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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板、零件都换过一遍的忒修斯之船，还

是之前那艘船吗？7 月 4 日晚，舞蹈剧场《忒修斯

之船》在神农大剧院惊艳上演，青年舞蹈艺术家

胡沈员，用 70 分钟的独舞，探讨西方经典哲学

之问。

在演出之前，担任舞蹈剧场《忒修斯之船》

出品和制作人，以编剧、导演、编舞、舞台概念设

计、演员 7重身份参与其中的中国青年舞蹈艺术

家胡沈员接受《株洲日报》记者专访，与记者聊

创作初衷，聊舞蹈、聊跨界。

胡沈员说，《忒修斯之船》凝聚了他对生活

的思考，它不同于传统舞剧，观众每次去看，都

能发现新的惊喜。

●聊《忒修斯之船》
“探讨人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的变化”

记者：是什么缘由，让你想把西方哲学问题

“忒修斯之船”搬上舞蹈舞台？

胡沈员：创作《忒修斯之船》的初衷，来源我

对生活的思考。作为一名舞者，从小到大，再到

成为编导、制作人，每一种角色的转换，都会让

人的内心有所变化，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有所

不同。《忒修斯之船》探讨的是，人在生命当中每

一个阶段的变化。从学生起，到从学校毕业，再

到工作，以及面对家人、同事、朋友，我们都会有

不一样的面具。在一张张面具背后，我们还能不

能找到曾经的那个自己。

记者：《忒修斯之船》有何独特之处？

胡沈员：这部作品我们把它定义为舞蹈剧

场，它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大型舞剧，有很清晰

的人物和故事线。它除了舞蹈本身，还用了默剧

的表演，以及多种舞台表演形式，让这部舞蹈作

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用

舞姿去呈现的舞蹈作品，而是一个我们可以静

下心来，细细琢磨舞台上每一处细节的作品。

记者：除此之外，《忒修斯之船》还有哪些

亮点？

胡沈员：在这部舞蹈作品里，除了我个人的

独角戏从头至尾贯穿整条路线以外，舞台上还

有很多看点。除了演员本人，还有变脸的段落，

还有如何让这艘船慢慢成型最后找到自己的故

事。在舞台上，舞蹈和舞美都有很多的变换，舞

台装置也在不停地变化。这部舞蹈作品可以不

只看一遍，观众每一次走进剧场观看，都会发现

新的惊喜。

●聊舞蹈
“对我而言，舞蹈已不单单是一种职业”

记者：谈一些有意思的，很多网友赞您是

“无骨鸡柳”。对于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胡沈员：“无骨鸡柳”是网友对于我的身体

一种比较直观的评价，当然它很诙谐、幽默，容

易让大家理解。走进剧场之后，观众会发现“无

骨鸡柳”只是身体表现形式的一种，毕竟剧场里

的舞者，都是千变万化。

当然，每个演员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

特质。但是舞蹈肢体是为作品服务的，这些动作

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这个舞蹈里，是作

为编导需要去思考的。所以，该不该有技巧的出

现，要看舞台的需要，要去看作品的需要。

记者：很多人认为跳舞这一行是吃青春饭

的，过了黄金的那几年，就要开始为转行做打

算。对此，你怎么看？

胡沈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跳舞生涯是短

暂的。我们从十几岁开始跳舞，当你退下舞台的

时候，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在舞蹈的这一条路

上，除了在舞台上，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方

向，比如说编导、幕后，以及很多其他工作，它们

也属于舞台。当然，舞蹈演员的舞台艺术生命的

长短，跟平时的训练也是有关系的。科学的训练

可以让舞台艺术生命更长，这是作为舞蹈演员

的我们需要去注意和保养的。

记者：能谈谈舞蹈在你心目中是个怎样的

地位？

胡沈员：对我而言，舞蹈已经不单单是一种

职业，说热爱也好，说生活也罢，已经不太能分

得清。我希望，舞蹈和舞台有一定的距离。如果

只是关注舞台本身，我们的视角是有限的，所以

我会花一部分时间去关注舞台之外的事情。舞

蹈带给我的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更像是和我

的一种游戏，我们在彼此寻找各自的隐藏，拓宽

相互的知识面和视野，这会让我对舞蹈的认识

更加深刻并有更多新的发现和领悟。

●谈跨界
“选择没有对错，关键在于自己的坚持”

