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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间：每晚21:30（90分钟）

演出地点：文成公主实景剧场（地

图搜索导航）中国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

区内。

【7月演出排期】

周二至周日晚21：30。

【订票渠道】

剧场售票窗口地址：文成公主实景

剧场二号停车场。电话：0891-6576666/

400-0891-222。

线上购票平台：携程、去哪儿、飞猪、

美团、大众点评等。

线下购票平台：拉萨各大旅行社、酒

店、客栈等。

由于室外演出的特殊性，如遇天气

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正常演出，请提前询

问售票网点。

【观众入场须知】

在此温馨提示各位前去观演的朋

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给大家一

个健康舒心的观剧体验，请大家佩戴好口

罩、保持1.5米间距有序排队入场；入场前

请大家提前领取“云瞰西藏”健康码，并备

好个人身份证，在检票口主动出示于工作

人员，并有序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入场后请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对

号入座，高原天气多变，请带好雨具，注意

保暖。 本 报 记 者 王菲 整 理

2013 年，中国海拔最高的实景剧《文

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以下简称

《文》剧）在拉萨开演，吸纳许多爱好舞

蹈、表演艺术的年轻人加入。该剧荟萃

众多藏民族经典文化艺术，构建起成熟

的演员管理培养体系，享有较高市场口

碑。追梦的人来到这里不仅多了一份收

入，也找到了一个更包容、更广阔的追梦

平台，那一颗颗年轻而勇敢的心也正以

另一种方式在生命中延展着。

次尼的追寻

初见次尼，是在排练打阿嘎的间歇，

那时正值《文》剧紧张排练阶段。高原的

午后酷热，舞蹈演员们全副武装上阵，帽

子、墨镜、口罩裹得严严实实。

为了在宏大舞台上呈现出恢弘的效

果，舞蹈演员们必须更努力地排练舞蹈，

往往一天下来，新来的演员会感到浑身疲

软酸痛。在舞台左侧的山峦下，脸被捂得

红红的次尼坐在台阶上，和同伴们喝水聊

天。如果不是在排练现场见到她，你或许

很难将这个打扮入时、外表酷酷的拉萨女

孩和传统舞蹈联系在一起。

和许多藏族女孩一样，次尼喜欢跳舞。

2014年，她来到《文成公主》成为了演员，白

天和姑妈在城里做生意，晚上在《文》剧演

出。融入《文》剧，不仅是在追寻心中的光，也

是在追寻从小积淀在内心的一段历史记忆。

在拉萨长大的次尼，平时和家里老

人去大昭寺时，经常听长辈提起关于文

成公主的历史传说。加入《文》剧后，次

尼用舞蹈表演活化展现这一段历史，长

辈口传的佳话，被次尼用另一种方式呈

现，向各地游客娓娓道来。

罗布的暂别

在排练期间，来到后场，总是能看到在

工作之余起舞的罗布。在《文》剧当了 7

年的舞蹈演员，作为暂别舞台的过渡，今

年，他转型成了场务。

从小喜欢跳舞的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去民间艺术团学习舞蹈，为了抓紧时间练

功，那些日子，每天只睡三、四小时。为了有

更多表演的机会，罗布曾加入了一个民间艺

术团，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 300元，但在他

看来，这是一次梦想的洗礼，甘之如饴。

2013年，当《文》剧第一季开演，招募演

员，为了到远方寻找更广阔的追梦平台，罗布

