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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舞蹈家协会主席段波：

将将““龙船龙船””划进绚丽舞台划进绚丽舞台

段波段波，，从专业舞蹈演员到群从专业舞蹈演员到群
文工作者文工作者，，虽然不善言辞虽然不善言辞，，但他个但他个
性鲜明的作品里性鲜明的作品里，，对南海这片人对南海这片人
文诗意土地的眷念浓郁而热烈文诗意土地的眷念浓郁而热烈。。

1515岁开始学习舞蹈岁开始学习舞蹈，，随后进随后进
入专业院团当舞蹈演员入专业院团当舞蹈演员，，历经了历经了
专业专业、、系统和严格的学习与训练系统和严格的学习与训练
后后，，段波已经在舞台上奉献了多段波已经在舞台上奉献了多
部精品力作部精品力作。。

20082008年年，，段波迎来舞蹈生段波迎来舞蹈生
涯的转折点涯的转折点，，他从一名舞蹈演员他从一名舞蹈演员
转身成为一名群文工作者转身成为一名群文工作者。。十多十多
年来年来，，他一直坚守在自己所热爱他一直坚守在自己所热爱
的群文工作岗位上的群文工作岗位上，，在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
里追寻着阳光与生命力里追寻着阳光与生命力，，为了心为了心
中的中的““舞蹈梦舞蹈梦””不懈奋斗着不懈奋斗着。。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每个可以走上舞台的

舞者都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艰苦

练习，才能获得观众的掌声的，

段波也不例外。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段

波，来自重庆市彭水县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15岁那年，他的舞蹈

启蒙之路开启。

“‘养儿养女不用教，酉秀黔

彭走一遭。’这是我们家乡的一

句古话，意思是这个地区很贫

穷，如果你想让孩子体验一下什

么叫生活的艰辛，来这里走走就

知道。我就是在这里长大，舞蹈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段波回

忆，15岁那年，原四川省舞蹈学

校招生，他有幸被选送到舞蹈学

校学习，舞蹈人生从此开启。

“什么是舞蹈，我们这群从

山里出来的孩子一窍不通，只

能跟着慢慢地学。”段波说，在

四川省舞蹈学校历经了专业、

系统和严格的学习与训练，为

以后的舞蹈生涯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三年的学习生涯结束，一个

偶然的机会，段波被分配到重庆

市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

演员。

“在重庆市歌舞团的8年里，

我积极向前辈、同行学习。由于

我的身高限制，舞团编导为我量

身编排了一些独舞。”段波说。独

舞是人物内心的细节刻画，强调

个性；群舞是集体和氛围的刻画，

强调共性。在舞台上，段波流畅

且张力十足的肢体动作，丰富饱

满的情感表达都给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通过人才引进政策，

段波来到广东歌舞剧院工作，

2004年有幸参演了剧院大型革

命题材舞剧《风雨红棉》。《风雨红

棉》讲述的是中共早期革命者周

文雍和陈铁军的爱情故事，该剧

荣获国家文化部第十一届“文华

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殊荣。

“舞蹈演员是吃青春饭的，到

了30来岁就有一种紧迫感，越来

越多的年轻舞者进入到这个领

域。舞蹈演员不能做一辈子，我

也在思考着在舞蹈专业的路上转

型。”段波说道，年轻的时候，只想

做一个职业的舞者，练功再辛苦，

演出再繁忙，想法都很单纯，按照

导演要求扮演好每一个舞蹈角

色，在舞台上呈现最美的自己。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思考，

如果离开舞台，自己还能做什么。

2008年，段波迎来舞蹈生

涯的又一个转折点，南海区文化

馆为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也从一

名舞蹈演员，转身成为一名群文

工作者。

刚接触群文工作难免感到陌

生，在原南海区文化馆馆长陈长

杰的带领和引导下，段波开始慢

慢上手。他与同事深入到基层，

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开展群众舞

蹈培训，帮助群众提高文化艺术

素养。

群文工作很辛苦，有时候更

没有节假日，周末经常也要排节

目。段波却对这份工作非常热

诚。“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有规律，

有时候要从早忙到晚。但是我非

常喜欢这份工作，经常被我所接

触到的群文爱好者所感动。这些

人大都来自基层的各行各业，没

有进行过专业的舞蹈学习。在编

排舞蹈的时候，虽然他们的动作

有时候并不是很标准，但是全身

心投入，充满了激情和感染力。”

