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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秘境伍须海
领导就是服务嘛，我给你们当好后勤部长，让你们后

顾无忧；你们就多动动脑筋，把考察工作做细，这样咱们这
次任务才能圆满收官。

嘉绒传奇
河谷的夏天来得早，隆斯库寨子郁郁葱葱，鸟

语花香，地里的青稞和麦子已拔了数节，豌豆苗秆
壮叶肥，长势喜人。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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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亲亲祖父母》
这是一本画风清爽，富含有温馨、有正面教育，有趣幽

默又好玩的读物。其中呈现的日常场景都是给现实的孩子
们很有代入感的。

纵使舞迹遍布全国乃至世界舞台，黄

潇生命底色的旋律，始终萦绕着折多河的

涛声与康定城的烟火气。家乡，是他艺术创

作不竭的灵感源泉和精神原乡。

“故乡的人们纯粹、勇敢、充满活力，故

乡的风景美好、吉祥、充满魅力，这一切都

与我产生了深深的情感共鸣。可以说，康定

一定程度赋予我双重馈赠：山河壮阔塑造

艺术格局，多民族共生滋养包容态度！”

2024年刚结束《披荆斩棘》高强度录制的

他，第一时间选择自驾重访故土：穿行新城

旧巷、走在滨河路上，康定城的变迁令他恍

惚，但田凉粉、回味小吃一众“老字号”的熟

悉滋味又瞬间唤醒童年记忆。

对于家乡的滋养如何融入创作，黄潇

有着独到的见解：“家乡的美是创作的心态

滋养，未必直接化用为单一的舞蹈动作，却

深刻影响着我的创作状态。”在他看来，康

定的山水人情，往往能内化为他创作时开

阔的格局、坚韧的意志以及那份独特的“自

在感”……而这些“通感”俨然早已成为其

作品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从高原走出的舞者，黄潇始终心

系家乡的文化传承与青少年艺术培养。对

于同样热爱舞蹈的甘孜青少年，他寄予殷

切期望：“甘孜州历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之

地，锅庄的豪迈、踢踏的欢脱与街舞的自由

本质相通。不必纠结舞种标签，重要的是通

过舞蹈发现自我、表达生命。”黄潇总说，关

键在于享受舞蹈本身带来的快乐与表达的

自由，而非拘泥于特定形式，这是真正的文

化自信。

他的反哺计划正在落地。“创作遇到瓶

颈，我都会回到故乡康定‘充电’汲取‘营

养’。当然，我也特别希望能回馈家乡，用我

的方式！”黄潇透露构想，“会带团队深入甘

孜，不是简单采集民族舞蹈动作，而是感受

牧民转场的气势、工匠锻造的节奏、节庆狂

欢的张力……将这些少数民族粗粝而绚丽

的劳动诗篇和生命律动转化为当代肢体语

言、剧场语言。”他特别提及康定独特的自

然景观：“新都桥的光影、贡嘎的雪线、雅拉

河谷的层林，这些视觉奇迹终将在我的舞

台重现，让更多人看见康定、看见甘孜。”

当立秋之夜世运会开幕，成都将以街

舞的跃动向世界发出青春邀约。那些热爱

街舞的跃动身影中，或有人正跳着黄潇编

创的舞步。这位康定之子以身体为媒介，完

成了一场文化的“破壁实验”：在传统与现

代、民族与世界、技巧与思想的边界上，奋

力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舞蹈新篇。

正如导演组对世运会开幕式开场节目《缤

纷之约》的诠释——“自信比守旧更有力

量”，黄潇的舞迹或是康定情歌在21世纪的

回响：真正的守护从非复刻，而是让古老基

因在当代血脉中重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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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成都世运会开幕式首次全要

素彩排现场，几百名活力四射的街舞少年和

多名身手矫健的运动达人，以一场名为《缤

纷之约》的街舞表演拉开序幕。这是国际大

型综合性赛事首次以街舞作为开场，导演组

称之为“颠覆性创新”——“街舞

是全球青年的通行证，诠释

着自由、平等与自信的

成都气质”。此刻，数

十公里之外的排练

厅内，一位从四川

省甘孜州康定市

走出的舞者——

黄潇，正为舞剧

《火车站》巡演

打磨细节。他虽

未曾参与开幕式

演出，却一直致力

以一种开拓性的艺

术探索诠释着这场盛

会的内核：融合东西、贯

通古今的编舞实践，为中国

街舞乃至当代艺术表达，开辟了

一条充满“甘孜基因”的破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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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沃土：舞步的初萌与命运的转轨壹

在“宇宙情歌”传唱不衰的“情定

之城”康定，黄潇的舞蹈生命悄然萌芽。

1989年出生于汉族家庭的黄潇，4岁随

父母定居这座汉、藏、回、羌、彝等多民

族文化交融的茶马古道重镇。川西高原

“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

艺术基因，深深浸润了他的童年记忆。

“锅庄的浑厚鼓点、广场上即兴的坝坝

舞、学校节庆的歌舞表演，构成了我最

初的舞蹈启蒙。”黄潇回忆道。

命运的转折点，始于小学一年级

的“二课堂”活动。学校要求每名学生

选择一个兴趣班。“我一开始想学架子

鼓。”黄潇坦言，“但那时候全康定城都

找不到教架子鼓的老师，更没有买鼓

的渠道。”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务实选

择了“最不费钱”的舞蹈班。“几节课下

来，自己觉得挺有意思；老师也发现我

对节奏和动作的感知力超出同龄人，

就坚持了下来。”这份朴素的开始，意

外地为他打下了舞蹈的根基。

甘孜州歌舞团业余舞蹈班是黄

潇的周末乐园。也正是在这里，他迎来

了人生第一个重要机遇：五年级时，四

川省舞蹈学校前来康定招生，在舞蹈

班老师的极力推荐下，黄潇参加了选

拔；不负所望，他凭借天赋与努力成功

考取；自此，黄潇告别高原赴成都求

学。在省舞校六年，他接受了中国舞、

民族民间舞等舞种的严格系统训练。

然而，高考填报志愿时，一个“美

丽的失误”阴差阳错地发生了。“当时误

将‘现代流行舞’理解为现代舞专业。”

