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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她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十岁遭逢变
故成为孤儿，这是命运为她埋下的伏笔。好在人间尚有
暖光，好在她能坚定争取，终于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春
风，从上海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专业舞蹈学
生……”自《共和国的红舞鞋——陈爱莲的舞蹈艺术人
生》开展以来，陈爱莲之女、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校长
陈妤，成了展览讲解员，每天都会来到国家大剧院展馆
为一波又一波的观众讲解母亲陈爱莲的舞蹈人生。

4月27日，《共和国的红舞鞋——陈爱莲的舞蹈
艺术人生》主题展览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东厅）举
行开幕式。“妈妈生前特别希望来国家大剧院演出，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遗憾错过了，所以我们把这次展览
带到了国家大剧院。”陈妤介绍说。

陈爱莲是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
名舞蹈表演艺术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原副主席。陈爱莲
作为中国舞事业奠基人之一，从艺70年来，通过孜孜
不倦的艺术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陈爱莲病逝，享年81岁。她
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章节，一是在新中国的关怀下苦练
舞艺，为观众奉献了很多优秀艺术作品，同时向西方世
界展现东方美学，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舞蹈艺术家；二是
开办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致力于推动中国舞蹈事业
的人才培养和理念传承，成为国内民办职业舞蹈教育
的勇敢探索者。此次展览借助图文解说、实物陈列和影
音资料等多种方式，通过“初心”“舞魂”“传艺”和 “回
响”四大板块，详尽讲述了当代中国舞蹈泰斗陈爱莲从
艺70年的成长经历、艺术探索、技艺传承和公益实践，
向观众全面呈现了这位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舞蹈家的
光辉一生。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吕彩霞在观展过程中深切地表
示：“此次公益展览活动，也是在通过图文影像来讲
述陈爱莲同志的舞蹈艺术人生，借此引导广大民众学
习她的精神追求、公益情怀和人格魅力，借助她的榜
样引导作用来指引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让我们可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得到更多精神鼓励和
榜样指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陈爱莲生前好友和并肩战友，第十一、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观展
中动情地说：“爱莲同志虽已离开，但她为人为艺的
精神价值、传承后人的艺术情怀和回馈社会的公益理
念，值得我们学习实践并发扬光大。”

“在这些跨越几十年的表演照片中，我依然会被
她的眼神所震撼。她演《蛇舞》时的眼神，演《小刀
会》时的眼神，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是
一双睿智而又充满艺术灵感的、永不放弃的眼神。”
冯双白表示，陈爱莲为了演好《蛇舞》中的角色，专

门去动物园观察蛇的动作，一待就是半天；她仔细观察
蛇慢慢爬行的动作和头抬起来那一瞬间的细节，并反复
练习。她对角色的把握和要求非常严谨，她身上蕴含的
巨大的艺术能量，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主持人
瞿弦和在参观展览时说，陈爱莲用一生告诉人们，什么
是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什么是业精于勤。特别是年轻的
艺术工作者，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艺术，这是陈爱
莲带给大家的最大启示。

展厅中十分引人注目的,还有陈爱莲表演舞剧《红
楼梦》时的服装和扇子，这些穿过岁月而来的实物展
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全情投入到新中国的
舞蹈事业探索之中，又如何将艺术追求与国家需要和时
代需求融合共生。

“这些服装道具她用了很多年，把它们当成心肝宝
贝一样爱惜。其实她爱惜服装道具不仅仅是因为勤俭朴
素，更是因为她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热爱舞蹈艺
术。”陈妤在展览现场说道。

展览现场不仅有北京的观众，还有远道而来的朋
友。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青年舞蹈演员刘迦也从南京赶
到现场，在陈爱莲老师的照片前久久伫立。2019年,
80岁高龄的陈爱莲受邀登上《舞蹈风暴》节目总决赛
的舞台，与刘迦共同为全国观众再现了舞剧《雷雨》中
的经典片段。刘迦在现场交流中表示：“爱莲老师在我
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后辈心中埋下了一颗强有力的种
子，让我们知道舞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偶像应该是什么
样的。”

一名在展览现场表演的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高二学
生深情地说：“很想念爱莲校长，她是我舞蹈道路上的
引路人，通过她，我真正认识到了舞蹈并且爱上了舞
蹈。”