作为群文工作的业务骨

干，段波还是一名舞蹈编导，创

作了许多优秀的群文作品。

“从演员到编导的角色转

变，让我体会最深的是编导可

以用自己的思想，赋予舞者灵

魂，赋予舞台更多艺术感染

力。”段波由此受到了鼓舞，对

编舞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由

其编导的作品，原生态男子群

舞《起龙船》用舞蹈展现了南海

起龙船的民间习俗，激励大家

砥砺前行、奋勇争先。该作品

更获得全国首届农运会银穗

奖、广东省第四届音乐舞蹈花

会金奖等荣誉。

“演员没有舞蹈功底怎么

排?”“好看的动作他们跳不出

来咋办?”很多舞蹈编导在编

排时都会提出这样的困惑，但

段波的作品都很好地解决了这

个难题。“原生态舞蹈是由普通

民众在民俗仪式或民俗活动中

传承的民间舞蹈，演员们都是

龙舟队的队员，一站在台上就

有那种刚强的气势，再加上音

乐、灯光、服装等各种艺术的组

合，他们将起龙船的磅礴气势

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形成了一

个精彩的舞台作品。”

段波的舞蹈编导工作仍在

继续，他不仅深挖南海民俗文

化，把龙狮、数鱼花、缫丝等民

俗元素编成了舞蹈，他还积极

走进校园，为学生创排舞蹈。

“我一直想通过舞蹈，给学生传

递积极的艺术观，让校园文化

与艺术相结合，使他们认识优

秀中国文化，从民族自信中燃

起为民族未来奋斗的激情。”段

波说。

看优秀作品寻找创作灵感

和舞台借鉴，去采风了解风俗

民情……一路走来，段波的生

活繁忙而简单。他说，文艺作

品既要符合时代精神，又要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创作者就要

不断突破自己。“每年创作要应

对的压力和挑战都很大，每次

都要推陈出新，要有个性，要与

众不同，这并不容易。因此，生

活的积淀和积累非常重要，需

要日复一日的积累，不断思考

和提高。”

在谈到未来的工作目标

时，段波非常谦虚，“努力成为

一名合格的群文工作者，就是

我最大的心愿！”

段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

舞蹈家协会会员，佛山市舞蹈

家协会副主席，南海区舞蹈家

协会主席，南海区文化馆音乐

舞蹈信息部主任。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四

川省舞蹈学校；

1995年~2002年，在重庆市

歌舞团工作；

2002年~2007年，在广东省

歌舞剧院工作；

2008年至今，在佛山市南

海区文化馆工作；

2004年，参演广东歌舞剧

院大型舞剧《风雨红棉》，该剧

荣获国家文化部第十一届文化

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等殊荣；

2008年，编导男子舞蹈《起

龙船》，荣获全国首届农运会银

穗奖、广东省第四届音乐舞蹈

花会金奖；

2017年，编导广场舞《笑佛

闹春》，荣获广东省第七届音乐

舞蹈花会银奖；

2019年，编导少儿舞蹈《地

球卫士》，荣获广东省第十一届

少儿艺术花会银奖。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从舞者到群文工作者

个人简介

起步

转换

绽放

■段波编导的编导的原生态男子群舞《起龙船》。 受访者供图

■■段波谈原生态男子群舞段波谈原生态男子群舞《《起龙船起龙船》》编导体会编导体会。。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穆纪武摄摄

▲股权户代表梁伯宜遗失佛山市
南海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户内股
权及成员证，经济组织名称：佛山
市南海区西樵镇儒溪村新东股份
经济合作社，证号：060553006018-
0064，现声明作废。

