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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久 没

在影视剧中现

身的江珊去哪

儿了？

这些年，

江珊每年除夕

前后都在演话

剧《守岁》，一

演演了七年。

这个春天，她

又带着音乐剧

《夜半歌声》来

到上海。“再回

首时，发现我

最热爱的还是

舞台。”

不惧压力，因为被爱着2
作曲李京键一看，啊呀珊姐进

组了，当然要让她添彩呀——相信

观众也一定同意给她加戏，于是增

加了不少唱段。大家也起哄：“珊

姐，你就哇哇唱吧！”于是，江珊感慨

道：“在我体力最充足的时候，中国

音乐剧还没有当下这么繁荣；而出

演音乐剧，确实是我毕生梦想，所

以，我就迎向了这个挑战！”要说压

力，还真有。剧组中99%的演员都

是上戏、上音的音乐剧专业毕业

的。“我被他们包围，那一刻感受到

的专业和爱，仿佛我成了孩子”——

剧组带来情感互动，一如暖流，让江

珊更融入。

“太难了”，江珊郑重回顾道：

“真的排练了、上台了，才感受到‘唱

歌’与‘演音乐剧’，是多么地不同！

演音乐剧时唱的歌，都应该是有表

情的，有戏剧推进力的。”她唱过独

唱，也唱过合唱团，但音乐剧对在戏

剧里唱歌的要求完全不同，哪怕在

大家都经历过高烧之后，也要“确保

有足够的气息‘顶’上去，做到漂亮

的声音，可以平滑优美地输出……”

大家认为曾经出过唱片的江

珊，既是卓越的演员也是职业的歌

手。岂料她答：“我做歌手的时候不

怎么喜欢演出。”她十分感谢《梦里

水乡》这首歌能让自己赢得大家的

喜爱，但是她更喜欢在录音棚或者

小型现场音乐会上，不重复地唱

歌。而在音乐剧里唱歌，“是以唱歌

的方式去表演，是塑造，丰富性远胜

过单纯唱歌。”艺术家的创造性，体

现在戏剧之中。

与剧组演员的合作也令人期

待碰撞出艺术的火花。在音乐剧

《赵氏孤儿》中有精湛表现的郑棋

元也参演了《夜半歌声》。江珊对

他赞不绝口：“他在台下是十分简

单的人，而在台上看起来阅尽世事

——只有他的简单，才能把复杂的

情感收入心底。他能把复杂全都

包进这个角色里，又把这个角色提

起来。”

3 家庭生活，重在愿妥协

谈及生活，江珊打趣道：“与其

说我安静，不如说我无趣吧！”说完，

她哈哈大笑：“我是一个万年宅，最

大的乐趣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听听

音乐——工作已经足够五光十色，

所以自己的生活尽量保持黑白。”但

是，她有一句金句值得琢磨：“在家

庭里，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善协

商！”

