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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记者对面的白玛次仁摊开双手表达着他对这几年自己作为

晚会导演的一些感受：“从前，总觉得做舞蹈演员太累了。”现在，当了

晚会导演的他反而觉得曾经当舞者时最轻松。“因为你只要好好把自

己的舞跳好就行了。”他说。

7 年前，当白玛次仁在“中国好舞蹈”中以一曲《游子》征服了所有

在场评委和观众时，他的一句：“我太爱舞蹈了！”至今令很多人印象深

刻。

现在，执掌过包括第四届西藏国际旅游文化博览会开幕式、西藏

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庆祝西藏自治区成

立 55周年文艺晚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文艺晚会等西藏多台跨

历史、多角度、展成就的重大晚会后，白玛次仁对人生有了一些不同的

领悟。

白玛次仁有些动情地说：“这些年，我学着从舞蹈里面走出来，再

反观它、审视它，这对我做好一名晚会导演的帮助是极大的。”

2020 年底，在那曲市聂荣县查当乡驻村的白玛次仁，得知自治区

有关部门正为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文艺晚会评选晚会总导演时，他主

动出击角逐这个机会，利用到拉萨轮休的半个月时间，积极投入到剧

本的创作中，最终不负众望，拿下这台重大晚会的总导演。

“历时 8 个多月，光剧本就修改了 26 稿，期间的过程很艰难，但成

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整台晚会把握住了政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得

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肯定，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时过半年，再

提起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文艺晚会，白玛次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

觉。

从一名舞蹈演员转行到导演，起初，白玛次仁在一台晚会中，会将

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演员身上。后来，他慢慢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误

区。白玛次仁越来越觉得，担任一台晚会的总导演，尽管很多事情可

以自己定夺，但各方协调沟通之事也全得由他来搞定，琐碎而细微。

每导一台晚会，白玛次仁要从剧本创作到演员定夺，与音乐、舞美、道

具、灯光、化妆、服装以及后勤部门一一对接，各个沟通。“我要学会与

每一个工种的人对话交流。会比较累，但也是一种人生历练的过程。”

这是他作为一名舞者时，从未有过的感觉。

“所有这些工种都为一台晚会服务，比如，晚会最早期的剧本若没

创作好，后面所有的落地工作就不好做了。”这也许是年轻的晚会导演

白玛次仁这些年最大的感悟：“至少，我得稍微懂点行，不然就完全做

不好这份工作。”

白玛次仁坦言，在一次次的磨练中，他开始慢慢有所领悟，学着弱

化对表演工作的过多关心与关注。他试着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晚会

的剧本创作、音乐、舞美、服装等工种。他发现：“只要把这些团队的服

务工作做好，再去反过来看一台晚会的舞蹈等表演部分，基本不会有

大问题。”

白玛次仁说，没有谁可以一成不变。“我随时接受变化，因为我一直觉得，改变

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标签。”

2001 年，白玛次仁的人生第一次发生改变。辽宁省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校与

自治区歌舞团的舞蹈老师，来到他的家乡日喀则，选拔可以委培的好舞蹈苗子。

在众多青少年中，13 岁的白玛次仁，有幸被挑中。这是白玛次仁与舞蹈的第

一次亲密接触。尽管，这是父母为他的人生所做的一次选择。

他解释道：“那年是父母让我去的，因为如果被选中了毕业后回来可以直接进

自治区歌舞团，他们说那是‘铁饭碗’，将来的工作无后顾之忧。”

2008 年，刚满 20 岁的白玛次仁从舞蹈学校毕业回来时，如父母所愿，成为自治

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此时的白玛次仁，已然很热爱舞蹈艺术。与当初那个青涩的羞于表达自己的

男孩相比，他的性格似乎因结缘舞蹈艺术而开朗了些，也多了一些对未来的思考。

2010 年，白玛次仁做出了人生第二次重大选择——他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舞

蹈学院民族舞专业。这次不同于 10 年前父母的安排，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决

择。

为此，白玛次仁遭遇了单位的不同意、父母的阻拦。最终，凭着对进大学校园

再充电的满腔热忱，他克服了所有阻力，在当年千余名报考学生中，以第一名的好

成绩考入心仪的学校——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显然，这是白玛次仁规划自己未来的一次成功体验。

2014 年 7 月毕业后，白玛次仁没有如期回单位上班，而是以一名舞者的身份，

开始在北京长达两年的“北漂”生涯。

“当时，我是想做点事，但又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短暂的迷茫让白玛

次仁投入到作为一名自由舞者的努力和探索中。

那段时间，为了养活自己，白玛次仁以编导的身份去过很多院校教授舞蹈；以

舞者的身份，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交流、创作，并到各处演出。“每天接触很

多人，早出晚归，花在路上的时间总是很多，晚上回到出租屋里，总是累得倒头就

睡。”那些忙碌的日子，当白玛次仁再说起，仿佛就在昨天。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是民族舞的最高殿堂，多年舞蹈专业的熏陶与素养，

让我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他说。

2014 年，在“中国好舞蹈”节目中的绝佳表现，更让白玛次仁一时声名鹊起。

也因此，“北漂”初期的艰难很快便迎刃而解，他的演出邀约很多，可观的收入，加

上附带的一些光环，让白玛次仁的“北漂”生活并无太多苦涩可言。

在北京的那些年，白玛次仁学到了很多，结识并拜会了很多舞蹈界的知名人

士，包括享誉国际、来自台湾的编舞家林怀民、舞蹈家金星等人；他也曾携自己的

原创舞剧《根》，以个人名义在保利剧院举办个人创作舞剧演出。

种种经历，为他日后的成长积累了不同的人生经验。在白玛次仁看来，两年“北

漂”生涯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他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对未来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他说：“如果问我从这些前辈身上或‘北漂’生涯学到了什么？我想说，那些与