记者：很多人认识你，是从综艺《舞蹈风暴》

开始。你在综艺里获得总冠军，你觉得夺冠对你

的舞蹈生涯有影响么？

胡沈员：非常感谢《舞蹈风暴》这个平台，能

够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和看见我。当被巨大的光

环笼罩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地提醒自己，要更加

的踏实。因为这个光环，很多人会时刻注视着

你，他们希望看到成功之后你能继续进步，以及

你付出的努力。我在综艺《舞蹈风暴》夺冠的那

一刻，我觉得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清零了，我需

要从那之后重新开始积攒和学习，这才让我拥

有更大的能量。

记者：如今，许许多多的舞蹈演员，通过各

种方式“出圈”，比如参加综艺，比如通过作品。

您是如何看待舞蹈演员“出圈”的？

胡沈员：我觉得“出圈”是很好的，因为它拓

宽了整个舞蹈的受众群。对于舞蹈圈内的我们

而言，要持续创作和打磨自己的艺术作品。无论

“出圈”与否，我都会坚定和坚持自己的方向，我

的方向就是在排练厅和剧场，那是我深耕的地

方，不仅神圣严肃，还很有趣。当我在这两个地

方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踏实。

记者：你对参加综艺、演电视剧，持什么样

的态度？

胡沈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管是通

过舞蹈去选择别的方向，还是继续留在舞蹈圈，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我也相信所有

人会在他们的选择之上去努力。所以选择是没

有对错，关键在于自己的坚定和坚持。

●谈株洲
“对株洲的美食印象深刻，尤其爱酱板鸭”

记者：于 株 洲 舞 蹈 爱 好 者 ，你 能 提 些 建

议吗？

胡沈员：对于舞蹈爱好者，我觉得舞蹈能够

给你带来享受和乐趣，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要深

耕舞蹈往专业方向发展但是还在犹豫的朋友，

我想说的是要慎重。因为舞蹈这一行并不只有

表面上的掌声鲜花和光鲜亮丽，大家看到舞台

上闪闪发光的人，他们的反面一定是有更多的

付出和艰辛。

如果你想要深耕舞蹈这条路，可以先问问

自己：能不能接受一辈子都无法让人看见？能不

能接受一个人在孤独当中，没有人给你支持，自

己也能够扛过去？能不能永远地接受孤独？失败

的时候，自己能不能站起来……甚至，你能够接

受舞蹈给你带来痛苦或者伤痛，能够接受当你

深耕这条路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看见你，但

依然对你的选择无怨无悔。那么，你可以选择

跳舞。

记者：您是第一次来株洲吗？对株洲有什么

印象？

胡沈员：我不是第一次来株洲了，我对株洲

的美食印象深刻，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

惑。当然，这里的观众很热情，老天很热情，城市

也很美好。我很喜欢株洲，每次来我都一定要品

尝 当 地 的 美 食 ，尤 其 是 酱 板 鸭 ，是 必 点 的 一

道菜。

读《鲁滨逊漂流记》
叶飘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长

篇小说。我小时候读过，最近重读了一遍，这本书还

被拍成了电影，也很好看。我喜欢听故事，很爱看冒

险、情节跌宕起伏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就是这

样一本讲故事的书。题材不是很常见，却是人人都

想去了解的。试想，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他曾因为海

上的意外被流落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生活了几十

年，你不会想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吗？你不会因为

他居然活下来了而感到惊讶吗？那里头肯定很多惊

心动魄和不同寻常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就是讲

述了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因为一个意外只身漂流

到无人的荒岛上，然后孤独地在那儿生活了二三十

年才得以返回故乡的故事。

这是一本好书，无论从故事性、知识、情感、历

史、文学性各方面讲，都非常了不起。《鲁滨逊漂流

记》的故事让我读起来欲罢不能，它一开始就很吸

引人，整本书都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你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种经历

