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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准备，大型现代舞剧《阳光》9月 12日晚在加拿大国家电视

台演播厅首演，相当成功。社区众多名人及少量观众 100余人共计 300余人现场观

摩《阳光》首演，为其成功献上雷鸣般阵阵掌声。 

超过 40 万字的长篇小说《阳光》由加拿大华裔诗人、小说家及剧作家川沙历经七

年，在 11年前的 2004 年完成，由以严肃出版物著称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

面世三天后即进入数家台湾主流网络书店，登陆畅销书系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莫言，国际著名美国作家和诗人哈金，国际著名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



家赵毅衡和中国著名作家、诗人和编剧白桦为该书作序并极力推荐。此次《阳光》

舞蹈剧组主创人员为两年前成功推出《裙歌》的基本班底：编剧、总编导、总编舞、

音乐制作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石建军担任，行政总监和服装由在北京从事歌舞

创作，组织文艺汇演十余年的杨瑞担任。而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台长、加拿大中华文

化促进联合总会会长龚晓华是《阳光》舞剧的出品人。 

将《阳光》以舞蹈的形式，在舞台上与观众朋友们见面，这是第一次，也是继

2008年川沙原著及编剧的大型音乐舞蹈剧《合欢》及 2013年川沙原著及编剧大型

诗剧《裙歌》成功登上舞台后的又一次大胆尝试。此次《阳光》舞蹈剧由台湾著名

诗人洛夫、中国著名作家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徐小斌、加拿大著

名作曲家梁二黑以及加拿大著名画家周旭四人分别担任文学、视频、音乐及画面艺

术顾问。 

如果说《合欢》、《裙歌》是由诗句构成，由内在含义和结构契合严谨，在幕与场

的衔接和对应上精心地以复调和螺旋结构有机地搭建成的两部精美而又气势磅礴的

华美抒情诗剧，《阳光》则是由长篇小说里两段爱情故事引出的，在更为复杂广阔

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解读历史重压下的救赎希望，以国际化的视野来描述 20 世纪

中国人精神记忆和历史反思的大型舞剧，是一部战争与政治、历史和哲学交织、波

澜壮阔和柔情万种融会于一炉的舞台大剧；更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充满

爱国情怀的“中国故事”。 



 



舞剧《阳光》分上、下两幕，各四场。第一场“阿门”讲述的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

家及诗人秦田，爱上了来自台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伍芳。天主教徒伍芳带秦田

去教堂，当看到一位白衣神父举起酒杯时，秦田想起小时候家乡的一位黑衣神父。

第二场“光芒”描述的是少年秦田串联到北京，跟随革命的洪流向封建、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做斗争，饱满的精神让他在文化革命的浪潮中翻滚。第三场“父愿”。刀

是一件利器，也是一种权利。在近代，中国人的生命被皇族、列强、及军阀肆意杀

戮。当作为共和国开国战将的秦田父亲为民族和国家血战疆场时，他们对新中国有

着何等样美好的憧憬和期待。第四场“梅姨”。16 岁的梅姨被逼做四姨太，解放

后在秦田家做保姆，陪伴秦田长大。当秦田家遭遇动乱时，奋力保护秦田…… 

下幕。第五场“三号楼”。市委大院三号楼，秦田的家。文革中，在那里发生了许

多血与火、生与死、爱与恨交织缠绕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秦田也在这些铁血与

人性对峙冲撞激烈动荡的事件中“一夜白头”般成长。第六场“阳光”。在秦田看

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有着许许多多的光亮，它们犹如七彩般绚丽，汇聚在一起，

就成为大家所熟悉的阳光。第七场“情意”。穆瑛子是秦田父亲战友的孩子。文革

中，作为档案局长的穆瑛子父亲为了保护秦田一家而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精神

失常，妻子自杀身亡，大女儿残废。离乱中，一岁的小女儿穆瑛子寄养在别人家里。

茫然不知身世的穆瑛子对秦田有着从小到大很强的依赖。在爱情的选择上，秦田情

在伍芳，意识里却放不下穆瑛子，他该做如何选择呢？最后一幕“先锋男孩”。

1994年 5月的一个傍晚，英国伦敦城 Soho广场。初夏的晚风摇曳着排排巨大的海

报，在无数水银灯光照射下，五人组合的伦敦“小太阳”乐队正在举办的一场大型

演唱会。用秦田的长诗“先锋男孩”为歌词前卫摇滚乐曲中，十万人年轻人在现场

演绎了一代代青年人的热情与狂热。从中国的楚河汉界鸿沟之约战争骗局开始，到 

近现代的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南斯拉夫及贝尔法斯特巷战，年轻人拒绝欺骗！

“先锋男孩”是他们的号角，他们在向这个世界冲击和索要，像无产者般索要诚实、

生存、公平和关爱。 



 

