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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的排练室里，姚启凤对着镜子，比划着
川剧的一招一式，琢磨着如何把这蜀风
雅韵融入到她的舞蹈编排中。

14年前，姚启凤在路灯下跳舞的
一幕感动全国。

那是2010年10月初的一个雨夜，
昏黄的路灯灯光投射在成都大慈寺小广
场上，无钱上培训班的姚启凤，在父亲的
帮助下，将广场护栏当作练功房的把杆，
苦练芭蕾基本功。这一幕，正好被华西
都市报记者朱建国用相机记录下来。

命运的齿轮由此转动。得到慈善
组织的捐助、多名芭蕾舞专业人士抛来
橄榄枝、走上央视舞台、在亚太电影奖
闭幕典礼上和昆士兰芭蕾舞团同台演
出……姚启凤说，“从那时起，舞蹈的大
门第一次真正向我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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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姚启凤仍清楚地记
得14年前那个秋日的夜晚。

当时，天上飘着小雨，一
心想要练习基本功的她又来
到了家附近的大慈寺门前。
铺上捡来的垫子，以广场护栏
为把杆，以路灯为舞台灯光，
10岁的姚启凤一遍一遍练习
下腰、劈叉、平转等动作，偶尔，
路过的行人会驻足观望一番。

这一次的观众中，有华西
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朱建国。

“我几次路过，都看到这个女
娃娃在那里练功，直觉告诉
我，她背后有不一样的故事。”
当晚，朱建国拿着相机，拍下
了姚启凤在路灯下练舞的照
片，刚拍了一张，却被女孩的
父亲姚永中阻止了。交谈中，
朱建国得知，这个热爱芭蕾舞
的小女孩家境贫寒，父亲拿着
低保，母亲在商场打短工，她

没钱上舞蹈培训班，只能通过
DVD自学，没有场地练功，就
在广场上自己练习。

接下来几天，朱建国每晚
蹲守在广场上，挖掘女孩路灯
下练舞背后的故事。他走进
女孩一家“蜗居”的老房子，拍
摄记录更多细节：捡回来的舞
鞋、摞起的奖状……为了避免
单一信源“编故事”的风险，他
还找到社区进行核实。

“我想通过报道帮助启凤
实现她的舞蹈梦。”朱建国对
姚永中说。但要不要让女儿
的事情见报，姚永中犹豫了好
几天。他怕给女儿招来非议，
产生负面影响，更自责没能给
女儿更好的环境，但最后他同
意了，他的心愿很简单：“如果
有个老师看到报道，觉得娃娃
可以栽培，愿意给她免费上课
就好了。”

2010年10月18日，华西
都市报推出《无钱上舞蹈培
训班 10岁女孩路灯下练芭
蕾》的报道，当天便引起了强
烈反响，不只全省、全国，还
有美国、加拿大的越洋电话
打来，希望帮助这个坚韧又
懂事的小女孩圆梦。

14年后，姚启凤用“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来形容当
时这篇报道给自己带来的
变化。

成都资深芭蕾舞教练
主动发来邀请，希望免费吸
收姚启凤为自己的学员，并
赠送她全套崭新的练功
服和练功鞋；中国舞蹈
家协会特别指派工作
人员来到成都，对姚
启凤的舞蹈援助做
了初步规划；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决
定，每年资助
5000元用于姚
启凤的舞蹈培
训，直到她上
大学……

“除了
物质上的
帮助，更重
要 的 是 ，

让我开阔了眼界。”姚启凤
说，自此，她频频飞往全国
各地，在各大卫视的舞台上
展示自己；登上中央电视
台，和“芭蕾公主”侯宏澜共
舞。她还受邀到澳大利亚，
在第五届亚太电影奖闭幕
典礼上和昆士兰芭蕾舞团
同台演出芭蕾《向舞之
梦》……“对我来说，也是从
这个时候，舞蹈的大门真正
向我敞开。”姚启凤说。

从路灯下到国际大舞
台，亲眼看了外面的世界，
姚启凤想要学的更多了。

“从舞蹈中感受到了真正的
乐趣，我要一直坚持这条
路。”姚启凤特别谈到了对
她影响颇深的邓平兰老师，

“当年报道后，很多老师联
系了我，其中就有邓老师。
我在她那里免费学习舞蹈6
年，因为她，我爱上了古典
舞，也感受到了舞蹈在编排
过程中的魅力。”

每次接受采访，被问及
未来的梦想，姚启凤都异常
坚定：当舞蹈家。“从8岁选
择学跳舞，我的梦想就没有
变过。”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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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女孩路灯下苦练芭蕾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
看似偶然的背后，有一个普通女孩对
心中梦想的执着、奔赴，也有一个记者
对身边冷暖的感知、传递。

为了梦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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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从路灯下走上了国际舞台
报道圆梦

想用舞蹈表达更多四川故事
追梦不停

2010年10月9日，成都大慈
寺门前，10岁女孩姚启凤在
路灯下练芭蕾。 朱建国摄

2024年 12
月，朱建国与
正在川音舞蹈
学院读研的姚
启凤再次合影
留念。

2024年6月，姚启
凤收到了川音舞蹈学院

发来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
知书，未来3年里，她将以舞
蹈创作为研究方向，续写自
己与舞蹈的故事。

从最初被报道，到受到
各界关注和帮助，再到一路
升学，向着梦想迈进，大家都
觉得，姚启凤是幸运的。但
在聚光灯之外，这条追梦之
路并非坦途。

“高三时艺考失利，对我
打击挺大。”失败的经历，让
姚启凤意识到，自己的个子
在舞台上没有优势，是不是
该放弃？有三个月的时间，
姚启凤选择与舞蹈“隔离”，

“最后发现自己放不下。”也
是这一次，姚启凤冷静下来，
平衡内心声音和客观现实
后，她选择了舞蹈编导专业。

在大二时，姚启凤尝试
编过剑舞，照搬教材上的动
作让她觉得“空洞”。能不能
找个地方采风，让每一个动
作有属于自己的表达？大
四的寒假，她独自一人跑到
峨眉山拜师，潜心学习了两
套基础剑法。

这一次，靠着自己的思
考和探索，舞蹈再一次为她
打开了新的大门：“四川这么
多传统文化，我想好好利用
起来，通过武舞、戏舞融合，
把它们搬到舞台上，让更多
人看到。”除了平时上课、周
末勤工俭学外，每周有两天，
姚启凤会坐近两个小时的地
铁，从新都到温江学习武术。

在姚启凤看来，14年
前，朱老师以镜头为载体，讲
述了小小角落里她的故事，
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如今，
她想以舞蹈为载体，让四川
本土文化有不一样的表达。

2024年12月18日，华西
都市报创刊30周年前夕，再度
见到当年拍摄自己练舞的记
者朱建国，姚启凤难掩激动。

朱建国的电脑里，特意
给姚启凤建了一个文件夹，
一张张图片、一个个表演视
频，从2010年至今，一直记
录、见证着姚启凤的成长点
滴。这次见面，两人还聊起
了未来关于川剧舞蹈化呈现
的话题。姚启凤当场决定，
邀请朱建国观看她两年后
的毕业汇报表演。

2010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朱建国拍
摄采访的这篇《无钱上培训班，10岁女孩路
灯下练芭蕾》的报道感动了无数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