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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凿痕的左右崖壁，高耸而坚硬，仿佛在
述说着乡野之处的一段文明史；粗砺厚重的石
缝间，深邃而神秘，似在藏匿那些不为人知的文
明密码。

舞台大幕初启，左右高悬的崖壁造像与台
后镜面交叠成一道时空褶皱，南宋工匠“叮当”
的凿刻声穿透千年雾霭，舞剧《天下大足》通过
小福被救“缘起”的场面，直抵现场观众的灵魂，
慢慢展示史诗般的叙述与演绎……

以“照见自己，照见众生”为精神内核，将世
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雕凿史凝缩为一场关于信
仰、生命与传承的史诗性展演。作为一部以“工
匠肉身成史”为主线的作品，它打破了传统舞剧
对宏大叙事的依赖，转而以“人间小满”的微观
视角，诠释“天下大足”的终极理想。这种创作
理念与传统文艺作品“从烟火处触摸神性”的哲
思不谋而合，既是对历史褶皱的深情抚摸，也是
对当代精神的深刻映照。

全剧分上下两场。上场以缘起、担山、采莲、
烟火、传承五个篇章反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生活，他们辛勤劳作，勇敢
付出，有烟火人家的温情，有救人于危难的侠肝
义胆，还有坚定不渝的信仰；下半场以小满、无
常、觉悟、若水、不息，反映石刻造像的艰辛与生
生不息，体现文明的传承与守护，还有舍身忘我
的大爱无疆。灾难无常，一场暴风雨后，美好的
家园不复存在，师父去世，亲人离别……山石无
语，独活于世的小福经历了痛彻心扉的漫长煎
熬，随后顿悟奋发。艳阳出来，也是小福觉悟后
的初醒，前行的路很长，但不畏惧、不退缩，他要
将文明的接力棒扛于肩上，坚定地一步一步向
前，传承，直至生生不息……

5000年中华文明，文化璀璨，文明深厚。文
化兴，则国兴。“开山化石，励志图新”八字箴言
不仅是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艰辛开凿的深
度演绎，也是对中华文明瑰宝的深度挖掘，更是

对中国工匠精神的现代性转译，还是讲好中国
故事，颂时代华章的重度体现。

观《天下大足》，让我们一起来感知那些直
抵灵魂的演绎、感受无声胜有声的心动和曼妙。

匠魂的肉身化：
从石纹到血脉

舞剧以“工匠留名”为叙事切口，将大足石刻
题记中46位佚名匠人的生命史，重构为少年小福
的成长史诗。小“福”即“佛”，肉身成佛，福满人
间。舞台上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双人舞，以母子
相拥的肢体缠绕，复现宝顶山大佛湾第 15号龛

“推干就湿”“哺乳养育”等石刻场景；《牧牛图》群
舞则以竹笛与牛铃的节奏呼应，将田园哲思转化
为牧童与耕牛嬉戏的野趣张力。这种“以舞释
像”的手法，恰如编导刘翠所言：“让冰冷的石头
开口说话，让工匠的血肉重新在舞蹈中生长。”

石刻群像的肉身转世，剧中人物皆脱胎于
大足石刻的题记与造像。

媚态观音的双重人格，孟庆旸分饰的老板
娘与媚态观音，前者泼辣市井，后者庄严悲悯，
呼应北山第125龛“菩萨低眉处，尽是众生相”的
世俗化特征；养鸡女的舞蹈人类学，双人舞段提
炼自宝顶山第 20号龛“养鸡女”造像，编导以川
渝“矮桩步”和“扭腰摆胯”动作，还原南宋巴蜀
女性的生存智慧；工匠群像的阶层切分，师父
（文氏家族代表）、秀才（书丹匠人）、老铁（粗坯
工）构成南宋手工业者的阶层图谱，暗合《大足
县志》中“百工竞巧”的记载……

剧中匠人群像的塑造，恰是“伟大缘于平
凡”的哲思与运用。师父的尺规丈量、老铁匠的
粗坯塑型、秀才书丹题刻等等，每一段舞蹈皆是
血肉与石壁的对话……

主演张翰的 6分钟独舞堪称全剧美学枢
纽。其动作设计融合川江纤夫的弓腰踏地、铁

匠锻打的肌肉震颤与喘息，演绎出“诗性的痛
感”与坚韧；还有凿石工匠的挥锤韵律，形成“力
与美的多重变奏”。当他的脊背在顶光下起伏
如崖壁纹路，汗水飞溅成星光的刹那，舞蹈已超
越对劳动场景的摹写，身体语言的意象生成，升
华为“肉身成史”的悲壮仪式。这种将身体作为
雕刻工具的美学实验，与众多艺术家塑造的“泥
土烙印”扶贫叙事形成精神共鸣——二者皆以
肉身为尺，丈量历史与现实的沟壑，融精神于血
脉之中。