和伙伴们来到《文》剧，今年已经是第8年。

初到《文》剧，罗布跟着剧中藏戏师次

旦达瓦学习藏戏。7年来，在台上，罗布在

次旦达瓦的带领下，一起扮演剧中“藏戏老

者”，在台下，从模仿动物形体开始，学习蓝

面具、学习国王、大臣等各种角色，最后学

习唱腔，在漫长而系统的藏戏学习里，罗布

在不断地探索这门古老的藏民族艺术。

7 年光阴过隙，在舞台上忘情追逐自

我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将暂别跃动闪耀

的舞台，也许今后不再以跳舞为业，但关于

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记忆，已留在了舞台光

影间。如今的他，在舞台幕后忙碌，学习场

务，转型过渡，他将迎来人生下一个序章。

其美拉姆的跃动

藏北牧场一望无际，正如年少理想

没有边界。2013 年，当 20 岁的牧区少女

其美拉姆带着美好向往与青春歌舞来到

《文》剧剧场时，那颗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梦想闯荡出更广阔的人生的跃动的心，

从此在这个华美的舞台上沉淀下来。

与许多同伴一样，伴随着《文》剧一

路走来，这里留下了太多关于青春成长

的记忆。近 8 年来，在拉萨一路打拼，白

天工作、晚上演出、深夜还要去朗玛厅表

演，颠倒作息的日子已是常态。

常年熬夜也让身体吃不消，而年龄对

于舞蹈演员来说，更是个难以摆脱的束缚。

今年 27岁的她打算换一种生活方式：辞去

深夜在朗玛厅的歌舞表演，晚上只专心在剧

场表演。回归正常生活状态，其美拉姆对生

活充满了期待：“以前总觉得多做几份工作，

多赚钱生活就会好，其实真正的生活是细水

长流的，是需要沉下来去提升的。”

如今，她正利用在剧场的日子，全面

地、专注地提升自己，她坚信未来自己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舞者。

拉普次仁的怒放

皓月银辉洒满河谷，威武帅气的金东乡

舞者身影、浓郁的林芝牧民风情倒映心头。

这是拉普次仁在《文》剧的第 8 年。

身为舞蹈组组长的他，在阔别半载后，再

次穿上金东乡牧民服饰，在台上酣畅欢

舞，一种久违的慷慨激昂再次回归。眼前

是各地游客，头顶是璀璨的星光，脚下是

青春的踏歌。

在达孜山间牧区长大的拉普次仁，

从小就向往歌舞的世界。坐在跃动的篝

火旁、依偎在阿爸怀里的他，耳中萦绕着

悠长的藏歌、沉沉睡去，梦中又是一个迷

人的歌舞天堂。如今，已经 28 岁的他仍

在歌舞的天堂里遨游，只不过舞台从达

孜山间草地变成了这个中国海拔最高的

实景剧场，观众从清风草木变成了世界

各地的进藏游客。

17岁时，拉普次仁把上学的机会让给

了弟弟妹妹，瞒着家里人进了民间艺术团，

边打工边学习舞蹈，几乎跑遍了整个西藏，

也学会了很多各地经典舞蹈。2013年，这

个追梦少年结束了流浪，停泊在《文》剧舞

台上。

从 21岁到 28岁，离开了家人、放弃了

更高的收入、也付出了最好的年华，通过自

己一步步努力，从最初的舞蹈演员、到组长、

大组长，青春伴随史诗巨著流光怒放。前行

在艺术道路上，借由《文》剧舞台历练出的光

芒，未来的日子里，拉普次仁有了新方向，他

梦想着创作出一部属于自己的舞蹈作品，这

是他献给青春与梦想的礼物。

曲扎的急流

《文》剧是一幅由瑰丽民族史诗与

风 情 组 成 的 恢 弘 画 卷 ，当 观 众 遨 游 其

中、被其壮阔跌宕而憾慑内心时，这也

是 曲 扎 最 忙 碌 的 时 刻 ，道 具 置 景 换 场

频 繁 ，这 一 切 都 需 要 他 带 领 的 场 工 组

来调度协调。他就是《文》剧的副总督

导曲扎。

高原多疾风，场工搬着牛皮船、帐篷，巨

大的日、月灯光道具，在3万多平米的舞台串

场，卡点、抢台，数千个道具、数十个演出口，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无比精细化操作，这是一

