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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学院原创舞蹈作品《生命的摇篮》精彩亮相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终评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南市人民政府、中国舞

蹈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共济南市委

宣传部、山东省舞蹈家协会承办，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济南广播电视台、济南市舞蹈家协会协办的第十四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终评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

       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原创作品傣族女子群舞《生命

的摇篮》在全国选送的四百余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最终进

入到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终评，

在泉城济南精彩亮相。

       傣族女子群舞《生命的摇篮》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主题意境下，将大自然喻作“生

命的摇篮”，运用以形写意、虚

实相生的表现手法，通过热带雨

林下的写意烘托，以不同的造型

和构图完成热带雨林中人像与物

像的塑造，描绘出地球生物在不

同环境空间中的情感，即如诗如

画般纯洁与美丽，形象地塑造了

傣族人民团结共生、爱护自然的

精神风貌，是一部极具时代精神

的现实题材傣族舞蹈作品。

       摇篮，天然带有孕育、呵护、成长的生命感。作品《生

命的摇篮》是一次人与自然之间，关于生命、自由、存在

的追问。从摇篮意象出发，它首先复归于生命的原点，或

茧或卵的“生命之壳”在纸伞面的纵横排列下形成了一个

原初的“胚胎”，伴随着“壳膜”的震动，舞者显隐于高

低错落的空间，以傣族舞蹈律动或蹒跚、或追逐、或缱绻

⋯⋯那是成长的体验，是存在的痕迹。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于港评价到 : 舞蹈 《生命的摇

篮》 营造了“林”深、“雀”行、“象”鸣、“鱼”跃、“菌”生、“虫”

荧的整体意境，人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生命通感，融于舞蹈动作语汇的设计和舞蹈道具的形象

塑造中。“伞”成为了这种生命通感得以联结的逻辑起点，

它不仅以静态的伞面、伞柄表达出生命向内、向外两种方

向的打破，还以将开未开、闪烁开合的动态伞面营造出呼

吸感。这种呼吸是自然的轮回，是人的吐纳，是齐物论下

的生命共振，是天人同道的生命跃动。

       据了解，本次终评演出共 3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 45

个作品通过多元形式彰显民族特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在激烈的角逐里，比赛精彩纷呈，是一场展现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魅力与时代质感的视觉盛宴。

       展望未来，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将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准文艺发展的时代脉搏，立足云南

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紧跟时代步伐，坚持文化自信，以文

化传承和创新为动力，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根本任务，培育“德艺双馨”的舞蹈艺术人才；鼓励

师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全面提升艺术实践与

作品创作能力，创作出更多反映优秀舞蹈艺术作品，更加

自觉、主动、有效地参与到云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之中，

为繁荣舞蹈创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是第 24 个中国记者节

在云艺，活跃着这样一群学生

奔走在讲好云艺故事  唱好云艺声音

树好云艺形象的第一线

用心体会，用爱发声  做传递爱与被爱的介质

我们就是 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因为热爱，我们坚守

因为正义，我们求真

因为担当，我们奉献

新时代新征程上

广大新闻工作者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

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始终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为学校宣传的主力军我们必将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  行程万里，初心如一

坚持守正创新，主动担当作为

日月兼程，我们从未停步！

我校与摩尔线程协商共建AI实验平台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处于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时

期，随着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和计算能力的提升，人工智

能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越来越大的潜力。与此同时，艺

术设计教育也面临着重大的变革，从创作工具的改变、艺

术形式的创新、学习方式的改变到教育内容的更新，处处

都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云南艺术学院一直持续对人工智能艺术设计领域开展

探索，并不断产出成果。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于 2022

年建立了 A.I.（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实验室，联动摩尔线

程（中国芯片行业明星企业）、国内外数字艺术家，共建

了一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团队，致力于将数字艺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具有创新性和多样性的数字