陈妤在接任爱莲舞校校长之后,也在持续带领全校
师生开展教学实践和公益活动，立志将爱莲精神的榜样
力量和引领价值传续下去，如她在现场导览中所说的那
样：“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创造了属于她的时代，母亲

不是一个人，她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中奋勇拼搏的一群
人。我们想让大家知晓母亲的故事，知晓那个时代的故
事，知道那个时代中那一群人的故事，让他们点起的点
点薪火，得以传续……”

展厅里的观众络绎不绝，但是非常安静。大家都在
静静了解这位“东方舞蹈女神”传奇而又灿烂的一生，

“倾听着”每一幅照片、每一件服装道具、每一页手稿
“讲述”的故事……

点点薪火 汇聚成光
——《共和国的红舞鞋——陈爱莲的舞蹈艺术人生》主题展览开展侧记

记者 李木元 谢阿愁 刘乙潼 实习记者 何欣雨

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和中国舞协的同事们
一起去看望陈爱莲老师。路上堵车，当我们到达爱
莲舞蹈学校时，她刚练完早功，正从教室走回住
地。记忆中那个冬日的阳光特别明亮，洒在从远处
走来的陈爱莲身上，色彩鲜艳的大披肩衬托着她轻
盈的步履，这哪里像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

于是，大家纷纷打趣她说：“这是谁啊？才刚
刚18岁！”

她笑着回答：“舞蹈就是我的‘长生不老药’！”
陈爱莲从艺 70 年，天天坚持练功，从未间

断。舞蹈，就是爱莲老师的生命！生命不息，舞蹈
不止，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执着追求。

“谁是全世界年龄最大的专业舞蹈家——中国
人。”陈爱莲生前曾多次对我说，她最大的心愿就
是要为中国舞蹈人创造这项世界纪录。

爱莲老师告诉我，世界著名的古巴芭蕾舞蹈家
阿莉西亚·阿隆索19岁时眼睛几乎失明，但凭借着
顽强的毅力，她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直到古稀之年。

“全世界的职业舞蹈家，大概没有谁能够再超
越阿隆索了。”爱莲老师每每说到此事，眼睛里都
会闪耀出一种令人感动的目光。而此时，她也总会
骄傲地看着我说道：“破纪录，你要信我！”

是的，我信她！
不论多大年龄，在许多重要场合，陈爱莲都一

直坚持自己参加表演。在中国文联每年举办的百花
迎春联欢晚会上，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和年轻的舞
者们一起奉献舞姿。她将舞蹈的状态保持得那样完
美，甚至还以 80 岁高龄参加湖南卫视 《舞蹈风
暴》中的双人舞，在高难度的托举技巧中塑造繁漪
的动人形象……这一切都让人们相信，陈爱莲就是
那永远不老的“东方舞蹈女神”。

2020年，我们正筹划拟于2021年举办舞剧《红
楼梦》诞辰40周年纪念演出，这样，陈爱莲先生就可
以在80岁的时候演出全本舞剧《红楼梦》，超越古巴
的阿隆索，创造世界奇迹，而我也相信，那时候陈爱
莲一定还能饰演林黛玉，给大家一份惊喜。然而，这
场筹划竟然最终成了遥不可及之梦，听闻陈爱莲病
逝那一刻，《红楼梦》里写黛玉之死的词句涌上心头：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舞神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的头脑是清醒的，
一定是预感到大限已到，于是她让家人给她穿上了
表演《春江花月夜》的那套服装。得知此情，我心中大
震、大痛，禁不住潸然泪下。爱美的爱莲老师，走到生
命尽头，心心念念的还是她的舞蹈艺术，穿上那套舞
服，是她愿意留给人世间的最美印象。

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大爱之情啊！她爱美，因
舞蹈而追求艺术之美丽形象，也因自己的美丽而让
中国古典舞散发耀眼的光辉；她爱美，所以勇敢地
用一生挑战舞者艺术生命的极限，又在生命的最后
关头，勇敢地迎接生死转换，凛然无畏地、极其坦
然地告慰天下——东方舞蹈女神之美永恒！