黄潇解释这段戏剧性转折，“入学后才

惊觉这是街舞方向，心理落差极大。”面

对完全陌生的舞蹈语汇和文化，他一度

陷入迷茫：“当时对街舞存在刻板印象，

认为都是坏娃娃些耍的玩意儿。我甚至

一度考虑转行，去学习美发。”

川西高原赋予的豁达与适应力，

最终让黄潇选择了面对。“我很快意

识到，与其抗拒不如拥抱。学了一段

时间发现街舞有它自己的魅力。”他

这样评价自己，“我没有执念，一般是

干一行爱一行。”家乡康定多元包容

的文化底色，无形中塑造了黄潇开放

接纳的性格。而这份“随遇而安”的心

态，不仅化解了他最初的抵触，更开

启了他与街舞长达近二十年的不解

之缘。

根脉情深：
舞迹中的山河情与当代韵

叁

破界先锋：定义中国街舞的深度表达贰

黄潇的舞蹈生涯，是一部不断挑

战边界、突破定义的奋斗史。其破界

之路始于国际赛场。2016年，他创立

的Hello Dance舞团以致敬平凡英雄

的作品《南城哨》征战WOD世界舞蹈

大赛，一举夺得中国赛区首个冠军，

并在全球总决赛中斩获“全球最佳主

题奖”。同年，团队问鼎Arena舞朝竞

技场全球齐舞大赛，并在 2017—

2018年成功蝉联这两项顶级赛事双

料冠军，成为亚洲首个达成此成就的

编舞团队；黄潇的名字也由此在国际

街舞界崭露头角，被媒体誉为“重新

定义了中国齐舞艺术标准”。

真正让黄潇艺术理念广为人知

的，是他在大众综艺舞台上的惊艳表

现及思想性创作。2020年加盟《这！就

是街舞第三季》、加入张艺兴战队的

他，化身为用身体思考的编舞家。

白衣执笔、以身为墨，黄潇化身

“神笔马良”，在舞台上挥洒出一幅流

动的立体山水画卷《丹青》，行云流水

地完成了一次水墨精神的当代转译。

黄潇说，这支舞的灵感源于某次艺术

展上看到的3D画作，而他为了精准实

现“人入画框”的终幕效果，甚至亲手

缝制布框反复试验效果。“我们要呈现

的不是符号化的中国风，而是东方美

学的神韵流转。”该作品被导师钟汉良

誉为“本季最艺术的表达”，观众惊叹

“看到了水墨画在空间中呼吸”。

在与擅长力量型霹雳舞的乔治

合作时，黄潇编创了展现佛魔对抗、人

性挣扎的舞蹈《双》。开场立于乔治肩

头的他，一个“抖头落粉”的设计，金粉

簌簌而下，瞬间营造出压抑沉重的氛

围，被观众赞为“一秒封神名场面”。

“金粉象征精神桎梏，双人对抗展现人

性的永恒挣扎。”黄潇阐释创作初衷，

刚柔并济的肢体语言，将深刻的哲学

命题肢体辩证法直观地呈现于舞台。

而面对一些关于其作品“偏离正

统街舞”的质疑，黄潇的回应掷地有

声：“艺术创新必然伴随争议，但固守

形式教条才是对创作生命的扼杀。”

在节目中，他更发出宣言：“内容的时

代，街舞的‘直接炸’可以有些变化

了。”这句话无疑是其艺术主张的最

佳注脚。十年芭蕾根基与民族舞底

蕴，被他巧妙熔铸于街舞创作中，形

成了独特的复合技术风格，如《幻乐

之境》中的“单腿重心悬浮”“连续

wave接地面翻滚”等动作。

他的破界探索并未止步于荧屏。

2022年，黄潇与中国顶尖舞蹈家黎星

深度合作，共同编创舞蹈剧场《火车

站》，将街舞首次带入专业剧院体系。

“无畏的人随遇而安，所到之处皆是

故乡”——剧中这句核心台词恰是其

艺术与人生观的真实写照。就在今年

6月中旬全国巡演至四川大剧院时，

黄潇再次提及：“这是街舞舞剧首次

进入主流剧场，意义特殊。我们想让

大家看到，街舞不仅能炸能酷，也能

承载人文叙事和深刻表达。”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六边形战

士’！”2024年，黄潇参加《披荆斩棘第

四季》。初舞台《幻乐之境》改编李斯

特古典乐融合电子编曲，创下48小

时音源播放破200万的纪录。随后，在

与王铮亮等合作的《国王与乞丐》中，

创新采用“绳缚威亚”技术演绎心灵

困境。“用绳索替代裸露的钢索，既保

障安全，更强化了作品的隐喻性。”该

舞台助其从初排名的第31位逆袭至

成团夜的第12位，创下节目史上最

大升幅纪录；这位“六边形战士”再次

证明了其艺术跨界融合的强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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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场《火车站》剧照，黄潇饰演“小站长”。

6月中旬，舞蹈剧场《火车站》主创人员在四川大剧院演出合照。

黄潇此前参与活动剧照。 舞蹈剧场《火车站》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