艺术作品，通过在艺术创作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探索，培养

学生运用高新科技助力自身专业创作的能力。
文字：孔翠婷

      2022 年，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A.I. 艺术创作实验室      

的作品在北京中关村举办展览。

      2023 年，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A.I. 艺术创作实验室

的《A.I.（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及应用研究》教学实践成

果获第二届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

      为了给云南艺术学院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和发展注

入更多力量，2023 年 11 月 7 日，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陈

劲松教授带领设计学院和影视学院的教学团队前往云上数

字赋能产业园，与摩尔线程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在艺术设计

领域的应用前景，商议共建 AI 实验平台的合作事宜。摩

尔线程学院院长李丰及运营团队热情接待了代表团队的各

位老师，详细介绍了云上数字赋能产业园的建设情况及运

营规划。

      双方开展了共建 AI 实验平台的交流协商会议，在会议

上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共联 AI 实验室的合作事宜进行了

深入讨论，达成了合作发展的协议：第一，双方合作开发

人工智能艺术设计课程，包括线上线下联动的系列 AI 公

开课及专业课；第二，围绕云南的“三个定位”开展产教

融合的探索，并且以正在开展的“创意元阳”毕业设计作

为合作契机，将 AI 与乡村振兴结合，挖掘本土文化，服

务地方需求；第三，在云上数字赋能产业园开展教学成果

展览，举办学术研讨会议，充分与入驻云上数字赋能产业

园的企业联动，带动学生就业。

      未来，云南艺术学院与摩尔线程将共同努力，尽快推

动 AI 实验平台的建立，搭建 AI 数字艺术创作及教学平台，

推动人工智能与艺术的融合发展，为艺术教育和文化创意

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为人工智能和艺术教育领域带

来更多的创新成果和发展机会。

洪志明

我本不是高山 因曾跨过险境得以壮美

       看了电影《我本是高山》，颇有些感悟与观众们分享。

       首先，这是一部在艺术创作上有诚意、有底气、有由

衷表达意蕴的作品，导演的那些艺术表达颇有独到之处。

张桂梅老师所面对的现实，对于偏远山区、尤其是像云南

这种被群山环绕地势险峻的边疆省份的山区深处缺乏了解

的大多数观众，颇有陌生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创办之难，

可以从电影所表现的故事中见到一斑。要看懂电影，首先

要了解时代背景，了解主人公所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样貌

和怎样的文化环境和人伦生态，需要放下身姿，躬身入局，

真切体会张桂梅老师的崇高大爱和坚韧精神！

       看完电影那一刻脑海里突然闪出一段回忆，曾经在

2008 年参加北京国际学生作品展时，有一个颇有争议的

纪录片至今记忆犹新，一群某中国名校的天之骄子们到一

所偏远贫困乡村小学去支教，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将外面最

新的思想全球化的理念和最新的流行歌带入课堂，同学们

也被点燃，可老村长并不买账，临走时村长送了很多特产，

却说 ：“谢谢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那群学生一片愕

然，村长叼着烟淡淡地回复：“你们仅用一个月为孩子们

点亮希望，可他们却要用一生来消化苦难与绝望！”是啊，

短暂的支教怎能一下就解决积重难返的乡村教育问题，如

果在你的阅历里从没有见过一师一校和背着干粮翻山越岭

去捡一个跌落的篮球，你根本无法想象大自然的屏障和束

缚是如何将乡村与外面的世界阻隔断绝的。残酷的现实很

多，像张桂梅老师当年在乡村面临的问题，还只是其中之

一。

       时过境迁，中国今日的乡村和山区面貌早已大有改

观，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终于开始迎来

生机，张桂梅老师草建时期风雨飘摇的华坪女高也在全社

会的关注之下焕然一新。但你还是无法用一个城市里的家

境优越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学生教育情境去和一群贫苦山

区的中学孩子相比较。我在乡下工作过，知道那些年里乡

村教育与大城市的教育环境教育理念的差距令人瞠目，学

校如此，教师如此，学生也是如此，否则教育改变命运的

口号便不会如此深入人心。

       显然《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绝不只是去重温这句口

号，而是要想去通过这个故事放大华坪女高励志精神的当

代价值。我们永远不要去怀疑教育本身的价值，我们应该

去反思教育的初心和理想是什么，在中国庞大的乡村教育

事业中需要的不只是同情、施舍和怜悯，更需要的是无条

件的无私大爱的引领和支撑。我发现张桂梅老师的真实事

迹和已有的纪录片作品是对《我本是高山》这部作品创作

最大的挑战。观众有一个习惯，总爱在看故事片的时候去

纠结对照纪录片里的真实世界，然而故事片和纪录片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电影语言表现。若故事片只是机械地将纪录

