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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努力越幸运的“白天鹅”
龙年除夕夜，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第一次站上了春晚舞台。29只“上海天鹅”飞身春晚，展现了

“海派芭蕾”独有的韵味。作为入团上芭以来，跳得最多的一部舞剧，《天鹅湖》也见证了戚冰雪从一只丑小鸭逐步成
为白天鹅的蜕变之旅。

对戚冰雪最深刻的印象，总是跳不开两个画面。其中之一，是排练厅里或者演出侧台，那个寡言少语，默默酝酿
情绪的姑娘。另一个画面，则是褪去脚尖鞋，那双缠着胶布，写满汗水和伤痕的芭蕾女演员的脚。十多年来，她的微
信个性签名一直未变：“越努力越幸运”。在她身上，有幸运，更离不开努力。 青年报记者 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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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和白天鹅
青年报：第一次登上春晚有

何感受？

戚冰雪：之前也没有很强烈
的感觉，但是当我第一次踏入中
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感受
立刻强烈起来。周遭满是龙年
春节的氛围感，历年春晚的照片
也如“电影镜头”一般从眼前划
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要上春
晚了。春晚舞台比想象中朴素，
也比想象中神圣。对我触动最
大的是第一次带观众彩排，我既
紧张又激动，甚至有些不知所
措。对我来说，能够登上春晚舞
台，是一种荣耀。

其实，在春晚跳《天鹅湖》感
受完全不一样。我们已经习惯
了在舞台上被道具和布景环绕，
观众席是漆黑的，我们被剧中的
环境包裹，那一刻是分外安全
的。央视春晚舞台，脚下是LED
屏，它很高科技，但并非专业的
地胶，脚尖动作的脚感是完全不
一样的，并且LED的分隔屏每一
块可以升降。虽然我并不恐高，
但是在6块升降屏的忽高忽低中
完成脚尖动作，对肌肉和核心的
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在聚光灯
之下，还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表情
管理，镜头前每一帧捕捉到的脸
部特写都要尽量完美，对我们来
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

青年报：作为入团以来跳得

次数最多的舞剧，《天鹅湖》对你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戚冰雪：《天鹅湖》对于我来
说，也是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的蜕变过程。说起来，这是我自

身的问题，就我个人条件来说，其
实并不太适合跳《天鹅湖》，所以
我很感谢上海芭蕾舞团，辛丽丽
团长很信任我，她觉得我能够拿
得住这个角色，“硬逼”着我反复
练习，细抠动作。当时我也很痛
苦，因为看好我的人不多，就连我
自己也觉得无法胜任这个角色。
从当年很不自信到如今饰演《天
鹅湖》也有了一定的底气，就像剧
中情节一样，我自己也完成了从
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

青年报：都说《天鹅湖》是芭

蕾女演员的试金石，剧中分饰黑

白天鹅两个角色，各有什么难点？

戚冰雪：这个舞剧又是大家
如此熟知的。它对我来说，真的
是一个“坎儿”。最难的地方，是
胳膊一定要很柔软，脖颈修长，
气质上又比较忧郁，楚楚可怜。
那时，我不断观看各大芭蕾舞团
的白天鹅影像资料，排练老师也
一直辅导我，针对性地就一些问
题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相比之
下，黑天鹅就没那么困难，似乎

“坏角色”更容易饰演。黑天鹅
对演员的要求主要在技术上。
大家所熟知的32个“挥鞭转”，同
时要接双人舞，接变奏。大家看
到32个“挥鞭转”时已经是演员
最累的时候了。我在这部剧中
下了很大的功夫。

青年报：进入上芭以来，你

在16部芭蕾舞剧中担任过主演，

挑战最大的是哪部作品？你最

钟爱的又是哪一部？

戚冰雪：挑战最大的作品就
是《花样年华》。接触这部剧的
时间和《天鹅湖》差不多，我也是
没有什么信心，觉得剧中角色

“王太太”离我很遥远。所以每
次复排之前，我都需要提前很久
去寻找状态。它的困难不是动
作上的难度，而是人物的内心刻
画。穿着旗袍跳舞，需要演绎的
是姿态，姿态当中内化人物的人
生阅历。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作
品是 2023 年 5 月上海芭蕾舞团
新创排的《歌剧魅影》。

勤奋和幸运
青年报：说到《歌剧魅影》，

我记得你曾坦言，剧中人物的情

绪表达是最难的。过程中你如

何去提升角色的塑造力？

戚冰雪：先说《花样年华》，
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初版季
萍萍老师塑造的角色形象。当
年，我20岁出头想要诠释出剧中

“王太太”的人物特质，其实压力
很大。好在那时有萍萍老师手
把手地指导，她还告诉我当年导
演排戏时很多创作想法。这在
上海芭蕾舞团也是传统，“老带
新”不遗余力，倾其所有。同时，
她还鼓励我，这个角色不可能跳
到一模一样，你跳出自己的特点
就是最好的呈现。

