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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年度最热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宁波文化广场大
剧院“展卷”。现场观众“走进”千年前的北宋名画《千里江山
图》，“认识”了18岁的少年作画人“希孟”，“遇见”了他笔下
的“青绿”。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台用宋式的写意审美，以及“古
今对话”的样式，带着观众“沉浸式赏画”。

全长2小时的《只此青绿》，不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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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退保需慎重，代理维权不可取
近期，宁波银保监局、宁波市公安

局、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宁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防范
代理投诉举报风险 维护良好金融秩序
的通告》，提示消费者高度警惕代理投
诉举报风险陷阱，通过正规渠道依法合
理维权。保险消费者在对保单产生疑问
后如何寻求帮助？我们希望通过下面的
案例给消费者一些启发。

2021年9月，某保险公司客服热线
接到客户张某的投诉，要求名下重疾保
单退保。该公司服务人员在主动与张某
联系时，发现张某诉求无实际依据，但
话术老练，在沟通保单细节时又模棱两
可，顾左右而言他。据此，保险公司怀

疑张某身份，在调阅原始投保记录后，
投诉人员找到了真正的投保人张某。通
过与张某本人沟通，保险公司了解到，
张某因听信所谓“代理退保”广告，将
自己的银行卡、保单邮寄给了代理退保
人员。代理退保人员利用掌握到的信
息，冒充张某多次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热
线向保险公司投诉。

张某目前45岁，正是最需要重疾
保障的年纪，现在退保不仅会遭受损
失，还会失去保障，一旦发生重疾，会
让自己和家庭面临更高的经济损失，而
且保单已持续交费8年，若以后重新投
保，不仅会因为年龄增大而支付更高的
保费险，也有可能因为健康状况的问题

而发生拒保、除外责任等情况。
经保险公司多次耐心沟通，张某放

下心防，坦言近年因疫情原因资金紧张，
感受到了未来交费的压力。在网上看到代
理退保的广告后，头脑一热，便听信了他
们的话。经保险公司疏导，张某表示不再
考虑退保。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建议张某
要回已邮寄的材料，必要情况下挂失银行
卡和保单，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减少个
人信息泄漏带来的风险。

平安人寿温馨提醒：委托代理退保
有风险，已购买的保险，考虑退保需慎
重。如遇缴费困难，可与保险公司协
商，通过更改交费频次、减保、或是现
金价值垫交保费等方式，缓解缴费的资

金压力。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消费者切勿将

本人身份、通讯、家庭和金融等信息泄
露给他人，或者委托他人“代理维
权”，避免因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泄
露或买卖而遭受经济损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顾筱晨 聂志刚

从《只此青绿》到《梦华录》,
宋代美学因何格外动人？

是的，宋韵又火了。剧场里，是跟随巡
演每到一城便掀起一城“舞蹈风暴”的《只
此青绿》；剧场外，是引发追剧热潮的，由刘
亦菲、陈晓主演的电视剧《梦华录》。宋代
美学为何格外动人，它是凭什么令眼光挑
剔的现代观众一次次折服、趋之若鹜？这
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我们
为何如此热爱宋代？

说到中国古代绘画，人们往往最先报
出两个名字：《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
图》。两张画全部属于北宋。从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到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
发生在宋朝都城的故事就如一场人间幻
梦，令一代代人不断追忆，不断怀想，真耶
虚耶，是耶非耶？只可靠近，无法超越。

以宋代为背景的电视剧这些年有很
多。赵丽颖、冯绍峰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正午阳光出品的《清平乐》，刘涛主
演的《大宋宫词》，每每上映往往能收获不
错的收视率和口碑。观众通过唯美的镜
头，看到了宋人点茶、插花、焚香，细腻而诗
意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生出惊艳和叹
赏。曾经，反映唐朝的电视剧很多，我们享
受万国来朝的大国气象；而今，观众似乎更
加青睐注重生活品质的、拥有高贵审美的
宋朝。

其实，无论是慕唐还是追宋，背后都有
两个字叫做“国风”。我们在慕唐追宋的过
程中，感受到中国古人的精致审美，无论是
博物馆里的文物，还是散落在中华大地的
古建华章，抑或传颂至今的唐诗宋词，延续
到今天的生活习惯。中华民族有太多让我
们拾获文化自信的契机和可能，从古到今
延绵不断的文化根脉就在我们身边，在书
册里，在画卷中，在舞台上，在银幕里，等我
们邂逅，然后，为他们折服。