编导大胆打破宗教艺术的崇高性，让媚态
观音与沽酒女共舞、牧牛图与养鸡女并置。孟
庆旸饰演的媚态观音，以水袖的弧光勾勒出大
足石刻中观音造像中“东方维纳斯”的曲线；而
刀妹的泼辣踏步，则源自宝顶山第 20号地狱变
相龛“养鸡女”的市井生机。这种“佛堂与酒肆
同框”的舞台调度，暗合大足石刻“三教合一”的
文化特质，其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的演绎，解
构出神性的从佛龛到市井的空间折叠。

匠魂的史诗化：
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辩证

少年小福从战乱流民到石刻传人的成长弧
线，构成全剧的情感脊柱。小福一系列经历，如
逃亡与被救、收养与关爱、生与死的面临，都是
群体与个体之间感情的互动，情绪的交流。当
他匍匐在地摹拓师父足印时，舞台地面投影出
北山第 136号转轮经藏窟的千佛纹样——个体
足迹与集体信仰在此重叠。这种“以足印叩问
历史”的设计，皆是平凡者用生命丈量文明的有
力佐证。

剧中工匠角色的肢体语言，暗藏南宋川渝
的技艺密码：师父丈量崖壁的“规尺舞步”，源自
《营造法式》的几何美学；秀才书丹题刻的“悬腕
之姿”，化用书法中的飞白笔意；而老铁匠锻打
粗坯的“金石节奏”，则脱胎于大足龙水五金的
锻造韵律。这些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演，更是

“工匠基因库”的活态传承，有群体的智慧，是集
体和团结的产物。恰如编导张雅琦所言：“每个
舞步都是刻在川渝人DNA里的文化记忆。”

“十大明王”舞段以雷霆之势再现宝顶山第
22号龛的天灾意象。舞者们以断裂的肢体语言
模拟山崩地裂，大批匠人在狂风暴雨来临时勒
绳索爬山崖保护石刻，这一场面，悲壮而热烈，
其同心同德、团结协作而勇往直前，痛苦又欣
慰，凄凉也温暖……小福在这样的环境中，吞噬
着生与死的痛，消化着舍与得的爱，让他的情感
世界得以洗礼和升华。

“无常”便是“常”，一切都在生与灭变化之
中，经历过生离死别之后，总会重生和涅槃，于
是乡亲们在《父母恩重经变相》的乐声中重构家
园，而小福，也在新生之后重振再出发，决定以
山为册，化刃为笔，用余生刻石留名，令文明璀
璨发光。这种“毁灭—重生”的叙事结构，暗合
大足石刻“慈悲渡劫”的宗教哲学，更赋予传统
舞剧罕见的史诗气质。当镜面折射出当代汶
川、玉树地震的救援影像时，历史创伤与现实际
遇完成超时空对话，展示出艺术重现与疗愈的
无穷魅力。

技术的赋魅：
新媒体语汇下的文化遗产活化

舞台中央的巨型镜面装置，既是宝顶佛湾
的崖壁隐喻，也是连通古今的时空魔方。当工
匠凿刻的剪影投射其上，石刻纹路如基因链般
螺旋生长；当观众的面容与佛像重叠，镜面瞬间
化作“数字敦煌”的交互界面。这种“虚实嵌套”
的视觉修辞，亦幻亦真，令人遐想无边……

铁凿击石的清脆高频、川江号子的低沉共
鸣、竹笛颤音的田园诗意，在立体声场中交织成

“声音的崖壁”。特别在《牧牛图》舞段，牛铃的
方位移动模拟石刻的空间纵深感，使观众产生

“耳游石窟”的沉浸体验。这种声效设计，与传
统音乐中的“水声疗愈灵魂”形成通感呼应。

服装设计堪称“行走的非遗博物馆”：工匠的
麻布短褐植入大足竹编纹样，沽酒女的襦裙提取
蜀绣蝴蝶元素，而媚态观音的纱衣则印染北山观
音的璎珞图谱。更精妙处在于材质选择——采
用土生土长的国家级非遗重庆荣昌夏布与镜面
涂层的混搭，既呼应石刻的粗砺感，又暗喻传统
工艺的现代转型。这种“古今材质的对话”，恰是
非遗文化符号世俗、生活的巧妙结合与运用。

