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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洁静：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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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舞台漫谈·

朱洁静：上海歌舞团副团长、首席演员，上海市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曾三次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表演金奖。代表作品

《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霸王别姬》《天边的红云》等。荣获中

宣部“四个一批”文化名家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艺德标兵、

上海市领军人才等诸多荣誉。其领衔主演舞蹈作品《晨光曲》

《朱鹮》《碇步桥》，三次亮相中央

电视台春晚舞台。

独白白

丁鼎：国家二

级美术师，中国艺

术研究院国画院

专职画家，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工笔画学会理

事，中国女画家协

会会员，国家画院

青年艺术中心画

家，中国画创作院

青年画院艺委会

委员。学术论文

和作品多次发表

于《美术观察》《美

术》《中国书画》等

国 家 核 心 期 刊 。

出版个人画集《线

语清唱——丁鼎

写生花卉集》《筑

巢画心——丁鼎

花鸟画集》《觅归

趣》等。

·人物简介·

·人物简介·

以工写结合的笔墨探索作品生命力
画画于我而言是一种享

受，我在一笔一画、一点一线的
律动中，获得了乐天自然、宁静
恬适的意趣。

爱上画画源于父亲对我的影响

今年春天，我与父亲首次在南昌举
办了“魅力红谷——两代琢墨·丁杰／丁
鼎父女中国画展”，对我来说，这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南昌一直有着丰富
的文化传承和珍贵的人文印记，以滕王
阁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誉流传古
今。这次展览中，我和父亲一共展出了
124幅作品，父亲主要展出了梯田系列、
残荷系列、桂林山水系列。从他的画面
中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将自然大地的具
象化描绘，当作心中最美的愿望，他笔下
的画展现了大自然的坚韧，而留白的空
灵让自然的神性在画卷中得到印证，行
笔运墨苍润浑厚，虚实相生。他的画古
法新意兼备，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
有时代精神和本人的风格。

相对于父亲的作品，我的作品中有
对物象的写生，有技法的探索，也有观察
视角的变化，有在创作道路上的寻觅与
辗转，更有内心感受的欣喜与温暖。比
如在《时令》那组作品中，我是以没骨的
技法，展示了以节气为元素所画的日常
饭桌的一些食物，以及搭配当下季节的
植物，这组作品在展览上受到了很多观
众的关注，我想，这就是作品源自生活的
力量，观者通过我的笔墨呈现寻找到了
亲切和家常。用作品呈现生活中一点一
线的艺术感思，是我探索实验的意识想
象，也是自内而外成长的真实状态。

这次画展，让很多观众不仅被展览
的作品所吸引，也由衷地赞叹父女两代
都是画家。

回顾我的绘画之路，也是受父亲潜
移默化的影响。他对艺术虔诚认真的态
度影响了我对艺术创作的态度。艺术对
于我们家来说，既是工作也是无处不在
的生活，是喝茶吃饭都在讨论的日常，是
生活里最热爱的事情。虽然父亲是画写
意山水的，我是画花鸟的，在题材技艺上

不大相同，但我们在艺术精神的追求上
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他一直在引领着
我，同时我也在对望着他。

小时候，父亲并不希望我从事绘画
艺术工作，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绘
画的历程之后，知道绘画艺术是一件需
要用极大精力全心投入的事业，做好这
份事业，需要很大的毅力，常常需要脑力
和体力的共同努力，艺术之路十分艰
辛。但是，我偏偏希望能够从事绘画工
作，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从小天天看父
亲画画写书法，父亲用蝇头小楷抄写《水
浒传》，小时候我很好奇，他用指甲当砚
台调墨，怎么能写出如此小又好看的书
法作品。父亲从30岁时起笔，写了27
回，后因工作调动搁笔北上……后来又
书写了73回，近70万字，整部书的书法
作品长共186米。这蝇头小楷长卷，凝
结了父亲多年的心血，他的手写出了老
茧，有时候，每天坚持写14个小时。共
一百余万字、一百回的《水浒传》书法长
卷，气势恢宏，字数体量上如此之大，而
每个字又如此细微精致，字字端正有力，
结体遒劲，让人叹为观止。父亲画画常
常画到深夜，他对待艺术的认真严谨态
度深深地影响着我，没有想到的是，后
来，画画也成了我的职业，如今我和父亲
常常一起去写生，各画各的，然后画完互
相会提意见，一起探讨。