片里的东西复述一遍的话，那片子就会显得乏味。我们很

佩服电影导演团队有勇气去挑战，让我们可以通过海清所

扮演的张桂梅老师以及那些青春质朴的面孔，真正走入他

们的情境故事和情感世界中。影片中一段日照金山的画面

隐喻了张桂梅老师思想和行动的升华，这让我们走出影院

后也一直在仔细回味和揣摩。

和建元

汲取时代楷模精神 师生一起追光前行
——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创作分享

       当下学英模，见行动的时代主旋律在校园奏响，作为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的张桂梅的演播者和导演能与

大家分享桂梅老师的故事，我倍感荣幸。

       三年前，我们主创团队赶赴丽江华坪女高采访桂梅老

师的情境历历在目，这是一次戏剧教育对真善美的采访。

何谓真，真人真事；何谓善，崇高的教书育人的善事；何

谓美，勤育桃李，芳菲世界，美在人间之美。我记得桂梅

老师坐在学校一楼门口的椅子上，和蔼地微笑着朝我们挥

手打招呼的样子。桂梅老师很健谈，她操着东北口音跟我

们讲她创办女高的故事，她的表达绘声绘色，幽默风趣，

我们时而大笑，时而落泪。这么一个看似平凡的人，瘦小

的身躯里却藏着无穷的博大能量。她竟然能在遥远的山乡

创办成了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把大山里 2000 多个女孩

儿送进大学，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了一方山水，

照亮了大山女孩的梦。我油然想起原苏联经典电影《乡村

女教师》中倔强的女教师瓦莲卡。如果说《乡村女教师》

呈现的是瓦莲卡在艰难漫长的岁月中如何成长的过程，那

么，我们的桂梅老师是既有艰辛备尝的过程，又有辉煌的

成果。想到这里，我真想拥抱张桂梅，我的情感与桂梅老

师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是什么支撑着她能如此地强

大？

       我想是她的坚持，她筹钱办女高，到大街上募捐，一

块钱二块钱的凑，她的募捐事迹感动了所有人，最终她的

梦想成真了。

       我想是她的大爱，为了让山里的女孩儿都能上学，一

个都不能少，所以她不畏山高路远去家访，用爱去感化，

去感动，去改变山里人的旧思想旧观念。

       我想是她的无私，她把自己的医药费都给学生交了学

费，甚至想提前预支丧葬费补贴在学生身上。

       桂梅老师的事迹映证了那句格言：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意识到要塑造好桂梅老师的形象，不是简单的声音

模仿，而是要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学习她的精神。

       在创作演播桂梅老师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

场戏是女高的老师由于受不了艰苦条件以及长年在学校无

法顾及家庭的工作模式，纷纷辞职，在教学工作处于困境

的时刻，桂梅老师没有选择放弃，她带领着坚守在女高的

老师把党旗画在了墙上，她说“大家看看我们这面鲜红的

党旗，想想那些革命先烈们是怎样创造下我们今天这和平

美好的生活，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哪怕还剩一个

党员，这片阵地都不会丢掉！何况我们还有六个党员，同

志们啊，我们还怕什么呀？大家再看一看当初入党时我们

的誓词吧！”当我带领着演播团队的师生们再次朗读入党

誓词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内心澎湃，不断被桂梅老师身

上那股不忘初心的强大的冲劲震撼了，这就是楷模的无穷

力量。而在面对荣誉时，桂梅老师是这样说到 :“所有的

这些工作，我一个人能做得了多少，我只是做了一点点自

己该做的一点事，结果现在从我们国家、从我们省、我们

市、从我们县，一直都这么关心我，关心我们的学校，确

实我觉得很惭愧，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员，我们都不能忘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根本。不管怎么样吧，只要我

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忠于党、忠于人民，请各级领导放心。”

朴实的话语，饱含桂梅老师对党的忠贞、对事业的赤忱。

       我归纳整理了桂梅老师感动我的创作点，将它一点一

滴的凝聚起来，建立心理外化的情感支撑。我强化表演中

的每一个内心动作，每一句台词都尽力切合桂梅老师本

身，着力呈现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张桂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会议上说：“文艺

创作要写在民族振兴的历史上”，作为新时代的一名艺术

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更要践行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崇高使命。我有责任带领师生：汲取时代楷模精神，师

生一起追光前行！“学思想、强党性”，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关于宣传思想、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实

践、建新功”，创作出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努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用《感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张桂梅老师

的颁奖词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让大家更加真实、生动、立

体的感受桂梅老师的最美形象。

烂漫的山花中，我们发现你。

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歌唱。

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人间以芬芳。

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

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

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