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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是一位成功的舞者，但朱晗那双格

外明亮的眼睛透着淳朴与真诚，言谈中能明显

感受到他所带有的南方人的细腻与灵气。这位

出生于九江庐山脚下的舞者，虽已年有不惑，

看着却像一个未脱稚气的大男孩，勇于尝试新

鲜事物，凡事充满了探索般的热情，而且认准

了就会执着坚定地走下去。

“我致力的舞蹈兼有国内和国外的经典，

中西合璧，把东方具有辨识度的艺术元素进行

创新，让舞蹈作为一种新鲜和传统的元素，带

给更多人以享受。”朱晗如是说。

他的作品极尽形体之美，一招一式展示出古

典舞的气质。轻盈的身姿、流畅的旋转跳跃、如

蜻蜓点水般完美的身姿，那古典的气韵，让人叹

为观止。

其舞蹈作品以古典舞为主线，具有民族传

统特色和古典风格，细腻圆润，刚柔相济，情景

交融，技艺结合，以及精、气、神和手、眼、身、

法、步完美谐和与高度统一的美学特色。十几

年的苦练和坚持，朱晗深知舞蹈是自己的灵魂

伴侣，是最懂他、最能表达他的一种方式。

不平凡的艺术之路

大咖大咖在丰台在丰台  
大咖大咖在丰台在丰台 

舞台上的精灵王子

—记丰台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朱晗

如此具有天分才华的艺术家，竟然出生于普通

家庭，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滋养了

他自由成长的艺术之躯。

多年以后朱晗回忆起过往，又有了新的感悟：

“当年我一心向往编导系，现在通过多年的实践经

验我感悟到‘自然为之’的道理—编导不仅是学

出来的，更是对生活的感悟与凝练。”