这一次我与父亲的作品一起展出，
“两代琢墨”构成了我们父女间亲切的对
话，我想，这是中国画在两代人中的巧妙
承传，以及两代人对中国笔墨共同切磋
琢磨的美好愿望。

对我来说，作品的陈列整理，既能回
望当初画时的记忆和感觉，又能从另一
个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作品，激励我在
更宽广的艺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借助花鸟题材表达观念和思想

近些年，我在传统中国花鸟画的情
趣上进行了探索，用工写结合的笔墨去
延续宋元花鸟的高古淡远，在追求笔墨
的同时做一些构图上的布局和尝试，用
点线面的关系构造出一种抽象又具象的
风格图像。

远在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
记》中最早记载了“花鸟”这一画科的名
称。宋代《宣和画谱》中，十门绘画中，画
科竟有五门属于花鸟画科。

宋代“院体派”花鸟经典兴盛，严谨
细腻，精工富丽。元代“文人派”花鸟寻
求古意，逸气生机，博古潇洒。宋元花鸟
虽有工写之分，但均在“意”的表现上出
色极致。到如今，花鸟画经历了时代的
演变和开拓，其题材、风格、表现方法都
在随之发展扩大。

在我出版的画集《筑巢画心——丁鼎
花鸟画集》《觅归趣》都是一种创新性的探
索尝试，融入了一些泼彩撞色的技法，细
笔禽鸟与渲染的彩墨相互衬映，用传统的
勾勒皴擦和画面的色彩肌理，呈现出一种
传统当代并行的画面，从而产生疏离又融
合的视觉效果。最近我又找到一种更广
阔的视角去看待自然，继《旋律》之后的
《一方天地》系列，用鸟、网线、建筑这种点
线面的关系构建视觉上的冲击力，渴望展
现一种更加开放而别样的构图形式，表达
了春意盎然的气息，透露出温暖与希望。

我想借助花鸟题材表达自我对当代
生活的观念和思想，将花卉树木作为艺
术比喻，将禽鸟动物作为意识承载，将画
面传达出故事性的述说。我希望在我的
作品里，都能融进有关生命、生活、家庭
等思考，这也是我作画一直以来的追求。

生活的阅历会帮助我寻找和表达美

所谓画者，画心也。
最初画《巢》系列作品的灵感，来自

一个冬日的傍晚，那时候我初为人母，我
在站台上等着公交车，盼望能够早点回
家看到孩子。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只喜
鹊，嘴里衔着食物，它飞到一棵树的巢上
停了下来，给巢里的小喜鹊喂食。就在
这一瞬间，我的内心被打动，感觉自己
就像这只觅食归巢的喜鹊，我也想起家
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不正也在等待着
自己的母亲回去吗？

从那天开始，我便开始仔细观察巢，
特别是在冬天，巢会更清晰地出现在我
的视野中，没有了春夏的郁郁葱葱，只有
万千粗壮的枝干，一个或几个巢毫无保

留地呈现在树的枝丫间，远远望去，仿佛
就是宣纸上尚未洇开的墨团。看到这一
个个巢，总是觉得它们是有力量的，不畏
凛冽的寒风，这些都给了我创作的冲动。

《巢》系列作品能够诞生，与其说一个
意外，不如说是自己心态的凝结，是生活
的阅历帮助我在绘画中发现和表达美。

近两年来，我持续创作了一批与巢
相关的作品，在我看来，作画的过程就是
一个“格物”的过程，绘画的本质是要依
存画家自我心境的存在，真实展现自己
内心渴望诉求的声音。

我的导师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他曾这样评价我的作品：丁鼎以一颗文心
来描绘她心中、眼中的世界，特别是她在
大自然当中找到了一个最深刻、最永恒的
主题——爱，这个爱包含了人类对大自然
的爱，人类对鸟类的爱。丁鼎在对物象的
表现当中把鸟所生存的环境，鸟的繁衍，
鸟的生命，鸟的爱都刻画生动，她借鸟的
主题来表现了伟大的母爱……

吴老师的评价，将激励我在生活中
去探索，去寻找艺术之美。

有人问，如果在画画时，遇到瓶颈
时，我会怎么做？我会选择看书、看展
览，或者出去写生，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
感，从外事造化中得到心源，创作需要多
思考，思考是向外和向内的兼容。

在我看来，画家是一个创造性的工
作，很多时候，创作也会经历痛苦的过
程，创作作品的时候，也会不断地推翻之
前的设想，我认为好的创作是在一次次

“重生”中获得的。
在画出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或者完

成了一个大家认可的系列之后，再去进入
下一个创作阶段，有时就会面临瓶颈，因
为真正艺术家不希望过多重复同一个题
材和同一种风格，接下来，我希望能打破
原来的自己，画出更有新意的作品。

