live music. Our pioneers in dance often have 
to adjust their  choreography to the edited tap music and were unable to ful ly 
express the vision of their choreography. Jenny is so pleased that in “Inter/Change” 
the dancers trained by her were able to “breathe” together with the music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also a process to push capacity building. I l istened to some tunes 
played by the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and some of Nawaz’s own works, 
then selected five pieces of music that could be adapted and arranged them according 
to the dance of different segments.” 

During the rehearsals, Nawaz made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rhythm, dances, 
and the atmosphere needed in each work. Nawaz summarised the experience with 
satisfaction: “ In “ Inter/Change”, the musicians in the NUS Indian Instrumental 
Ensemble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were full-fledged partners in the venture, not 
mere accompanists. The musicians and dancers learned to appreciate each other ’s 
art. To me, this is the beauty of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During curtain calls at the totally packed NUS 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 the 
audience responded with the loudest cheers for the performers and showed as 
much enthusiasm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conductor and choreographers. “Inter/
Change” had demonstrated that supporting dance performances with live music 
helped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inspire more cho-
reographers, composers, conductors, dancers, and musicia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to collaborate closely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artistry and virtuosity.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
   院长、民 族音乐学博士）

术极好的学习方式，让他

们看到以前从未遇到过的

可能性。除了激发创新思

维 、 成 长 、 分 享 专 业 知

识 和 拓宽艺术视野之外，

《 互 动 / 蜕 变 》 使 艺 术 超

越界限，并将创作群体聚

集在一起。国大艺术中心

很 高 兴 在 2 0 2 3 年 新 加 坡

国立大学艺术节上展示多

个以跨艺术形式合作的节

目，并希望未来继续鼓励

更多此类作品。”

《 互 动 / 蜕 变 》 的 主

创团队以丝路为题，尝试

境遇化、剧诗化的手法，

是结构创新的一个尝试。

该剧离开了过去跨文化舞

剧以人写事的手法，开掘

地域音乐和舞蹈资源，展

现地域风情，以双人舞表

现地域人情，烘托感情共

鸣的内核。可以说，借用

技巧精细的舞蹈语言建构

文化意象，是作品的最大

意义。指挥精准而稳健，

推动了现场伴奏伴唱与舞

蹈员始终高度互动。这个

作品尝试印度乐队和华族

舞蹈的碰撞，也牵动了观

众对不同族群艺术交流热

切期盼的内心。新加坡有

很多优秀的乐团，期 盼 更

多乐团，寻找与舞团合作

的 机会，共创精品。

题图说明：
陈伊彬的长水袖，墨韵流
芳、才情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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