也许是记者文学及艺术质素不够高，也许是记者至今尚未通阅长篇小说《阳光》原

著之故，老实说，记者并没有 100%看懂这场现代舞剧，尽管想努力去看懂。但是，

记者没有完全看懂，并不能否认这是一场优秀的演出，许多亮点可圈可点！所以，

下面要谈的，算是自己的丁点认识，估计很不到位，希望读者理解。 

第一，跨越大时代，可以说是贯穿中国整个 20世纪，那是一个灾难深沉的时代。

无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还是从文革至改革开放前。这个时代是思想最为动荡

的年代。这一切都通过主人公秦田所思、所想而表现出来。秦田出身于中国的革命

干部家庭，父亲秦清是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军官，母亲林伊也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

但 1966 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家庭推向绝境，母亲被造反派逼迫几乎自杀，

父亲关进监狱也危在旦夕。文革后，秦田的父亲官复原职，数年后去世。秦田走过

历史沧桑，中国恢复高考，他考上物理系，后来又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生，

随后到英国留学，做物理学博士后研究。 

第二，人物刻画之细腻，非同一般。专门有一场的梅姨，她在旧社会就是男人的玩

物。而共产党推翻旧社会，她作为一个姨太太无家可归，沦落到做佣人的地步。因

为长得美丽动人，被秦清要来做保姆，成为秦田的奶妈。而秦田对父亲并没有爱，

只有尊敬。生长在这个革命家庭，他并没有多少家庭温暖，只有美丽的梅姨集父母

亲于一身。可以说，梅姨就是那种中国传统小说中始终出现的淫妇与圣母的同体，

她们是男人性欲想象的对象，又是博爱关怀的大地母亲。 

第三，人物关系之复杂，可以说是舞台表现的最大挑战。穆英子的父母亲都在文革

中惨遭不幸，寄养在工人家庭。穆英子与秦田两小无猜，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小



小的穆英子甚至就立志要嫁给秦田。但文革粉碎她的生活，她的父母为了保护秦清

付出生命的代价，穆英子失去家庭。回国探亲的秦田发现穆英子已经出落成美丽的

大姑娘，但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少女已经堕落，这让他痛不

欲生。 

 

而与伍芳轰轰烈烈的英伦之恋，也非常特别。二人虽然同来自中华文化背景，但一

个是国民党的后代，一个是共产党的子弟，他们成长的年代，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社

会经验和家庭经验。在他们热恋的二年多时间里，各自的历史，特别是秦田的背后

的历史一点点涌动出来。对于伍芳来说，秦田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文化，那是共产文

化培养熏陶出来的青年，而共产文化对于台湾人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伍芳显然

是怀着要了解那种文化中的人的冲动接近秦田，虽然二人一见钟情，但在进一步的

交往中，都发现对方在内心深处文化和经验上的冲突或不协调。不适应的秦田，他

从伍芳的虔诚信教的行为中，去反观自己的无神论者的心态。表现在舞台上，许多

跳跃性画面与舞蹈就交错进行着。一边是美丽的伍芳，富有、成功、幸福都摆在他

面前；另一面是堕落的穆英子，那是需要他拯救和超渡的。 

第四，所涉及到的宗教信仰众多，在舞台上出现过佛教、天主教，甚至伊斯兰教的

画面。（这无疑是编剧和导演对原著的添加，因为小说原著并不涉及天主教以外的

宗教，即便是天主教内容，小说也只是作为故事背景铺垫。）秦田迷恋的二个女性

都向往天主教，梅姨与天主教神父沙圣焕偷情，由此带出了早在秦田少年时代他就



接触到西方的天主教，小说不断地思考天主教表达的那些教义对人的精神救赎的意

义。也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沙神父自杀，这种描写显然也带有象征性，把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基督教讲述的仁慈博爱的最后一点火种

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熄灭了。小说的另一位女人伍芳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秦田

经常随她参加礼拜活动。然而小说中的男主人翁秦田，却是莎士比亚中的哈姆雷特

般徘徊于天主教门槛边缘，在信与不信中直到故事末尾，在小说结尾处，秦田最终

在耶稣和毛泽东之间仿徨。川沙 1990年代在英国生活过很多年，在采访中，川沙

谈到：“小说男主角‘秦田’这个名字隐喻着中国大地，整个中国从满清末年到今

天，都在自己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艰难前行，世界应该理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应该鼓励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对世界而言，是绝对的灾难。