我始终相信，画境由心境造，绘者情
感与笔下的画面是紧密相连的，画家的
心是真实清净的，画面才能朴实而让人
感动。假如有观者能从我的画中看到一
种温暖与意趣、一种爱与担当、一种对自
然生命的感悟，我想，这将是对我的作品
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
我领衔主演的舞蹈作品《碇步桥》亮相
了。碇步桥是江南一种最富有诗意的桥
梁形式，流水间隔着石桥，行人得小心翼
翼跨过石碇。舞蹈表现的是一幅天人合
一、水载万物、美轮美奂的江南美景图，
寓意着华夏民族的生机与活力，牵动着
海内外华人的思乡之情。

这是我第三次走上央视春晚舞台，
这一次的美之呈现，又获得许多观众的
赞叹与关注，颠覆了一些舞蹈曲高
和寡的小众印象，这支舞也成了春
晚最受欢迎、好评度最高的节目之
一。其实，这至美舞蹈来之不易，背
后的艰辛付出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成功的舞者，对自己无比苛刻

20多年的舞蹈生涯，我一直坚
持自律，尤其严格控制自己的身材，保持纤瘦轻
盈的状态，因为身体本身也要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呈现给观众，你身体稍微多了几块肉，观众的眼
睛就一目了然。但由于长期练功累积成疾，我的
手和脚青筋暴露，伤痕累累，大脚趾关节严重变
形，医学上这个叫拇外翻，有些人是遗传的，但我
是后天练成的，大概是小时候方法不对，没有及
时矫正，如今骨骼畸形的情况越发严重，所以夏
天不能穿凉鞋，不太敢露出来。

你问我学舞苦不苦，业内人士都懂，学舞蹈
是辛苦的。

回忆学舞的初衷，我当初的动因却出奇的单
纯，6岁那年，我得到爸妈给的一份礼物，是一件

非常漂亮的裙子，装裙子的袋子上印着上海第
一百货,可能在上海还有更好看的裙子，心想，
我要跳舞，跳舞就可以穿更多的漂亮裙子。

1995年的时候，我9岁，偶然看到嘉兴少年
宫张贴的一则上海市舞蹈学校招生公告，就怀
揣一种天真美好的梦想，从浙江嘉兴来上海报

考。3000多个孩子中录取30个，而
我的名次竟比较靠前，深感幸运之神
的眷顾。然而，从练舞的第一天起，
所有的美梦都碎了，这里根本没有漂
亮的裙子穿。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
木地板上光着脚，每天站在把杆前，
挺胸抬头收腹，有时候一站就是一节
课，一个动作练几天，枯燥乏味，还有
永无止境的脚板擦地，木地板并不十

分光滑，偶有一些细细的刺，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回宿舍就挑刺，真的很痛。
更残酷的是，作为舞蹈演员对饮食要求是严

苛的，早饭包子不能吃肉，只能吃半个包子皮，吃
饭也有限制，不能多吃，彼时，正是少女长身体的
时候，有时忍不住藏点零食，一旦被老师发现，逃
不过罚跑。

控制饮食，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形体标准。老
师每天都会给我们测量体重，如果超了，就要被
罚。其实，严是爱，松是害，学习舞蹈是我自己的
选择，所以，再苦再累也咬牙忍着，无怨无悔。

经过多年军事化一般的刻苦训练，我16岁
就成为职业舞者，24岁成为上海歌舞团首席演
员。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往事记忆犹新，成功的
舞者一定是对自己非常苛刻的，直到现在，我演
出前，都是不吃任何东西，甚至连水都不多喝，习
惯成自然。

学舞蹈虽然辛苦，但却融进了我发自骨子里
的热爱，我从没想过要放弃。

希望更多人关注舞蹈

我是幸运的，从小学徒到歌舞团首席，从群
舞到“荷花奖”女主角，从舞者到市舞协副主席，
从懵懂青涩少女到今天的青年舞蹈家，我一步步
走到舞台中央，走进公众视野，我感恩老师的培
育，用时间和努力来证明自己。