陈爱莲爱美，更是心存善念之人。她所塑造的
艺术形象，早已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然而，她生
前创办了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特别招收贫困山区
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舞蹈天赋的孩子，并且伸出热情
之手给予帮助，减低甚至完全免除贫困地区学生的
学费、杂费以及伙食费和住宿费等。资料显示，
10年的时间，陈爱莲老师资助贫困学生的费用高
达100多万元，她默默地开拓性地做着舞蹈慈善，
却从来不事张扬，因此很多人并不了解。

2019年 7月 1日，陈爱莲入党的消息不胫而
走。8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让很多人非常
动容。我向她表示祝贺，她非常真诚地对我说：

“从我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至今已经快 60年
了，入党，是我一生的梦想，因为是党把我从孤儿
院里救出来，也是党引领我踏上舞蹈之路的。我尊
敬党、爱戴党，尊崇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
当。”听着她的话，我慢慢理解了她的为人处世之
道——人生当有所作为，坚定目标，坚守信念，矢
志不渝，坚持到底！

作为舞蹈家努力创造经典艺术形象，她是如此；
作为舞蹈女神一生爱美，她是如此；作为一个新中国
培养起来的舞者在追求信仰、真理和理想的问题上，
她更是如此。美、善、真，至此融合为一。

陈爱莲追求舞蹈艺术至高境界的个人梦想，随
着她的逝世，就此终结了，这实在令人洒泪痛惜。
泪祭陈爱莲，追思其人其事，我不禁扪心自问：从
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爱莲和那一代舞蹈家们所
探索的中国古典舞艺术，没有理由停止发展。真善
美合一的境界，谁来认同？时代的创新舞步，谁来
接续？吾辈当深思！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席）

人间大爱
不了情

冯双白

母亲走后，我从她手中接过这份沉沉的担子，
心中自知，责任很重，路很漫长。母亲这一生走了
很远，以孤儿的身份从上海走到北京，又以舞者的
身份从中国走向世界。

她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章节，其一是精研艺术，
苦练舞艺，为观众带去诸多优秀艺术作品，同时向
西方世界展示了东方美学，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舞蹈
艺术家。其二是开办了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致力
于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人才培养和理念传承，成为
国内民办职业舞蹈教育的勇敢探索者。属于她的荣
誉和光环有很多，但在我这里，她首先是一位言传
身教的母亲。母亲始终对我们严格要求，很多人说
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身教大于言传，做好
自己，时间久了，孩子们会终有所得。

母亲没有给我们讲述那些大道理，只是在照料
我们衣食温饱的同时，带着我们一起学习舞蹈动
作，一起关心学校学生，一起参与社会公益。慢慢
地这一切都成了印在我们心中的习惯、标准，我们
也就学会了以此来要求自己并关爱他人。

母亲在新中国舞蹈艺术界创立了属于她的时
代，但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群人。人的命运靠自
己努力拼搏，也靠时代赋予机遇。她生在旧时代，
长在新中国，在时代的潮流中一点点往前奔走。都
说她是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但她总说：

“我不是一个人，在我的身边站着广大观众，站着
朋友伙伴，站着很多一起往高峰去攀登的人。”她

想让我们知道她一直在与一群时代奋进者携手去往更
高的地方，她的光芒也是那个时代的光芒，这也是我
们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所在。

我们想让大家知晓陈爱莲的故事，知晓那个时代
的故事，知道那个时代中那一群人的故事，让更多的
人参与薪火传续。母亲离开后的这段日子里，在各方
的关怀支持和师生的携手努力下，爱莲舞校沿着她的
梦想继续努力前行，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她一生所
求，便是以这所学校为讲坛，在精进自我艺术修为的
同时，竭尽所能地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中国舞人才，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展现民族文化，用中国舞蹈讲好中国
故事。

只要我们不忘她的嘱托与期盼，始终记得母亲为
人为艺的精神，她便未曾远去，而是于时光中指引我
们踏歌逐梦，不负她的爱与光阴。待来日，午夜梦
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爱莲依旧如春江花
月夜下的莲花，立于灯火阑珊处，暗香照拂来者，岁
月守望不息。

（作者系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校长、陈爱莲之女）

她不是一个人
她是一群人

陈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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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