不同的人交流、学习的过程，最终融入了我对舞蹈的认识，又在往后的岁月里，在

不知不觉中，揉进我整个人生经历中。也因此，我总觉得人不应该困在你已知的

世界里，一定要学着找机会见一些世面，多认识一些人，慢慢让自己的格局变大。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

白玛次仁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对不起，我接个电

话，比较重要。”采访过程中，他不时被电话打断，总是微笑着向记者表

示歉意，然后认真接听电话。听得出，每个他接听的电话都与他正在接

洽的一台晚会或工作相关。

他最新接到的一台晚会是山南市邀请他导的一台关于卓嘎、央宗姐

妹的晚会。“为做好这台晚会，这两天我就要带着十几人的团队到玉麦采

风去，主要就是让主创人员到卓嘎、央宗姐妹守护的土地上，感受生活，

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白玛次仁说，自己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一年有 340 多天可能都在忙

着。“这些年我所接的很多重大晚会导演任务，基本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会对每个剧本创作下很大功夫，拿下后再投入更多精力搞好一台晚

会。所以，没有什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办成的事情，你必须努力才行。”他

说。

年岁渐长，但白玛次仁仍然热爱舞蹈艺术，喜欢跳舞。即便如此，他

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自己的特殊使命的。因此，他对自己的

每次选择都有所舍弃。

“在什么年龄段该扮演什么角色，你就得扮好它。”这是他对自己偶

尔可能矛盾时的某种提醒。“我觉得这是原则问题，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无论这个正在做的事情期限有多久，但只要是你当下该做的工作，

你就得全力以赴做好它。这也是我对于工作的理解。”白玛次仁如是说。

13 岁到 27 岁之前，白玛次仁一直努力成为一名好的舞蹈演员，他做

到了。用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话来说：“我做得很好，把全国关于舞蹈的奖

项基本都拿到手了，以我个人的整体条件来说，我已经做得很棒了。”

27 岁至今，白玛次仁的生命轨迹则沿着晚会导演的梦想跳跃着，这

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之旅。他说：“到目前为止，就做好晚会导演这个

事情，我该做的也都做了，至于做得成功不成功，当然不是我说了算，但

我的确为此努力过。”

两年“北漂”的经历，让白玛次仁对人情世故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

法。他说，在西藏，人们总可以坐下来闲谈你的快乐或困惑，总有时间将

你所遇到的世间冷暖与亲朋好友彼此分享。“我觉得这是作为西藏人的

小确幸，是西藏幸福指数的直接来源。”他说。

平时，白玛次仁喜欢结交朋友，喜欢与人聊天，喜欢摄影，也喜欢看

艺术类的书籍。休假时，他喜欢带着家人到处自驾旅行。他说：“这也是

我向家人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平时太忙了，没时间多陪伴他

们。”

4 年前，白玛次仁在拉萨慈觉林文创基地开了一间上千平方米的展

厅，名叫艺梦空间。在这里，他希望为每个怀揣着艺术理想，却苦于没有

平台的西藏年轻人，免费提供一个场地让他们施展个人抱负。“在西藏，

年轻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平台仍然有限，我希望艺梦空间可以帮助更

多年轻人施展自己的才华，办画展、办个人专场舞蹈等。”

艺梦空间是白玛次仁在工作之余，为自己的“初心”打理并浇灌的艺

术空间。“我认为，初心不是一件事，而是你要做好人，处好事，与人沟

通。对我而言，做舞者、当导演、打理艺梦空间，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免费

平台，都是我自己初心的体现。”

“新时代到了，接不接受改变在你自己。”现在，他越来越觉得，计划

不能太多，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当下过好，就是最好的人生，也是对未

来负责的一种态度。“我始终怀着随时接受变化的心态，也许我会接着做

很长时间的导演，也许，不久就会有变化。谁知道呢！”白玛次仁说。

白玛次仁：

追逐梦想的脚步不曾停歇
本报记者 晓勇

“我发福了！”白玛次仁一句似乎有点自嘲的开场白，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初次会面的尴尬。

一身休闲穿搭，一头随意扎起的蓬乱头发，没有染任何颜色，尽管过早出现的白发和他刚刚 32

岁的年纪看起来有一点不相符，但这并不影响他整体帅气的样子。

2015 年 8 月，刚从北京回来的白玛次仁执导了他导演履历中的第一个晚会——中国西藏雅砻文

化节开幕式。自此，这位藏族小伙儿的晚会导演生涯就不曾停歇，他以每年至少导一部西藏重大晚

会的进程，成了这个行业里最年轻的藏族导演。

白玛次仁笑着说，他的白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疯长的，“因为做导演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如今，这位曾经自喻为“自由舞者”的藏族青年，在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身份，定义着自身的角

色。正像他自己说的：“我随时接受变化，因为，改变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标签。”

每一次改变
都是人生的历练

每一次选择
都是目标的追寻

每一次努力
都是初心的体现

白玛次仁在晚会现场执导。

（本版图片均由白玛次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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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文艺晚会主创及相关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