2009年，我在排练舞剧《天边的红云》时，膝
盖髌骨错位，韧带严重拉伤。当医生严肃地告诉
我，即使好了，膝盖也很难再承受力量，不能再跳
舞了。我听到这句话后傻了，整整哭了两天。我
选择舞蹈作为自己的心头之爱，我身边的一切，
生活圈子都是跟舞蹈有关系的，失去舞蹈我能干
什么？作为一名舞者，舞蹈是我的生命啊，在之
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情绪低落，在崩溃的边缘徘
徊。我受伤的事怕父母知晓伤心，就一直瞒着他
们，也不愿意见朋友。

那时我想，真不能跳舞了，我就开家奶茶店
吧，或去外面教教课。况且当年学舞蹈的同班同
学，只剩下我和王佳俊两人还活跃在舞台上，多
数同学已另择他业。但我知道，当我把自己都否
定的时候，无人能帮你；而当所有人都否定你，你
还是相信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无比强大。

冷静之后，我问自己：凭什么医生说不行就
真的不行，我不去试自己怎么知道？第二天开
始，我就积极地去接受治疗，每天按摩、针灸，去
老中医那边掰腿。因为心中的信念支撑着我，我
要重新回到舞台。休养一个多月后，我拄着拐杖
跑回一趟团里练功房，对导演说：“你一定要等我
啊，我肯定会好的。”只能看别人跳舞，对我来说
分分钟都是煎熬，逃离现场后，我日复一日地进
行高强度康复训练，经过五个月的复健，奇迹再
现，肌肉萎缩的左腿还原成了几近健康的状态，

我还主演了红色舞剧《天边的红云》，这部剧也获
得巨大的成功。不过舞蹈相对来说毕竟还是小
众，在大众领域我仍然默默无闻。

2013年，我参加电视上一档舞蹈真人秀节
目《舞林争霸》，跻身全国四强，这是我一段从舞
台走上荧屏，再从荧屏回归舞台的特殊经历，电
视舞蹈选秀节目受众率之大、影响力之广、曝光
率之高，是我当初没想到的，我仿佛一下子就火
了起来。

我想，很多优秀的舞者在圈内很有名气，但
老百姓不认识，观众看一场舞剧，不会关心舞蹈
演员是谁，我的初衷是希望能通过电视这个平
台，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舞蹈、走近舞蹈。

舞蹈让我的心灵受到洗礼

如何让舞蹈作品走出“小圈子”，进入“大视
野”，融入新时代，我希望所有爱跳舞的人能拧成
一股绳，跳出中国舞者的一片天。

没想到，《舞林争霸》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强
烈，很多媒体采访我时，都会问到所谓“一夜成
名”的感受，问我会不会迷失。我觉得舞蹈和娱
乐的天平，是一旦心有旁骛，你的舞蹈就会变味
的，而我只想为舞蹈鼓与呼，并践行之。

这些年来，我在国内各大舞蹈比赛中屡获
佳绩，得到了业内许多专家的认可。我相继在
舞剧《野斑马》《霸王别姬》《天边的红云》《舞台
姐妹》《王羲之》《一起跳舞吧》《朱鹮》等诸多原
创舞蹈大戏中担任女一号的重要角色。在“快
餐文化”盛行的当下，绝大多数文艺作品生命力
短暂，禁不起岁月的检验，很快被大众遗忘，我
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经典的东西，经典方有持
久的魅力。

随着频繁演出，名气的光环笼罩着我，不少
人劝我放弃舞蹈，转行拍影视剧等，但我没有动
摇，寂寞也好，诱惑也罢，一个人信念的方向不会
轻易改变，我不因繁华、不为金钱而易匠心。

2018年，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谍战题材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作品一举成了万众争睹
的大众化经典，被誉为“现象级舞剧”。

我饰演剧中的女主角“兰芬”，这是一次触及
灵魂的“炼心”历程，对我而言，创排红色题材舞
剧的过程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用自己最擅长的
舞蹈向追求真理光芒的革命英雄致敬，通过一台
戏，在舞台上，我伴随着一个平凡女人蜕变成了
不起的新中国女性，心灵受到洗礼，对我来说更
是前进的力量。《永不消逝的电波》目前已在全国
各地演出数百场，有些观众看了几遍。

现在，我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光，用身心、
用情感去表演好舞台上的每一个人物，去攀登艺
术高峰。

鉴此，只要我还跳得动，观众还在，舞蹈还
在，我就在，而且我还要努力往前冲。同时，我希
望用更多的时间搞好传帮带，培养更多年轻人，
带着年轻人一起向前冲。使命在肩，奋斗不息。

■ 口述：朱洁静 上海歌舞团副团长
■ 记录：徐荣木

女画家丁鼎：

《巢》系列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