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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佟丽娅：致乡愁、
致当下、致梦想

　“这是写给家乡的一封情书。”出生于新疆的锡

伯族姑娘佟丽娅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近日，这位当

红影视演员以全新形象亮相舞台，由她策划并主演

的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经过在上海的数月

创排，日前献演国家大剧院。

　　暌违专业舞台 15 年，毅然回归演艺道路的起点，

这一刻佟丽娅已经酝酿了两年。今年 8 月 8 日生日

那天，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舞蹈剧场的海报，

留言感叹对舞蹈的热爱与执念在心里疯长，要把这

台演出作为最好的生日礼物送给自己。为此，她离

开北京的生活圈子，与上海编导、新疆舞者一起埋

头创作。《在远方，在这里》首演前，记者在上戏

舞蹈学院的排练厅见到佟丽娅，她正身着练功服翩

翩起舞。“舞蹈一直长在我的心里，没有离开。音

乐一响起，身体就会想跳舞。”佟丽娅说。

　　初心

　　回到成长的地方，找到曾经的梦想

　　持续数月的创排过程，是从无到有、瓜熟蒂落

的“分娩”。创作者有兴奋与惊喜，也有忐忑和紧张。

被种种复杂情感包裹的佟丽娅，一步步褪去浮华，

回归舞蹈演员的初心。“初心就是回到你曾经成长

的地方，找到你曾经想要的梦想，去完成它。”她

说，“舞蹈是我梦开始的起点，舞台是让我闪耀发

光、建立信心的神圣之地。”佟丽娅出生于艺术家

庭，6 岁开始接受舞蹈训练，曾在新疆艺术学院习舞，

毕业后在中国歌舞团当职业舞者。之后她考入中戏，

逐渐走红银幕，至今离开专业舞蹈团已经 15 年。

　　“我差不多 10 年没练过功，这几年在晚会上跳舞，

表演的都是短小片段，而且大多是面对电视镜头起

舞，与真正的专业舞台已经有了距离。”佟丽娅告

诉记者，作为舞蹈剧场的主演，自己必须跳满全场

近两个小时，面临技术与体力的双重考验，压力一

度令她十分焦虑，常于睡梦中惊醒。排练时，她甚

至跟导演开玩笑，要把高难度技术动作交给年轻人，

自己只要跳出“感情”就好。“但导演对我非常严格，

因为我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一个，观众为了‘佟

丽娅’来买票，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10 月初，佟丽娅干脆离开北京的家，一头扎进

上戏舞蹈学院的排练房。整整一个多月，她几乎就

跟排练厅的地板铆上了——从早到晚 12 个小时，除

去吃饭时间，几乎都在练舞。除了日常排练，佟丽

娅还趁着排练空隙下腰劈叉压筋、加练体能，逐渐

找回当年的状态。“《在远方，在这里》是一次认

真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玩票。”在这部

舞蹈作品里，她想让观众看到的不是“演员佟丽娅”，

而是“舞者佟丽娅”。

　　回家

　　用舞蹈诉说对故乡、对家人的眷恋

　　在《在远方，在这里》中，佟丽娅不仅是舞者，

还扮演着策划和制作人的角色。她的搭档是上戏舞

蹈学院青年编导董杰，一位新疆“老乡”，也是她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师哥。

　　“我们深深爱着新疆这片土地，《在远方，在这里》

就是写给故乡的情书，是对新疆宝贵文化遗产的回

望。”总导演董杰表示，很多人认为新疆舞就是简

单的“动脖子和扭腰”，实际上新疆的舞蹈还有很

多丰富的元素。这台舞蹈剧场便取材于新疆民族风

情，把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

新疆近 10 个少数民族歌舞艺术融入 6 个篇章，将“遇

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

的主线展现给观众。

　　为了寻找各民族的舞蹈素材，主创团队翻阅了

大量的历史资料，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习

俗等特点，将舞蹈元素与剧场情境一一契合。在“致

父亲”里，锡伯族西迁的历史给了编创者灵感，这

一篇章以男性视角赞颂了父亲的伟大；在“致母亲”