个庞大而艰巨的工作。

2013年刚到《文》剧时的曲扎，还没有

这种劳心。那时的他，还是一名舞蹈演员，

从舞蹈演员到督导，对于剧场的工作，一切

皆游刃有余。2018年，从督导成为副总督

导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凭着一腔冲劲，

他来到了这个全新的场地。他组建新的场

工团队，调度后台演员、道具、场工以及牛、

羊、马、狗等不可控的“动物演员”。

为了确保演出能顺利进行，他总会带

领场工组在演出前两个半小时到场，搬运开

演的道具。在起风的夜晚，一些风险大的演

出口及道具让他尤其担心，13号演出口处

于整个舞台地势最高处，风力最大且坡度最

险，从第二幕到第三幕，巨大的佛车、帐篷都

从这里登场，每逢此时，他总是全程守在这

里，不敢放松。

两年来，曲扎已摸清各个卡点演员道

具的数量、点位及调度，并反思不足、制订

下一季改进计划，周旋于幕后，他已从最初

的紧张忐忑逐渐变得从容有度。

从舞台表演转场幕后管理的同时，曲

扎也在从舞蹈演员转场幕后创作，离不开

舞蹈的他，转场也在转型。从 17岁时，在

家人反对声中，走上舞蹈表演之路，至今已

13载有余。即使年龄渐长、不在台前表演，

他也一直在幕后不断充实艺术文化知识、

坚持创作舞蹈作品。

2020年，《文成公主》第八季开演，不但

有新鲜面孔、新鲜血液加入，也有无限新气

象：从事会计培训工作的土登和表哥一起来

到《文》剧，想要在工作空档持续追寻自己的

表演梦；27岁的卓玛在剧中扮演“侍女”“行

走队伍”等角色，一步步攒钱、筹备着婚事，

也许今年就会有自己的小家；为了让自己变

得更优秀，在业余时间，舞蹈演员普桑正在

家学习汉语；在《文》剧第 3年，那曲小伙恰

多终于实现了舞蹈梦，从“大唐侍卫”“歌队

演员”成为了非遗舞蹈的演员……

“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阔别半

载，雪域拉萨又响起了久违的踏歌声。今年 6

月 1 日晚，西藏文化旅游名片《文成公主》藏文

化大型史诗剧第八季重磅启幕，作为一台传承

民族大爱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藏文化精品剧目，近 8 年来，该剧一如既往地担

当文化艺术使命，用至臻匠心打磨民族艺术精

品，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通过高

水准的文化演绎，进一步促进了汉藏和美、民

族团结和拉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独一无二的文旅名片

“ 太 震 撼 了 ，当 金 灿 灿 的 大 唐 建 筑 出 现

时，给人心头一震的美感，仿佛能感受到大唐

的盛世气息，这将是我在西藏旅游最美好的

回 忆 。”看 完《文 成 公 主》藏 文 化 大 型 史 诗 剧

后，来自浙江的游客小吴感叹道。作为展现

西藏旅游文化发展的新窗口，这部中国海拔

最高、规模最大的演出，已在青藏高原进行了

8 年的演出。

《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始终坚持

深入汉藏历史文化、民族风俗、自然景观中发

掘资源，综合运用大唐歌舞和西藏地区流传久

远的藏舞、藏戏等艺术形式，以人工舞台结合

自然山川，以高科技手段呈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戏剧、音乐、舞蹈和现代舞美手段融为一