《只此青绿》
宁波展卷！

千年宋画、国风美学令观众折服

解构《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

不同于叙事型、重人物矛盾
纠葛的舞剧，《只此青绿》冠以“诗
剧”之名。从序幕起，便沉浸在特
设的音乐“动机”中。音乐起伏，
如画作中的山川连绵，时而群峰
突起，时而一马平川。

整场演出采用了倒叙手法，
开场即为“展卷”。由舞者谢素豪
饰演的“展卷人”，从舞台深处“伏
案”而出。他眼前画卷中的山水、
人物，渐次以“立体”形式呈现在
面前。他看见了“青绿”，也看见

了为绘画承担着必要工作的篆刻
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制墨
人等“行当”。当然，他还看见了
作画人希孟。

之后，这些“行当”依次分为
多个独立并行篇章，一一展开铺
叙。通过舞蹈动作肢体化的放大
演绎，观众看到了篆刻人细心雕
琢一方书画印的用心，感受了织
绢人为织成一匹缣素在织机前一
丝一缕，反反复复，不厌其烦。

尤其擅长导演女性群舞的导

演周莉亚、韩真，将“唱丝”一幕编
排地极富江南意境。白中带点微
绿的天青色服装，穿在近20位女
舞者身上，手持竹盘，舞出一段当
代“织女图”，在观众心中掀起的
波澜，不亚于春晚舞台上的“青
绿”一段。

从“天空”落下的雨滴，落到
“希孟”身上，也落在观众心里。
舞者张翰在这里舞出一段引发掌
声的古典舞，成为上半场的一处
高潮。

两处“古今穿越”、时空交错引发泪点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是一部
群戏。如果说有主角，便是三位：

“青绿”孟庆旸、“希孟”张翰、“展卷
人”谢素豪（宁波站不同场次演员
阵容不同）。三人在舞台上相辅相
成，互为倚助，气韵相通、神思相
连，方有《千里江山图》的大成。

这三人，除了“青绿”为虚拟

形象不受时空所限，“希孟”和“展
卷人”本相隔千年。然而在舞台
上，导演却匠心独运地让两人在
下半场有了两次时空交汇。

其中一次，希孟在画院中深
夜辛苦作画，呵气在手。千年后
的展卷人好像看到这一幕，上前
为希孟披上了一件外衣，如两颗

星辰骤然交汇。每演至此，希孟
的扮演者张翰总热泪盈眶。

另一次是在演出尾声。《千里
江山图》在现代化展厅全卷展出，

“展卷人”和“希孟”分站展柜一头，
遥遥相望。那一刻，他们好似望见
彼此，互相懂得。无论是在观众还
是演员心中，都留下莫大慰藉。

《花木兰》中的转台被强化利用

宁波观众或许记得，在《只此
青绿》的两位导演为宁波市演艺
集团排演的《花木兰》中，有用到
一个巨大的旋转台。在舞剧中表
现时空流转，也是《花木兰》中代
表女性“圆形铜镜”意象的折射。

《只此青绿》中，旋转台被突
出、放大利用。单层的转台变成
内外双层，在表现长卷的“展开”和

“收拢”时发挥重要作用。转台上

的弧形切片也起到了空间分割的
作用，使多组不同人物能够“异时
同构”，丰富了观众的观看层次。

下半场的重头戏“入画”一
段，着青绿色长衣的女舞者便是
通过转台一一入画，长袖曼舞，展
现堪称经典的“青绿腰”、甩袖等
动作。那一刻，期待已久的场景
终于出现，扼住了全场观众的呼
吸，掌声雷动。

相比“双子星”周莉亚、韩真
的其他作品，《只此青绿》从舞台
样式、审美范式到舞蹈动作的编
排设计皆有“个性”。从舞剧《杜
甫》的“丽人行”、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中的“渔光曲”，到《只此
青绿》中的“青绿腰”，两位80后女
导演不断探索、尝试、突破，战胜
自己的同时，也引领中国古典舞
迈上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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