是陌生的，也是很难的，因为一般人流落荒岛，没有

点儿野外生存技能，活不过三五天，要是遇到野兽，

一天就死了。这本书写得非常丰富，深刻，又很接地

气。书中描写的那些寻找食物、寻找水源的原始日

常，以及躲避野兽、在丛林生活的情节，简直有趣

至极。

无论谁经历这种事情，都会是一生中最难忘最

惊奇的。他几乎得重新学习如何生存，因为在人类

文明世界的那套生存方法已经不太实用了。他缺衣

少食，要找淡水、找火源、找住处，这与之前的生活

完全不同。在人类文明世界已经不怕缺衣少食，更

多考虑的是精神的丰富和更多的财富。而在这里，

哪怕只求一口吃的都很难。一切回到了原始，从一

无所有开始。鲁滨逊·克鲁索非常镇定、勇敢，努力

在心中做着规划，想办法让自己在孤岛丛林中生活

下去。他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一切，废弃船上那些能

用得上的，全搬到孤岛上。他开始用力思考、行动，

搭建简易的屋子，寻找淡水和食物，他知道自己可

能要很长时间孤身一人地栖身在这儿……绝望、恐

惧、孤独笼罩着他。

关于他生存的描述比较细致，也很朴素，非常

引人入胜。这本书内涵很丰富：人与自然、文明与野

蛮、孤独与生存、生与死、绝望与希望、软弱与力量、

心量与胆量。心量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容量，

这个容量指的是它所能面对和承担的东西有多少，

它对这个世界和他人能够理解的有多少，也就是心

的容量和力量。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心量与胆

量都是很大的，否则他没法在那样可怕的环境中生

存下去。那种可怕在于极端的孤独、蛮荒、未知、危

险，需要一些条件来应对，这来自体魄、精神、心灵。

因而它涉及的东西很多，表达方式也非常人性，就

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在深沉地讲述他的故事，而你

在认真地倾听，你会听得津津有味。我认为任何人

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获得一些营养。

我平时比较喜欢独处，而鲁滨逊流落荒岛后的

前面几十年都在独处（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野人），这

里说的独处当然排除了野兽昆虫，因为它们不能与

鲁滨逊交流沟通。鲁滨逊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学

习他战胜孤独的强大内心和坚定信念。否则，哪怕

意志稍微薄弱一点，都会在漫长的孤独中精神失常

或崩溃自杀。这本书教会了我们如何在某些意外或

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万一遇到呢？不管怎样是有参

考价值的，至少我们学到了鲁滨逊那种镇定、平静，

与命运抗争与不安和解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伟大

的能力，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多人的物质生活

都已经不缺什么了，我们用什么都有现成的，制造

好的商品，顺手就可以买来。

比如，某一天当我们需要去探险，或者被意外

的情况逼入绝境，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除了战胜

客观的问题，我们还要战胜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安

定和宁静。也许有一天我们我要在某个孤岛上生

存，我们手上没有基本的生存物资，那时该如何生

活？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寻找。我们都要去懂得

创造，万不得已的时候要适应突发状况，以免被困

难打倒。其次，了解大自然是一种能力，要学会一些

与大自然相处的技能。

其次，在这个作品里面还有些很有深意的东

西，鲁滨逊在岛上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最后那几年

他救了一位野人，取名星期五，星期五非常善良、勇

敢，从他们的交往中能看到正直与信任，支持与友

爱，这是令人感动的力量。除此还有对生命的敬畏，

对爱的理解，对生活的信念与热爱，他们相互扶持

与帮助，在荒岛之上过起了非常“人性”的文明生

活。书中有很多深刻和珍贵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如

此，这本书会流传至今。

在彭慧的油画语言中，既没有欧洲油

画传统的基因，亦没有热情荡肠的回乡意

境，穿透他作品更多的是一个人到中年的

困惑和无助之感：团簇的树林、寂静的水

面、馒头状的山包、斑驳沧桑的墙体和铅

灰的天空，都是画家喜欢的取载。即使抹

过一缕亮丽的桔黄或土红，都构成一种壮

烈的悲剧场景，所有作品的后面蕴藏着画

家沉重地叹吁，封存着幽远的秀逸，荡漾

着新生的苦难。风景中很少有人物生灵，

乍一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田园诗意，有无

限的妩媚和抒情。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

透过这种表象，我们可看到另一种凄楚的

幽怨。这种造境让我想起唐代文人张若虚

在《春江花月夜》感怀：“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

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

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

树。”彭慧把最深的忧伤、最沉重的压力托

付给他所营造的景物——那些伤痛！那些

苦难！那些凄美！由此变得扑朔迷离，闪烁

悸动起来。

早期阶段，彭慧曾迷恋俄罗斯巡回画

派的风景画，也喜欢古代中国画家范宽和