而惟其一个强盛的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世界，都是福音！相对于欧洲的日耳曼人、

不列颠人、萨克逊人、盎格鲁人  凯尔特人及诺曼人等，代表中国中原文化的汉人

相对敦厚、温驯，不太具有攻击性，这一方面由于地缘生态，也源于文化及宗教背

景，但中国人并不是软弱和好欺负的民族。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不

代表中国社会永远处于停滞状态，既然在进步，世界就应该鼓励中国的进步，慢一

些，或者停停走走，都是可以理解的，为其不要拔苗助长。” 



 

第五，川沙长篇小说《阳光》原著以英国伦敦一座金碧辉煌的天主教大教堂的弥撒

为中心主线，回溯到中国重庆一座破败的天主教堂。以两位不同时光和背景的神父

及其故事作为旁线，交织缠绕伦敦和重庆两段缠绵纠结的爱情主线，引出国共两党

高层两个家庭从内战延伸到中国文革，以及之后出国潮中他们的后代在情爱及世界



观由于出国前原居住地意识形态的的影响和冲击，他们对于人生观及实践中的变化、

困惑及彷徨。小说原著以爱情故事为主，衬之以为辅的时代政治作为为背景。但是，

舞剧让观者感觉文革中绿色军装、红卫兵袖章以及标语等渲染过重，而失之于小说

原著的缠绵起伏惆怅柔情的爱情主线或者说剧情主线。舞剧显得叙事不足，符号过

重，通场高潮跌出，起之过甚，伏之不足，嘈杂有余，低回欠缺。而过度符号化的

渲染，就更显其导演在舞蹈编排上表达故事情节的能力有限。当然，剧情中很多象

征也是相当成功及新颖的，布景画面甚美、壮阔。怀旧的画面也让人时空倒转迷离。

川剧引入，悲情场面的高腔让人悲戚生命的无常，及在政治巨轮下的无足轻重等等，

都显得有大胆的突破，可以察觉导演和编舞者穷经皓首努力的痕迹，让笔者为之感

佩。  

第六，本剧作为加拿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的一次实验性的非牟利演出，在音乐

制作及背景蒙太奇画面方面，相当部分为非完整版权作品及借用。在采访中，剧组

主创人员也谈到实验性演出的目的在于：在艰难的移民生活中，在资金及演艺人才

严重缺失，以及主创人员及全体演员均为义演的状态中，剧组的目的仅在这样的实

验性演出中，做一种对现代舞剧的探索，以及活跃移民的文化生活。当然，剧组将

努力把这样的演出逐步由实验性演出推向完全的商业性演出，当进入严格意义上的

商业性演出时，一部完整的舞剧在剧本、舞蹈、音乐、背景蒙太奇等各方面的艺术

元素上，都将进行完整的原创。 

 



可能正是这些复杂特质，让观众看完之后，脑袋会处于一种混沌状况。 

十一年前，著名作家莫言在川沙的长篇小说《阳光》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他试图

用小说探索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试图用小说解构历史并重新建设历史。于是，历史

和哲学就交织在一起，波澜壮阔和柔情万种就融会于一炉，过去的痛苦与未来的焦

虑就并存于文本之中。”显然，《阳光》舞剧如其小说一样，不仅要直面历史，也

要透彻中国当代的现实。 

也正如著名作家白桦在《阳光》序言里写道：“我发现，许多经典小说在具体描

写上的手法可以多种多样（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却不妨碍它在

总体上是一个精辟的寓言、又同时是一首长诗。如：鲁迅先生的《阿 Q正传》、萧

红的《呼兰河传》、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等

等。小说《阳光》也是一个寓言，一个含意深刻的寓言。”白桦先生高度评价《阳

光》为一部寓言小说，看来，川沙的这部小说除了动人的故事本身外，还有其文本

外更深的含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一部具有相当思想性的长篇小说改编成没

有对白的舞剧，而且是现代舞剧，只有在高度概括之后，以抽象、象征等手法来表

达，才能够完成这台以形体来表达内容的舞剧，这也是编剧、编舞及导演的难度所

在，因此，观者眼里，舞台上情节跳跃、断裂及抽象，造成对剧情理解上的困难，

这样的现象是不难理解的，这也是现代舞剧，甚至现代文学和艺术作品普遍存在的

问题。总体而言，作为一次首演，川沙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舞剧改编及演出，还是相

当成功的。 

    强烈建议读者有机会去现场观看舞剧《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