精神的拓印：
从地域叙事到文明对话的升维

“开山化石”的重庆魂：地域文化的超克之力
剧中反复出现的“开山化石，励志图新”八字

箴言，不仅是工匠精神的注脚，更暗含重庆山城
文化的生存哲学。当少年小福在镜面星空中接
过师父的凿刀，舞台后方投影出当代重庆的轻轨
穿楼、跨江大桥等奇观——古代工匠劈山凿石的
魄力，与现代重庆“向立体要空间”的智慧形成精
神接力。这种叙事策略，注入重庆地域灵魂与文
明基因，感受舞剧层次与立体空间的多维变换。

工匠精神的全球语汇：从大足到人类石窟
史诗

通过对比敦煌飞天的“仙气”与大足石刻的
“地气”，舞剧揭示中国石窟艺术的南北分野：前
者追求彼岸超脱，后者执着现世圆满。当《媚态
观音》舞段糅合印度古典舞的“三道弯”（暗示佛
教从印度传入）与川剧旦角（本土化）手法，大足
石刻作为“石窟艺术汉化终点”的文化价值得以
彰显。这种“文明的对话性”，为舞剧注入超越
地域的普世意义。

文化遗产活化的“大足范式”：从舞台到文
旅生态

舞剧火热演绎，大足文化民俗意象的符号也
随之升级传扬。剧终时无数盏孔明灯升空，鲤鱼
灯舞表演，既复现2025年央视春晚的视觉奇观，
又暗合宝顶山“燃灯祈福”“福满人间”的千年传
统；也提示舞剧主题“人间小满，天下大足”。

舞剧以重庆作为巡演首站，接下来的全国各
地演出中，力求将“唐宋风华装进文创快闪店”的
文化输出策略，开创“展演融合”新模式。巡演至

哪里，哪座城市同步举办大足石刻拓片展、非遗工
作坊，还有石雕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雕刻技艺，同
样是动与静，现代与远古的交融，让观众开启“舞
剧文创盲盒”。这种将崖壁造像转化为可穿戴、可
体验的文化消费品的策略，正是“让历史住进日常
生活”的消费理念。当观众佩戴印有“媚态观音”
的丝巾走进剧场，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已然消融，神
与佛就仿佛在身边，转瞬之间又仿佛成自身的超
脱感和自在感莫不就是“人间小满”。

结语：
在凿刻声中照见文明基因

当尾声的镜面星河缓缓暗去，耳畔仍回响
着千年凿刻声。这声音不仅是工匠与石壁的对
话，更是文明基因的代际传递。《天下大足》以其
独创的“舞蹈人类学”视角，将大足石刻从地理
坐标升华为精神图腾——在这里，崖壁是凝固
的舞蹈，足尖是流动的雕刻，而每个观众的面
容，都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尊无名造像。

“真正的文化遗产，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
里，而在每个平凡生命的血脉回响中。”这部舞
剧以足尖为凿，劈开的不仅是舞台的第四堵墙，
更凿通了古今文明的精神隧道。此刻的舞台，
已成为一座流动的现代佛龛，而我们每个人，都
在用自己的方式凿刻属于这个时代的“天下大
足”。当我们在掌声中离席，带走的不是一场视
角盛宴，而是一把重新打量自身文化基因的钥
匙——这或许正是《天下大足》留给这个时代、
留给当今每个人最珍贵的拓印。

（作者简介：邹安超，女，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重庆市大足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大足区
作协副主席，出版文集多部。）

历史的传唱，精神的重现
——观《天下大足》舞剧的审美重构与文化叩问

□ 邹安超

舞剧舞剧《《天下大足天下大足》》精彩的光影效果精彩的光影效果。。 本版图片由新渝报记者 欧柚希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舞剧《天下大足》演出现场。

重庆巡演结束后重庆巡演结束后，，演员们集体谢幕演员们集体谢幕。。

舞剧《天下大足》演员在大足石刻拍宣传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