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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无锡市歌舞剧院和加拿大联合创作的
原创舞剧《寻》，今晚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首演。25 位演
员用了 5 周的时间完成了舞剧的排练， 这可让导演彼
得·匡兹感觉有点不完美，“时间太紧张了，很多动作没
有做到我所希望的，首演后肯定还需要继续磨合。 ”

来自加拿大的彼得·匡兹可算是无锡市歌舞剧院
的老朋友了，这也是他继国际版舞剧《丹顶鹤》、《绣娘》
之后的第三次合作。“我喜欢无锡， 喜欢吃无锡的美
食。” 彼得一开口就是标准流利的中文。他常年在中国
生活，所以就学了中文。 彼得来无锡已经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了，喜欢吃甜的食物，学了无锡话，看了中国舞蹈，
他十分的满足。“我就喜欢吃无锡的小笼包、排骨，特别
爱甜的东西，所以在无锡我完全没有违和感。 ”彼得说。

从 9 岁起，彼得便立志成为一名编舞家。 他的父母
都是学校老师，给他注册上了芭蕾舞课程。 没想到这一
跳他就没有停下来，从温尼伯皇家芭蕾舞学校毕业后，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开始了编舞事业。 在十几年的
编舞生涯中，他获奖无数。 在第一次与无锡市歌舞剧院
合作的过程中，他迷上了中国舞。“我第一次接触中国
舞就是因为编国际版的《丹顶鹤》，动作的多变和细节，
都让我惊叹。 ”彼得直言，这与自己从小接触的芭蕾完
全不一样，这也让自己决定深入了解中国舞。 提到这次
舞剧《寻》创作的初衷，彼得告诉记者，他希望有一部真
正意义上中西合璧的舞剧， 想让中国舞与芭蕾舞充分
融合在一起。 记者了解到，舞剧《寻》讲述了被加拿大养
父母养育成人的女画家苏菲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寻找生
身父母并邂逅一生所爱的动人故事。

“在加拿大有很多家庭都会收养孤儿，这是常态的
事情。 ”彼得说，自己的朋友和亲戚都收养孩子，这让自
己很有感触，以此想到了这部舞剧的主题。 他强调，虽
然这部舞剧非常悲伤，但是结局是非常圆满的。 当记者
问其哪一段剧情是最打动他？“父母丢失孩子的那一部
分是感动我，尤其是父母在孩子生日的每一年，都会为
她画一幅画，以此来思念丢失的孩子，到了舞剧最后有
18 幅画，那个场景让人非常感动。 ”彼得说。

无锡市歌舞剧院负责人厉以俐表示，“现实主题题
材的创作在选题、编排、表现方面都很困难，因为舞蹈
最主要的是用肢体抽象表达，语言叙事模糊，而这两点
在现实主题情节上不太容易把握，怎样深刻表达情节，
除了演员对角色的认知外， 还需要情感和道具融为一
体。 ”此次无锡市歌舞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白宇豪和张依
伊分别饰演男、女一号，加拿大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学校
首席女芭蕾舞者朱莉娅和加拿大维多利亚芭蕾舞团首
席男芭蕾舞者彼得·尼古拉斯分别饰演男、女二号。 值
得一提的是，该剧已入选中宣部 2019 年文艺院团海外
巡演资助项目，将于 10 月份赴美国、加拿大的 7 个城
市进行巡演。 （璎珞 文 / 摄）

“此次修缮最大的变化就是泰伯庙整
个外立面的颜色。 ”毛剑平表示，现在人们
看到的泰伯庙墙面的颜色是黄色， 但其实
泰伯庙原来墙面的颜色是有点类似天安门
城楼的颜色。 为了考据泰伯庙墙面原来的
颜色，此前曾有文物专家来到现场，将墙面
一层层剥落， 证实最里面原始的墙壁颜色
是红色的，而黄色是后来才漆上的。

漫步来到由于墙面剥落露出里面颜色
的墙边， 可以看到其实用红色来形容不太
准确，记者翻了一下颜料列表，觉得有点类
似国画颜料的色号“硃砂”，粉里带着橘又
不过分红。经过考证后，本次修缮会将泰伯
庙外墙的颜色全部恢复成最初的颜色。

“泰伯庙里的人物塑像都是有各自的

人物个性的。 ”据了解，此次修缮泰伯庙内
的 31 个塑像也会进行重修加彩绘，特别是
至德殿前东庑、西庑内的两排塑像，由于经
常有老百姓往上扔硬币， 塑像的身上大多
数有着一个个被硬币磕出的白点， 此次修
缮时，会用玻璃将它们保护起来。