现实社会的各种景象不仅没有污浊这颗年少

的心，反而埋下了一颗坚定的炽热的理想种子。

朱晗提到一个细节，母亲在大学期间陪着他在

北京租房，有一段时间每天熬药送到校门口，站在那

一直等到他喝完。我感受到他内心柔软又深情的一

部分，与家庭紧紧相连，虽然父母不能给他艺术的基

因和资源，但却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和无微不至的爱。

朱晗坦言，自己的表演之所以会在观众中产生共

鸣，源于其丰富的经历，“我觉得我永远是一个孩子

的心态，对生命葆有新鲜的觉知，永远在‘探秘’”。

2006年，朱晗毕业后进入北京歌舞剧院即被

评为首席主演；同年8月，凭借独舞《施琅》荣获由

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桃李杯”舞蹈比赛文华艺术

院校中国古典舞A级青年男子组别二等奖，并在该

组别比赛中获得技巧组合全场第二的好成绩；同

年，河南省歌舞剧院邀请朱晗参加原创舞剧《风中

少林》的演出，担纲男一号天元，演出获得了当地领

导和业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2007年5月，朱晗参加了第四届CCTV舞蹈大赛

中古典舞展演节目《古韵雄风》的录制；2008年4

月，赴台湾参加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台中县文

化建设基金会和台湾东森媒体集团联合举办的海

峡两岸《2008妈祖之光》大型电视综艺晚会文艺演

出，再次担任主演；同年8月，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分

赛场山东青岛奥帆闭幕式演出，担任《激情风帆》

的领舞。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期间，朱晗多次参加

奥运村的消夏文艺演出，为各国参赛运动员呈现了

富含中国特色的文艺节目。同时，参加本院排演的

乐舞诗《紫气京华》的演出，担任男一号；参加甘肃省

歌舞团排演的经典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受邀担任

领衔主演男一号、反面人物“窦虎”。这两部大戏均入

选奥运会期间重大文艺演出活动献礼剧目，《丝路花

雨》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演出，深受观众欢迎。

2008年，朱晗凭借小舞剧《泥人》获得了文化

部主办的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文华节目表演一等

奖。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独立作品，也是他参

与编导的第一部作品。在作品中他饰演主人公“爷

爷”，由于人物反差巨大，卸妆之后无人辨识出来。

他高度诠释了这个角色，将长期积累的揣摩铺陈在

上面，取得了空前的反响。

在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万马奔腾》中朱晗

领衔饰演“头马”，飒爽的英姿和澎湃的激情、完美的

技术技巧，让万千中国观众记住了朱晗这个名字。

朱晗在2014年浙江卫视《中国好舞蹈》节目中

自编自跳的独舞《人家》讲述了他作为北漂一族的

真实感受，引起了很多北漂、南漂青年的共鸣。双

人舞《哥哥》把朱晗柔情、儒雅、有爱的一面展现

得恰到好处，呈现了充满温情、充满爱的大哥哥形

象。自此，他的名字在舞蹈界和文娱界为大家所熟知。

在2014年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央视一套播出的

中美舞林对抗赛中，朱晗是中国队的一员。在三天的

比赛中，每一轮朱晗的三个舞蹈都获得了五位中外

评委的全满分。

对于朱晗而言，舞蹈已不仅仅是舞蹈，而是超

越了工作的意义，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深入骨髓的

热爱，是最懂的知己，开心时可以尽情起舞，不

开心时放上音乐跳上一段，所有的阴郁瞬

间烟消云散，舞蹈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

灵魂伴侣。

这一年，他获得了华鼎奖中国

最佳舞蹈演员奖。苦练，汗水，泪

水，在挣扎中坚持走下去，站到了

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峰。

2015年，朱晗自编自导自演

的重要作品，青年艺术人才北京舞蹈学院展演系

列、中国古典舞实验舞剧《伯牙绝弦》在北京舞蹈

学院沙龙剧场正式演出，文艺界各级领导专家坐镇

观摩指导。这部作品除由朱晗、陈伟科联合担纲总

编导外，还特别邀请了国家一级舞美设计任冬生，

舞蹈编导黄晶、李程，舞美设计王立峰，作曲杨翼，

服装设计薛军峰，造型设计王岩，灯光设计李超、

王毅，优秀舞者张娅姝、李郦鲸等人加盟。舞剧的

群舞团队主要由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16级部分学

生担任。现场出色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舞剧以高山流水遇知音为创作线索，人性的考

问作为核心主题，将家喻户晓的古代故事进行解

构，在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设立伯牙妻的角色。舞

剧将伯牙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进行放大，让最

为残酷的人性抉择成为剧中的核心部分。舞剧试图

超越时空，通过对人性与道德的考问，探究生活的

本然意义，以及在真实的人性矛盾中如何追求人生

的理想境界。

同年4月12日，朱晗的首个舞蹈专场表演《一场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约会》在北京知音堂上演，这是

一场实验性的古典舞表演。所谓寻知音，即是与内

心深处的灵魂对话，希望通过古典舞和观众交流。

整场演出中，朱晗运用古琴、古乐、古典舞，用古典

的方式演绎一段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表演中

有琴声剑舞，有高山流水，缠绵婉转，荡气回肠。朱

晗首次呈现自己的古典舞专场演出，与喜爱舞蹈的

观众进行现场交流。一个小

时的演出结束后，朱晗

还 与 观 众 对 话 交

流，分享 古典舞

的 表 演 和 教

学 经 验 ，让

热 爱 舞 蹈

的 观 众 感

受古典 舞

之美。

              履职丰台舞协
2018年12月，在丰台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亲

切关怀下，在陈爱莲等著名舞蹈家的倡议下，丰台

区舞蹈家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丰台区舞蹈

家协会成立大会召开。丰台区舞蹈家协会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是丰台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

丰台区文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规划宏伟蓝

图、共商文艺事业发展大计的一次盛会。

会上，朱晗当选为丰台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也

是最年轻的主席团成员。谈及未来协会工作的建设

和发展方向，他畅谈了自己的四点体会：广泛发掘艺

术土壤，提升创作空间，增强广大群众参与舞蹈活动

的热情。继续吸揽培养舞蹈人才，壮大协会建设。做

好舞蹈大讲堂和第二届丰台舞蹈大赛活动，发现并

培植好的艺术作品。打造丰台自身的舞蹈文化品牌，

办出丰台特色的文化系列活动并传承下去。

舞蹈的制造材料来自于民间，舞蹈的创作更该

“回归土地”，贴近日常生活。近几年喜欢舞蹈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对于舞蹈的“出圈”，朱晗也有自

己的看法：“舞蹈，就是与民同乐。很多人认为民族

的一定是要‘土’的，但我觉得‘土’是我们的一个符

号。这个‘土’其实可以理解为接地气。艺术是从民间

走出来的，一定要不忘初心。丰台区有很大的民间元

素累积，有很好的群众参与基础，我相信未来丰台区

舞蹈家协会一定能壮大，发展得更好！”

“其实做原创舞蹈作品很不容易，需要投入大

量时间、精力和资金。大多数人看到的是舞台上演

员们璀璨夺目的一面，却不知他们背后付出了多少

艰辛。我的作品是从构思、采风、创作一步步进行

的，加上排练，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所以，鼓励民

间创作，发现好作品，是一个长效机制。”

“舞蹈呈现效果很丰富。因为创作是扎根地

域的，经过广泛的采风。每个地域的风格是不一样

的，如此这样，依照地域文化创作的舞蹈作品自然

呈现出来的内容就各有特色，丰富而有层次。所以，

我认为要创作好的艺术作品，就要深入到乡村去，

走到民间去，体味人生百态。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我感到肩上是有历史使命的。我必须以我的形式

来进行文化传承。我想通过这样的采风创作告诉

我的学生，他们将来应该怎么进行舞蹈作品的创

作。他们的创作来源就应该是来自人民，来自我们

扎根的土地，来自我们生存的地方。”

