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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娘注意到了包装袋上的名字——上海第一百货。“我

想这个百货商店里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美丽的裙子，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要学跳舞，因为我想穿更多好看的裙子。”朱洁静心

底也萌生了对上海的向往。“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上海就是时

髦的代名词，所有新的、没见过的、没尝试过的东西，可能第

一时间就会发生在这座城市。我想到这样一座广阔且充满未知

的城市来，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新的变化。”

9 岁时，朱洁静如愿考入上海舞蹈学校。此后的她，没有

离开过舞蹈，也没有离开过上海。“这个城市有太多机会了。

任何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舞台，不仅是舞台和剧场，我有时候觉得，

上海任何一片草地上，都在发生着故事，处处都可以被人看到、

被人发现。”

朱洁静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学成后，舞台就摆在面前，

心无旁骛，不需要流连别处的风景。“这是我跟舞蹈的默契，

跟舞台的默契，也是跟观众的默契。从 16 岁开始，舞蹈就是我

的生活，我的归属，也是我在这座城市打拼的价值所在。”

舞台上的朱洁静，可以是粉色羽衣、活泼灵动的鹮仙；可以

是身穿旗袍、手拿蒲扇生炉子的上海女人兰芬；也可以是温柔纤

美、踩着家乡一节节石桥而来的江南女子……《永不消逝的电波》

（下称《电波》）中的兰芬，无疑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角色。

慢下来，成为“兰芬”

今年 7 月，《电波》在美琪大戏院迎来 500 场纪念演出，

成为上海歌舞团乃至全国舞剧市场的“现象级”作品。“从 0

到 500，看似是重复和循环，其实每一次演出，每一次我站上

舞台，她就不再是昨天的兰芬。”

朱洁静温柔地回忆当时创作兰芬这一人物的心路历程：“我

说上海精神是既浪漫又生活，兰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那么

体面，那么精致，把家务活都干成了艺术。我常常想，即便只

有一块钱，可能在其他城市这一块钱的用法和在上海这一块钱

的用法就是不一样的。”

其实，朱洁静和兰芬一点也不像，就连导演也在排练第一

天时告诉她：“小朱，你能不能落地一点儿。”剧中有一段令

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清晨的上海石库门弄堂里，兰芬都按惯例

送丈夫李侠上班。临近门边，兰芬会说“等一下”，随即为李

侠打理衣服，而后叮嘱丈夫注意安全，表达一下不舍。随后，

弄堂里的女人穿着旗袍，摇着蒲扇，翩翩起舞，美妙绝伦。

为了演好兰芬，朱洁静强迫自己慢下来。“我需要放空自己，

让那种急躁的节奏慢下来，不要去想 1 点开会，2 点排练，3 点

还有什么，而是去体会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

一个人的感觉。”

朱洁静将这种质感完美呈现在了舞台上。“对于兰芬这个

人物，等待是一种很美的感觉。只要你找对了感觉，这个舞蹈

的血脉就有了，再往上去创造不同舞蹈动作，你跳什么都是对的。

反之，感觉不对，再怎么跳都是不对的。”

尽管已经演了 500 多场，但朱洁静从未疲倦，这或许也是

上海精神在她身上的体现——追求卓越，持之以恒。“我们的

大教室上面有一句话，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只承认一流。我

们想创造的就是这样的作品。”朱洁静说。

跳到 80 岁

前段时间，朱洁静发了一条微博，是她和搭档王佳俊的写

真照片，配文是：跳到 80 岁吧。

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年龄是绕不开的坎儿，朱洁静曾坦承，

可能镜头藏得住，可以用一些技巧和经验去弥补，但她自己是

知道的，身体有一种不可逆转的衰退。

参演《电波》，打开了她对舞蹈演员的认知，“我以前只

是用身体去认知，但现在懂了，舞蹈演员可以用各种各样最适

合自己的方式去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

舞剧电影《电波》的拍摄，让她再次突破了自己。“舞台

是放大的艺术，但电影是克制的艺术，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很难

有平衡。但中间有一个最通的点，就是需要演员去把自己最真

挚的情感调动出来，只要是真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它都

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担任上海歌舞团副团长后，朱洁静还将自己的部分精力放

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目前《电波》有“风雅颂韵”四组演员团队，

《朱鹮》也有了两组演员团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亮相舞台，

他们互相陪伴，又相互较劲儿，推着整个歌舞团向前发展。

走过很多城市，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朱洁静由衷

感叹，自己的根是在上海。“这座城市磅礴的生命力，是我

们舞台创作者最需要的原动力。”有动力，有活力，上海明

朝更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