11月，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

开幕。在西樵渔耕粤韵文化旅游

园，成熟的稻穗倒映在湖面上，艺

术家、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

艺术学院教授沈烈毅的作品《鱼

跃鸢飞》是独特而和谐的存在。

风乍起，枝繁叶茂的大榕树犹

如波浪，托起一条巨大的“金属

鱼”。树下，游客坐上跷跷板，一阵

欢声笑语，旁观的游客惊奇地发现，

随着跷跷板的起落，“金属鱼”的鱼

眼、鱼鳍、鱼鳞、鱼尾都在摆动。

“我们觉得很有趣，坐跷跷板

的人看不到鱼动，但是远处的人

就能看到。”村民说。

这是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沈烈毅

从南海桑基鱼塘里汲取灵感创作

的作品。

在南海采风期间，沈烈毅看

到了珠三角地区最早的生态循环

农业模式——桑基鱼塘。在塘基

附近种植桑树，桑叶养蚕，蚕沙、

蚕蛹等作鱼饵料，塘泥作为桑树

肥料，形成塘基种桑，桑叶养蚕，

蚕蛹喂鱼，塘泥肥桑的生产链条，

达到鱼蚕兼收的效果。

鱼与树、树与塘、塘与鱼，这

巧妙循环而又和谐共生的关系深

深吸引着沈烈毅，他想通过艺术

作品展示这种关系，是出于“对大

自然的敬畏”，有别于“人定胜

天”。

但如何呈现呢？他想了很

久，“当时，我想做一个像游乐场

一样的装置，大家可以在这里游

玩，这个装置要结合桑基鱼塘农

业文化特色来设定。”沈烈毅说，

渔耕粤韵里的大榕树激发了他的

灵感，“榕树的生命力非常强，它

就像一朵浪花”。

“如果在上面放一条鱼呢？”

一个奇思妙想逐渐浮出水面。

于是，沈烈毅选择在榕树上

“长”出一条鱼。用不锈钢制作鱼

鳞，用一根根钢针顶出立体形状，

支撑鱼的材料也没有一“直”到

底，而是弯曲成榕树根须落入土

地，有些“自然生长”的感觉。

较强的参与性是沈烈毅创作

作品强调的特性，结合自己《跷跷

板》系列的思路，他把“跷跷板”与

“金属鱼”结合起来，让艺术品与

游客形成一种有效互动。

在创作中，一些细节不断调

整，也不断激发出他对作品新的

思考。

比如，最开始设定一个跷跷

板，到后面三个跷跷板，体现了一

种统筹和集体的能力；又比如，在

跷跷板上玩的人，看不到鱼“动”，

但是旁观者却能看到，这里面的

关系细细品味有些“微妙”。

甚至在作品完成后，他想到

了自己以前一直很想做的“缘木

求鱼”，居然也为当时的灵感找到

了新的契合点。

“缘木求鱼和桑基鱼塘看似

是两个不同主题，但说的是一个

道理。缘木求鱼说树上抓不到

鱼，但桑基鱼塘恰恰就是利用树

与蚕与塘的联系，告诉我们树与

鱼有关系。看似荒诞不可能，但

大自然有时就是这样循环着，我

们必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沈烈

毅说道。

南海大地艺术节开幕后，不

少游客都被《鱼跃鸢飞》吸引，置

身其中，无需过多解释，他们会慢

慢回味，跷跷板与鱼的关系，就像

桑基鱼塘里鱼与树、树与塘、塘与

鱼的关系，互相交织，和谐共存。

来到南海，沈烈毅一直在想，

渔耕粤韵是什么？“一两句话很难

说明白”，他也不想说得具体明

白。他在南海找到创作灵感，创

作出具有南海地方特色的作品，

这是他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自己对

在地文化的一种理解。

抛开说教，他更希望，艺术作

品能吸引游客过来，用艺术的语

言“潜移默化”地引导游客回味

“渔耕粤韵”，慢慢地，他们就能把

本土一些好的文化传播出去，“希

望以后人们会说，我们到有一条

‘大鱼’的地方玩，或者说，我们去

一个‘树上长鱼’的地方玩，这就

够了”。

文/珠江时报记者程虹何泳谊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

艺术家沈烈毅：

欢迎大家来“树上长鱼”的地方玩

■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雕塑

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沈烈毅。

勤学苦练成就舞台光彩

推陈出新不断突破

■沈烈毅作品《鱼跃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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