金农，仔细阅读，确实有列维坦希什金的

丝丝痕迹。他摒弃了学院主义对其的生搬

硬套的束缚和严格的冷暖关系的描述手

法，将视野投放于宋画之宁静苍莽以及中

国文人画的精神道场之中，而排列形的笔

触和点、挆、皴、擦笔法造势，刻意虚化了

一些细节描绘，持写意的态度，其表现主

义和现实主义进行有效揉合，焦灼、惊悸、

不安、无奈在黯然的笼罩下折射出辽阔的

幽怨，随潮涌生，摄人魂魄。

“回到家，母亲呆坐在那间曾经

盛满一家人欢笑而如今凌乱不堪的

客厅里，所有的喧嚣被一道无形的

玻璃罩隔离。她坐在父亲以前常坐

的那排椅子上，双手抱胸，眼泪扑簌

扑簌地从她凹陷的脸颊上滚落而

下。”翻开《与父亲书》，真可谓：千言

万语，锦书难寄。作者的家庭世界全

部呈现：家长里短、父母弟妹、亲朋

好友，娓娓道来，让人倍感亲切，就

像真的走进了他的那个大家庭，走

进了那过去的世界，有了身临其境

的感悟。

向迅，已出版散文集《谁还能衣

锦还乡》等，曾获孙犁散文奖、冰心

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此书由“鼠

患之年”“九月永存”“独角兽”“巴别

塔”“时间城堡”“无名之辈”六篇关

于父亲的散文构成。从童年家乡的

父亲、父亲患病、回顾父亲一生与亲

情、家庭之间，同辈人之间共同拼凑

出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书中既有

子女与父母辈的隔膜和嫌隙，也有

难得的理解和认同，更有父亲对于

儿女的无私而深沉的爱，让一位朴

素、热烈、有担当的农村父亲形象跃

然纸上。

在《鼠患之年》中，我们仿若来

到了马尔克斯笔下一直下雨的马

孔多。“雨下了七天七夜，仍没有停

歇的迹象”，文章隐喻感极强，充满

了时代的荒诞，与生活重压之下的

人性显微之处。在那个极度饥饿的

年代，在雨水浸泡的潮湿世界里，

各类蛇虫鼠蚁与土豆、玉米一起构

建成匍匐在大地之上众生贫苦之

相，大人们为了生存脸上布满了怒

容。在孩子眼中，父亲眼神里也爬

满了蚯蚓，生气时候会像一头狮子

怒目而视。这是难以和孩子交流的

典型父亲，他高大、果敢、却充满了

距离感。

是什么时候这个高大威猛徒手

抓蛇、长有翅膀的父亲，变得温柔起

来，是远离家乡务工的父亲，给自己

爱子写下平时根本不会说的语句，

然后穿越绵延山冈山丘，郑重投出

信件，这是父亲敞开心扉与子女进

行沟通付出的努力。“父亲曾给我写

过许多封信。我据此知道他正在哪

里谋生。写信的父亲就像是换了一

副嗓子，一个性格，一张面孔，和颜

悦色地对我说许多平日听不到的

话。”当孩子们告别了大山，来到了

繁华的都市。本以为一切都会随之

好转，父亲也可以安享晚年，但父亲

一病让一切都重回了原点。

在《九月永存》与《独角兽》中，

父亲性格顽固、脾气暴躁，勉力维持

着全家的生计却两次摔断了腿丧失

劳动力，父亲是“我”幼时不敢亲近

的对象。如今，父亲老了、病了，胆怯

了、软弱了。“病痛和死亡的恐惧击

溃了父亲，我也终于离真实的父亲

更近了一些。”处于病中的父亲，再

也没有什么可以为其他人所做的，

只有默默地接受着他们关心和爱

护。他默认了自己的命运。他决定听

天由命。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

解：在他对生命彻底绝望之前，他就

选择了原谅我们。“这既是自己内心

的平静，也是让身边的人有更多的

机会来接受这一现实。”

如今，父亲的墓地褪尽颜色，春

夏芳草萋萋，秋冬一派萧索。“我担

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记

忆会越来越模糊。我要通过书写的

方式，让父亲活着，让他逐渐模糊的

形象变得清晰起来。这既是我理解

父亲的方式，也是我怀念父亲的方

式。”此书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普通人

的父亲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其间包

含的殷切之情令人动容：如果我们

还幸运地拥有父亲，那么，给他一个

拥抱吧，像我们数年前临行时的那

样……

对话青年舞蹈艺术家胡沈员

“观众每次看《忒修斯之船》，
都能发现新的惊喜”

温 琳

胡沈员简介
中国青年舞蹈家和编导；HU-HU DANCE 品牌创始人；胡胡先生舞

蹈剧场创始人；“编舞戏法”创始人；胡沈员工作室艺术总监；毕业于中央

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被中国观众誉为身体最具故事性的舞者。

他致力于现代舞的探索和发展，在身体技术训练和剧场作品创作中

寻找身体语言的呈现和转换，善于挖掘身体动作潜藏的故事线索。作品聚

焦在生活细小的发生中，表达和衍生新的视角。

曾获奖项：2020美国 Bessies（贝西奖）杰出演员奖；第四届北京国际芭

蕾舞暨编舞比赛最佳作品表演奖；第十六届意大利罗马国际编舞比赛银

奖；第十五届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现代舞青年男子组评审团主席奖；湖

南卫视《舞蹈风暴》第一季年度总冠军。

胡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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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评

千言万语，锦书难寄
——读散文集《与父亲书》

甘武进

书名：与父亲书
作者：向迅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1年6月

宁静苍茫之精神道场
——读彭慧油画作品

邹建平

人物档案：
彭慧，株洲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陶瓷协会会员，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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