除此之外，泰伯庙内还将新增 10 个塑
像，分别是三王：泰伯的父亲古公亶父、弟
弟季历、侄子姬昌，还有福、禄、寿、禧、财
等。 塑像的修缮和彩绘都是由惠山泥人厂
完成。

据了解， 本次修缮大概在 12 月 15 日
左右完工，通过半个月的整理后，预计在 1
月 1 日正式向大家开放。

（晚报记者 张颖 文 / 摄）

8月13日， 距离
泰伯庙封闭， 开始修
缮的时间已经快过去
一个月了， 走进修缮
中的泰伯庙， 高高的
围挡和脚手架遮住了
从戟门进去第一眼便
可望见的至德殿。 殿
前左右两侧的两排房
屋也分别在修缮和保
养中， 透过脚手架可
以隐约看见其中的塑
像。 这一切都让人忍
不住好奇， 修缮后的
泰伯庙会是什么样？
和以前又会有什么不
同呢？

泰伯庙修缮挺讲究
新增 10 个塑像、外立面颜色将恢复成原来颜色

原创舞剧《寻》
今晚无锡首演
与加拿大联合创作
将在 10 月份赴国外 7 个城市
进行巡演

穿过戟门，进入泰伯庙，高大的树木遮
住了刺眼的阳光， 偶尔吹过的风带来了一
丝清凉， 记者见到了泰伯庙文保所所长毛
剑平。 从 2003 年来到泰伯庙文保所至今，
他已经陪伴泰伯庙走过了 16 年的时光。毛
所长介绍， 这次修缮的起因是前年年底有
工作人员发现戟门东边间后檐飞椽脱落。
当时通过专家现状勘察分析发现， 戟门因
年久失修，屋面漏雨严重，部分木椽糟朽，
导致檐口下挠， 情况较为严重。 于是在
2018 年下半年对戟门有过一次抢修。 谁知
抢修过程中又发现了多处其他隐患。

由于上一次大修是 1983—1984 年间，
距今已有三十多年， 并且泰伯庙建筑群有
多数建筑出现屋面漏雨， 构件糟朽以及油

漆剥落等问题；同时，过去的维修有存在不
符合传统做法及对展示和观瞻有影响的构
件。“因此为保护好泰伯庙，我们就向国家
文物局申请了修缮。 国家文物局在请专家
来进行鉴定以后，正式给了批复。 ”毛所长
说道。

此次修缮， 泰伯庙文保所邀请了具有
文物设计甲级资质的苏州计成古建设计有
限公司进行设计， 然后分门别类向国家文
物局、省文物局、市文物局进行申报。 总计
有五项工程，分别是修缮工程、维护工程、
展示工程、环境整治工程、石质文物的加固
工程。 目前，这五项工程中的第一、第二项
正在进行中，第三、第四、第五项也将马上
开始。

毛剑平介绍， 此次泰伯庙维修除了文
物实体的维修、维护、加固和展示，还会在
展示中把文化注入进去， 希望通过修缮后
的泰伯庙更好地展示吴文化， 弘扬泰伯的
至德精神。比如，这次修缮中将增设三百四
十七个姓氏的文化元素，还会恢复三王殿、
仲雍殿、季札殿。“这三座殿在历史上都有
过，但以前多次修缮都没有恢复。 ”

毛剑平说，以前讲到泰伯，人们总会
宣传他的“德”，但其实泰伯来到江南后还
有“功”， 这方面的宣传过去是远远不够
的。 这一次修缮后，人们在泰伯庙里就能
看到泰伯来到江南后，开辟江南的一些故
事和情景。

现在刚刚修缮一个月， 光看外表并不
能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毛剑平就带着记者

来到了三让堂中大概描述了一下未来这里
的场景。步入三让堂的木质大门，即将进行
修缮的屋内已经清空， 只剩下中间一座泰
伯牵着马奔吴的塑像。他介绍，未来在三让
堂大厅的右侧将会搭建一个平台， 平台上
会展示泰伯来到江南，建立句吴国的场景，
以及泰伯把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 先进耕
种技术带到江南， 向江南民众进行传播的
场景。 在大厅的左侧则会展示种桑养蚕使
江南成为鱼米之乡的故事。 可能还会有开
凿伯渎河等等， 基本上展示的都是泰伯的
功绩。 在季札殿，则会展示季札的诚信、季
札挂剑、季札周游列国等故事的浮雕。

毛剑平强调，“我们这次修缮还是本着
修旧补旧的原则，凡是上面拿下来的瓦，只
要那块瓦不是碎的，就肯定会用回去。 ”

过往抢修中发现多处隐患

恢复三王殿、仲雍殿、季札殿

将泰伯庙整个外立面颜色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