里，塔吉克族的舞蹈元素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一首《可

爱的一朵玫瑰花》和哈萨克族舞蹈则把人们带入“致

爱情”的情境……如同散文诗一般，《在远方，在这里》

充盈着舞者对故乡、对家人的眷恋。第三场演出中，

佟丽娅特意带着 3 岁的儿子朵朵一同登台，让他把

象征男孩的小弓箭挂上 “喜利妈妈”（锡伯族用来

记事祈福的“绳索”），完成了“致父亲”里最具

仪式感的段落。

　　成长

　　带领家乡年轻人走出来，点燃孩子们的梦想

　　今年是佟丽娅来北京的第 20 年，往事历历在目。

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的国庆阅兵，她站在新

疆方阵的彩车上翩翩起舞。“我边跳舞边看着北京，

看到了最大的舞台，那一刻真的离梦想很近很近。”

第一次北京之行，为佟丽娅打开了全新的生活图景。

“今天我已经在这里了，北京有我的事业和家庭，

但我想让新疆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

界，点燃他们的梦想。”

　　带着这样的心愿，佟丽娅和董杰来到新疆艺术

学院，从学生中选拔优秀的舞蹈演员。“通过这台

舞蹈剧场让更多人看到新疆，看到我们新疆的孩子，

才是我真正最想做的事情。”炎炎夏日，他们带着

挑选出来的 50 个新疆孩子，在新疆艺术学院的新校

区苦练。四面环山，没有空调，每一天所有人都练

到汗如雨下，虚脱累倒。

　　“这台舞蹈剧场含有多种舞蹈元素，而新疆的

孩子们只练过民族舞，要一下子学会其他舞蹈的跳

法有不小的难度。”董杰告诉记者，所有舞者每天

要加练三小时的现代舞基础训练课，之后才是正式

的演出排练。10 月，当剧组进驻上戏舞蹈学院的排

练厅，这套训练体系也一并移植过来。“我们的演

出团队中有新疆的本科生和专科生，也有上戏舞院

大三的学生。除了正式舞段的排练外，新疆孩子们

还跟着上海孩子一起练基训，上海孩子向新疆孩子

学民族舞，取长补短，进步飞快。”

　　成长的不仅是孩子们，还有佟丽娅。那是一段“又

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她管着剧组几十号人，从舞

蹈创排到吃喝拉撒都得关心。“我从影视演员又变

回舞者，还承担了制作人的工作，使得我变得更强大、

更果断。”

　　下一步会制作自己的影视作品吗？“或许吧。”

佟丽娅说，“不努力往前走那一步的时候，永远不

知道自己有多强大。”

金鸡百花电影节聚焦纪录电影发展
　　新华社厦门 11 月 20 日电（记者余俊杰）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纪录电影推荐表彰单元暨纪

录电影产业发展研讨会 20 日在厦门举行。这是金鸡

百花电影节自 1992 年创办以来，首次专门设置纪录

片单元，聚焦推动纪实电影发展。

　　此次研讨会共展示 5 部优秀纪录片作品，分别

是《尺八·一声一世》《张艺谋和他的“影”》《生

活万岁》《四个春天》《黄河尕谣》；其中《尺八·一

声一世》是纪录电影首次作为国产新片展开幕影片

亮相，该片忠实记录了演奏者的经历与思考，以音

乐为尺，丈量着人生的宽阔天地。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

有相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表示，进入

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

文化层面愈加凸显，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愈

加强劲，纪录电影深刻而动人的叙述视角正好满足

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尹鸿说，文化市场正在强烈关注纪录电影的创

作动态，好内容、好作品一定能在社会性与商业性

方面实现双赢。

　　中央新影集团副总裁赵捷认为，纪录电影如何

与时代发展同步，完成其在市场化程序中的蜕变，

使之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成为摆在中国纪录电

影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研讨会上还发布了《中国纪录电影 2018-2019 行

业观察报告》，显示国产纪录电影生产数量稳步增长，

吸引观影人数持续增加，其中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以 4.8 亿元位居近两年纪录电影票房首位。

　　报告中还提到，大众生活类题材纪录电影如《生

活万岁》《零零后》等作品，在各大社交视频平台

上播放量很高，创作者和观影者产生良性互动，让

纪录电影深入走进年轻一代的“精神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