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一个习
惯，在诠释任何一部作品时，都
会找出前辈们的各种影像资料
深入研究，揣测角色。这些资料
可以帮助我更直观地理解角
色。《歌剧魅影》则是新创排的原
创芭蕾舞剧，女主人公对两个男
人不同的情感表达是需要我不
断琢磨的，变成舞台上更显性的
两种情绪。我相信，我在剧中能
够表达出来，观众应该就能感受
到。上台之前，我有个习惯，通
常会躲在角落里安静地待着，并
在心里默默地酝酿情绪。必须
让自己安静下来，保持平静，才
能迅速进入角色。所以我需要
尽量让自己没有多余的消耗，保
持冷静，这样站在舞台上才能该
爆发时爆发，该平稳时平稳。

青年报：去年 10 月，升任上

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你对

自己有什么样的新定位？

戚冰雪：我觉得“首席主要演
员”这个位置就是我的新定位。
首席舞者对每一位演员来说都是
梦寐以求的位置。这个位置对我
是动力，更是督促。我不能有丝

毫松懈，完全不能偷懒。
青年报：从群演一步步成为

上芭首席主要演员，能不能讲讲

自己在舞台上经历的蜕变？

戚冰雪：小时候因为喜欢芭
蕾，我才会选择来到上海舞校学
习。其实，我不是班里最好的，但
是我也没有想过放弃。我直接考
了团，有幸进入上海芭蕾舞团。我
就想当演员，但是还没有想好是当
芭蕾舞演员，还是其他演员。当
时，我只报考了上海芭蕾舞团，没
想到上芭就签了我。那时，我在
想，就先当芭蕾舞演员吧。

我要感谢辛丽丽团长，因为
是她给了我机会。刚进团从群舞
一点点做起，我从来没有想过自
己能这么快接大戏，这么快跳“主
角”。团里的这些老前辈都有“慧
眼识珠”的能力，准确把握每一个
演员的特点和优点，来帮助我们
放大自己的优势，迅速成长起来。

人生中的第一部大戏是《长
恨歌》，当时原计划中的女主演
受伤，我临危受命顶了上去。之
后，团里也给了我很多机会接大
戏。记得2017年时，一年当中我
跳了四五部大戏的女主角，若不
是团里充分信任，其实也很难有
这样的机遇。我有点“初生牛犊
不怕虎”，因为年龄小，不太在意
别人怎么看我。我心中时刻想
的就是不能给团里丢面子。

青年报：对你来说，勤奋和

幸运哪个更重要？

戚冰雪：我觉得都很重要。
我微信上的“个性签名”，从毕业那
会儿一直用到现在，十多年没变
了。那句话就是：越努力越幸运。
首先你得努力，才能获得幸运。因
为努力，你的人生大道才会迎来坦
途。也许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有点

“老土”，但是我依然希望它对当下
的同龄人能够有所借鉴。

海派与经典
青年报：11 岁只身来到上

海，过去若干年，对这座城市最

深的印象是什么？

戚冰雪：今年是我在上海的
第17年，这里已经是我第二故乡
了。我现在也是一个新上海人。
我特别喜欢上海，她是一座很温
暖的城市，上海人很包容，也很热
情；上海又很多元和国际化，更为

我带来了不断提升的环境。
青年报：你如何理解“海派

芭蕾”的美，最想传递的关键词

是什么？

戚冰雪：我觉得“海派芭蕾”
其实是一个独特的演绎方式。
海派体现在我们很讲究细节，很
讲究氛围营造。团里的前辈都
会对舞蹈的细节提出非常高的
要求，特别是对大动作要求更
多。在我们的教室里，灯光不会
很亮，因为团长要为我们营造一
个环境感，提前感受舞台上的氛
围，让大家更快进入到角色当
中。我觉得这就是“海派芭蕾”
的一个缩影——要求细腻。

青年报：作为Z世代的文艺

工作者，如何去传承和发扬中国

传统文化？

戚冰雪：我们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有一点特别幸运，我们
能得到上一代的前辈给我们传
授经验。我们既可以通过影像
资料学习，也能得到他们亲身的
现场指导。这些经验太珍贵
了。我们既能抓住上一代的经
验，也能跟上新的时代。就像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传承红
色经典，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这代人其实非常爱国，对于
国家和民族有着浓厚的情感依
托。上海芭蕾舞团也有很多经
典的红色作品，如《白毛女》《闪
闪的红星》《宝塔山》。每一次，
我在舞台上面对党旗时，都心潮
澎湃。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从
骨子里建立这样的使命感，把老
前辈传承下来的经典作品、红色
精神延续下去。如何做好传
承？我们要继续多看多学，让这
种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报：跟前辈们相比，你

认为Z世代文艺工作者有哪些明

显的特质？

戚冰雪：就我个人的了解，Z
世代的文艺工作者处于信息时
代，他们的视野很开阔。每个人
都很独立，也很有思想。对很多
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更能
从多维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
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勇于尝试。

青年报：对当下的同龄人最

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戚冰雪：做自己，相信自己，
不惧时代，越努力越幸运。

上海芭蕾舞团排演《天鹅湖》。

戚冰雪（右)通过自身努力完成蜕变。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