   用舞蹈讲好中国故事
朱晗确实挺忙的。从传统的大型演出，到各类

综艺节目，再到影视，他一直奔波在路上。在他看

来，不论以哪种方式“现身”，都是对舞蹈舞剧的一

种传播。“在节目上把艺术传播给大家，和舞台上
面对面的呈现是不一样的。舞台是严肃严谨的，而
在节目里，会在不经意间产生灵感。

舞蹈可以是历史的载体，而在今天，历史也可以
通过舞蹈来达到更好的传播。许许多多的作品中更
是凝聚着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智慧和精神文明。

朱晗一直在尝试用舞蹈讲好中国故事。“这几
年来，我在学校和剧团一直在尝试用舞蹈分享会和
雅集的形式把舞蹈和历史结合起来，让观众更加
了解中国古代民族舞蹈的起源与发展。”把舞蹈和
历史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升趣味性，也可以让大
家在了解舞蹈的同时了解历史。

除此之外，朱晗也希望挖掘和培养年轻一代。
在他看来，对观众兴趣的摸索、培养至关重要。在
“精”与“杂”之间，或许多接触、多了解是好的。针
对正在学习舞蹈的年轻人，结合自己的体验，他也
有自己的见解与大家分享：“在学习的过程中兴趣
一定是最好的老师，对每种舞蹈都了解一点，螺旋
式地上升，到一定时候对某一个点突然开窍，那所
有知识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朱晗告诉我，他会继续挖掘、提炼、发展中华传统
文化，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喜欢舞剧和舞蹈。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张宸铭

朱晗，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家一级演员，青年舞蹈家，研究生硕士学位，第十三届江西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丰台区

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现就职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教师。荣获国内外多项专业奖项，其代表作包括《施琅》《伯牙绝弦》《月上贺兰》《泥人》《千手观音》《丝路花雨》

《圆明园》等。浙江卫视中国好舞蹈人气选手，代表作《人家》《兄弟》。中央三套中美舞林对抗赛大满贯获得者，代表作《卷珠帘》《红蜻蜓》《时光》。东方卫视新舞

林大会作为导师，搭档杨丞琳。冯小刚电影《芳华》中饰演小邓和舞蹈《沂蒙颂》领舞。

轻盈流畅，飘逸灵动，宛如精灵，这便是我初见朱晗的印象。这位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的“帅哥”，享有舞蹈艺术家、项目制作人、舞剧编导、选秀

达人、主持人、影视演员、大学教授、舞协主席等一系列头衔，凭借在《中国好舞蹈》《中美舞林大赛》《新舞林大会》等电视平台上的亮相，拥有了不少粉丝。作为一个舞者，朱晗不

仅获得“桃李杯”“荷花奖”“全国舞蹈大赛”“华鼎奖”等赛事大奖，在《芳华》等多部影视剧中也扮演重要角色。

一系列成就让人感叹他的才华与天分，但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用“年轻态”教书育人
2016年，已是国家一级演员的朱晗被正式调入

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由著名演员成为教书育人

者，他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换呢？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师或长辈。我

认为年龄不重要，而心态很重要。如果你总是把自

己当成长辈，那年轻人就会和你有距离感，永远仰

视你。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平视，就是大家

互相交流，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我

永远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年轻人相处。可能我

活到80岁还是这种心态。”

不管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还是舞蹈选秀

赛场，抑或是学院授课，朱晗将丰富多样的舞蹈形

式带入大众视野，在改编中，打破高大上的“次元

壁”—在编导中，朱晗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将舞

蹈的趣味渗透进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中。在表演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碰撞”。不同的元素

都可以和谐地在他的表演中体现出新花样。朱晗

认为，每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其属性，在演绎中会表

现出不同的活力。

对于舞蹈本身和自己获得的成绩，谈及未来的道

路，朱晗没有更多的企图和奢望，只愿能跳的时候尽

情去跳，能教学生的时候尽力去教，能编舞的

时候做一个好编导，开开心心过好每

一天，让更多的人了解舞蹈，喜

欢舞蹈，通过舞蹈获

得快乐。

触电《芳华》
2017年12月15日，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在

中国和北美地区同步上映。这部以中国20世纪70 

年代至80年代为背景的影片，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

激情的军队文工团里，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

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

运的故事。

朱晗不仅担任这部电影的舞蹈指导，还在电影中

出演了角色“小邓”。这是朱晗第一次在电影大银幕上

以舞者的身份出现，用电影来记录自己的舞蹈人生。

正如朱晗自己所说，能够担任这部电影的舞蹈

指导，能够在电影中以舞者的身份来诠释角色，对

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突破。《芳华》中这些

精彩的舞蹈片段会成为他舞蹈生涯中重要而特殊

的纪念。

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舞者来说，如何从

众多舞蹈中选取最能表达导演意图的片段，如何让

观众通过舞蹈来理解并感受导演的情怀是最重要

的。幸好，朱晗是技艺精湛的舞者；幸好，他遇到了

冯小刚导演。他能展现的是舞蹈的技巧，而冯导要

借电影表达他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反思的态度—

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代、最充满激情的梦想。磨

合，是任何一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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