“妥协”不是负面的词——而是

“妥善协商”。能够成为家庭中的一

员，都是很大的缘分和福分。如果

没有原则性的问题，那就没什么大

不了的。只要能够妥协，那就会变

得“世界如此美好”。“我也会向老

公、女儿妥协——在家里，要去讲面

子吗？没有任何意义。”在家里，对

错不重要，感情最重要。

回忆小时候，江珊流露出特别小

女生的那一面：“那时候我最想做的

是服务员，哈哈哈哈——因为百货商

场里藏着很多好东西，人家需要买东

西的时候，我就能拿出来，特别厉

害。”江珊父亲江怀延是演员、编剧、

舞台剧导演，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文

学部主任，母亲也是文艺工作者。其

实，父母对江珊是“屏蔽”这些信息

的。她只有在周日才可以看一会儿9

英寸电视机。妈妈特别希望江珊成

为医生，但是她晕血……当江珊上

高三之际，恰好父母参加了战友聚

会——父母们就在讨论子女前途，

说基因肯定是存在的，且艺考都是

提前的，不妨让孩子先试试呗！于

是，父母这才松口。

生活之中，难免有坎。重要的

是，怎样把人生道路遇到的坎儿变

成好事——虽然特别难。其实，这

也是人的蜕变过程。鹰到老的时

候，蜕变是多么痛苦——先毁掉自

己的喙，再去除利爪、羽毛，才能重

新飞翔。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敬佩的

物种。“我愿意把鹰的转变过程，放

到人生的转变过程。”人生说长不

长，说短不短，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

什么。既然遇到了，就是一个人应

该遇到的，“那我就去面对它、解决

它，变成自己的动力。”

但是在演艺圈里，最重要的则

是心态。但是做舞台剧，必须耐得

住寂寞。演艺圈诱惑很多，你是否

能够做到全身心投入舞台——自问

一下，“我到底有多少百分比回归舞

台呢？我时常会跳出来看舞台上的

自己——我是可以耐得住寂寞的。”

心态和你对待这份工作以及对

待自己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我还

没做到“笑看风云”，我需要的，只是

安安静静地，深度地投身一件事。

今年春节，有观众沿着芝罘路的中

国大戏院到汉口路的扬子精品酒店逛

街，惊喜地遇到了素颜的江珊在逛马

路。如果你错过这一幕，可以期待4月

春暖花开之时——江珊的首部音乐剧

《夜半歌声》继续在中国大戏院上演，排

练场地还有同属大光明集团的黄浦剧

场，届时，未尝不可再次“巧遇”江珊。

在接受专访之际，她刚从三天高烧

的状态中恢复不久，嗓子还有一些沙

哑，但是已经以“徐阿嬷”一角，在《夜半

歌声》中登场：“演音乐剧，是我一辈子

的梦想。”

音乐剧《夜半歌声》是为中国大戏

院度身定制的剧目。1937年，电影

《夜半歌声》就是在黄浦剧场（当时名

为“金城大戏院”）首映，正是如今中国

大戏院的“姊妹剧院”。因而，在充满

历史人文的空间里，融入一个原本就

根植于此的舞台作品，还是一部音乐

剧——制作人李东一向江珊提议，她

就心动了。李东也是话剧

《德龄与慈禧》的制作人，江

珊曾在这部话剧中扮演过

慈禧。当时，他俩就建立了

彼此深度信任的革命友谊，

并提及今后江珊可以为李东

制作的戏剧担任“表演指

导”。因而，当某晚23时左

右，李东打了个电话与江珊

说：“我现在与牟森导演在一

起，准备做一台音乐剧《夜半

歌声》，要不您先来做‘表演

指导’？”江珊自然就一口答

应。然后，李东“得寸进尺”

道：“那要不，我们就把戏里

的‘徐阿嬷’这个角色写实

了，您来演？”本来，这个角色

是台词中提及的人物，并没

有出场，但是“一直以音乐剧

为梦想”的江珊一听戏份不

重，暗想，可以尝试……于

是，她就进组了，完全没有想到事实情

况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计。

以前来上海，江珊通常走的是个两

点一线的封闭路线——酒店、片场，来

回循环，周围有啥一点儿也不知道。此

番，她走着去剧院，走着去排练场，还骑

了共享单车，了解了很多单行道，还能

逛逛街。她第一次步行去中国大戏院，

要路过南京路步行街：“我站在那儿，天

哪，这么热闹！所有人都特别‘嫌弃’地

看着我。”

剧组里的上海人，充满着工作激

情：“我永远忘不了一幕，刚开始排练的

时候，有位演员下午要早走，他拿着我

们歌谱的夹子跟我打招呼说，晚上还有

很多其他演出，珊姐明天见！”刹那让她

非常感动：“在上海工作的孩子是这么

有激情，这么的不放弃！上海的演出市

场好活跃！”她惊讶地听说，在上海一周

7天，每晚看不同的戏是常态。上海对

艺术创作和演出，接受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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