炉，构成华美乐章，将中国实景演出带到了一

个崭新的水平。

该剧中数 10 种非遗文化均来自民间，通过

多样丰富的艺术表达形式，将西藏民间珍贵的

甚至几近失传的非遗元素挖掘出来，与大唐中

原文化巧妙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演绎形式与艺

术内涵。这样的精品呈现，不仅有效推动了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也进

一步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更生动展现了民族大团结与文化大繁

荣。

“在《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的创作初期，我们用了大量时间去民

间采风，把最地道的、最原生态的民间素材收集起来提炼打磨，将其最精髓的

元素融入到《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中来。所以，今天《文成公主》藏文

化大型史诗剧所呈现出的所有西藏元素，都是西藏最接地气的民间文化和非

遗文化。”该剧副总导演白芨介绍。

雕琢至臻的高原艺术精品

星空为幕，山川为景，气势恢宏，震撼心灵。直抵人心的音乐声响起，欢

快的果卓鼓声震天，热情的篝火升腾！打阿嘎的遁地之声、古老藏戏的委婉

传唱、甲谐的豪情奔放……恢弘的布达拉宫布景前，“文成公主”和“松赞干

布”穿越千年而来，再现汉藏和美的动人传奇。

在《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中，唯美精致的舞美效果是该剧的一大

亮点。舞台就像一幅意境深邃的汉藏和美画卷，场景间的切换流动美妙，幕

幕让人意犹未尽……这些都得益于对该剧年复一年的匠心打磨与创新升

级。如果说舞台美术也是一门与观众交流的语言，那么在该剧中，一幕幕绝

美的舞美呈现即是观众与该剧一次次在精神层面的美学交流。无论是大唐

王宫还是吐蕃风物，历史人文的韵味展现出和谐相融的写意流畅。

整部剧中的灯光，皆采用国内最前沿的灯光技术。舞台上的每一句台

词、每一幕场景都需要灯光配合进行精细化调度和反复推敲，过程繁杂而细

腻。每一束光都是有思想、有含义、有语汇的“写意诗”，它们是推动剧情发展

的重要手段。在辅助观众更深入的感知剧情含义的同时，灯光也创造了一个

极致震撼的视觉盛境，以一种诗意形式，在视觉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这场跨

越千年爱恋的传奇故事。

全剧使用的包括唐装、藏装在内的各式服装，多达 3000 余套。这些服装

都是经过数次民俗采风并参考大量史实精心考究、设计制作而成。剧中，吐

蕃与大唐服饰种类齐全，色彩纷呈，充满历史感——大唐服饰为金色系，极具

盛世唐风；古代吐蕃为大地色系，颇显沉雄古朴。考究的服装为演出的内容

呈现增色不少，让观众领略到历史的厚重风采。

剧中穿插的原生态牧歌犹如动人心弦的天籁之音，将时空延展到遥远的

高原羌塘，万花盛开散芬芳，牛羊肥壮尽徜徉。这让该剧找到了最适合的配

乐表达方式。古老的喇嘛玛尼说唱艺术铿锵而来，诵经调呢喃低语，果卓、藏

戏、金东乡、甲谐等非遗舞蹈的原生配乐，将藏地男儿的洒脱与豪迈展现得淋

漓尽致。为了让整场剧中的配乐始终不离藏地之韵，剧中每一首乐曲的曲

调、填词都经过反复仔细地打磨，走进剧场，耳朵与心灵定会被这原汁原味的

旋律深深打动。

该剧中大小数千个道具，皆为手工定制而成，制作过程皆参考史实进行

了最本真的还原。当它们呈现在舞台上时，便是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不论是

大唐盛世的金碧辉煌还是吐蕃圣境的恢弘壮美，不论是公主“怒摔宝镜”时山

间喷发的电光石火还是梦醒时分迷雾中的一盏暗黄清灯，不论是翻越雪山时

的纷飞大雪还是沿路走过的十里桃林，一切道具看似自然展现，却是皆蕴含

了千言万语。无论宏大与微小，均有来处，也各有去处。

成就文旅扶贫的一个典范

《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不仅丰富了西藏文化旅游产业供给，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更推动了以产业促就业，助力精准扶贫和当

地农牧民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自该项目打造运营以来，已直接及间接带动当地藏族群众就业增收，有

效激发其内生动力，有力促进当地百姓就业、创业，做到了“既富口袋、又富脑

袋”。目前，该剧已成为西藏以文旅产业实现精准扶贫的典范。

近 8 年来，上千农牧民群众或参与项目建设、或参加剧目演出、或就地

自主创业，不仅获得了稳定持续的收入，同时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

性转变。

近日，《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相关负责人李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该剧演出近 8 年来，一如既往地担当文化艺术使命，活化传承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高水准的文化演绎，进一步促进了汉藏和美、民族团结和拉萨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该剧第八季全新重启，将有力助推高原文旅市场有序复

苏，助力拉萨和西藏旅游再现活力，进一步巩固提升拉萨脱贫攻坚成果。”李

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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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高海拔“戏梦人生”
—微观《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
本报记者 王菲

《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第八季观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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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剧第八季首演剧照。 本报记者 王菲 摄

图为图为《《文文》》剧第八季首演剧照剧第八季首演剧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菲王菲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