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绚丽多彩的军旅舞蹈艺术画卷
上，在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部队文艺队
伍中，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提及，那就是
现任中国舞协副主席、 解放军艺术学院
副院长的军旅舞蹈艺术家左青。 他是一
名从表演舞台走进编导天地又走上领导
岗位的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他每一步
都走得踏踏实实，走得认认真真，也走得
成就斐然、令人瞩目，走出了一位军人艺
术家的风采。

一次机遇
让他走上专业舞蹈之路
左青１９７０年入伍， 一开始是在驻陕

西的部队业余宣传队工作， 从小热爱舞
蹈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 那个年代是普
及“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宣传队没有专
业舞蹈教员，他就以舞剧《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作为训练教材，没有舞蹈教室，
他就在食堂在宿舍在练兵场上练功，强
烈的兴趣和刻苦的训练， 使他的舞蹈表
演技能在部队和驻地中小有名气。 领导
觉得他是一个舞蹈的好苗子， 专门把他
送到当地的专业舞蹈团体进行舞蹈培
训，给他打下了良好的舞蹈基础。 但是，
真正使他走上专业舞蹈之路，却是６年后
的一次机遇。

１９７６年初， 兰州军区文工团有一个
舞蹈作品被文化部选到北京参加“五一”
游园演出，但是，这个舞蹈作品的主要演
员在排练中摔伤了， 兰州军区文工团决
定在全军区进行舞蹈演员的选拔， 准备
找一个能够代替主要演员的人。 恰好兰
州军区文工团来到陕西对部队进行慰问
演出， 左青满怀热情， 积极去报考文工
团， 文工团的领导和节目的编导发现他
基础很好，一眼就看中了他，于是把他调
到了军区文工团歌舞团。 他抓住了这个
机遇，从此走上了专业舞蹈之路。

到军区文工团以后， 那位主要演员
病愈， 左青没能代替他去参加北京的演
出，但凭借着他在节目排练中虚心勤奋、
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和出色的艺术表演
感觉， 左青受到了团里领导和老师们的
重视，被作为主要演员进行培养。 年轻的
左青进步很快。 １９７８年，他赶上了全军第
四届文艺汇演， 在舞蹈作品《血染的战
旗》里面担任领舞，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１９８０年，他又参加第一届全国独舞、双人
舞、三人舞比赛，以双人舞《送哥出征》获
得表演二等奖。 １９８３年，他参加中国青年
艺术家代表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
办的法国龚佛朗国际艺术节上，以《安塞
腰鼓舞》摘得男演员最佳表演奖的桂冠。
一系列的荣誉接踵而来， 使年轻的左青
开始受到大家的瞩目。

选择了舞蹈
就是进了“地狱之门”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舞蹈艺术需要
痛下苦功这一点是决不会变的。 ”谈起当
年自己的舞蹈训练和舞蹈表演， 左青笑
言：“选择了舞蹈就是进了‘地狱之门’，
门外的人无法体会其中的辛苦。 ”他说，

一个舞蹈演员没有任何捷径， 要攀上艺
术高峰只有吃苦。 舞蹈就是要使一个人
身体的自然形态， 通过艰苦严格的肢体
训练，进入到肢体的“有机形态”中，然后
再还原到肢体艺术的自然形态中去。 这
个过程非长时间、 大运动量的艰苦训练
不能完成。

左青是一名军人， 在吃苦方面当然
具有军人那种过硬的素质。 当演员，他为
追求舞蹈的高水平刻苦训练；当编导，他
为追求作品的完美而奋斗。 虽然艺术难
以达到完美，但不吃苦就没有收获。 他是
土生土长的西北汉子， 对西北充满了感
情。 大西北民族民间舞蹈中那种苍劲的
生命意识、纯真质朴的感情、热情奔放的
性格、 大气豪迈的气质都让他对西北的
民族民间舞蹈特别偏爱。 在自己的表演
和创作中非常注重运用西北地区的民族
民间舞蹈语言， 在对塑造人物表达情感
的把握和对舞蹈风格的追求上， 特别是
对现代军人生活与情感的表现上， 处处
都渗透着他的一种西部情怀， 形成了一
种以小见大、刚柔相济、大开大合的艺术
风格，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将舞蹈进行到底
舞蹈表演是一门青春的艺术， 对任

何一位舞蹈演员来说，都不可能一辈子
在舞台上跳舞。 怎么把自己心爱的艺术
进行到底呢？ 左青很快做出了自己的选
择， 在全国首届舞蹈大赛取得佳绩后，
他就开始涉足舞蹈编导领域。 当时团领
导提倡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左青又拿出
了苦练舞蹈基本功的劲头，自学舞蹈创

作的基本知识，从过去的用心跳舞到跳
舞时用心揣摩着为何编导这样编排动
作。 他跟着老编导学，非常虚心，处处请
教。 他编导的第一个双人舞作品《探
家》， 选材立意就表现了自己独到的思
考。 作品讲述一个来自农村的战士回家
探亲，思考许久选择了一台小收音机作
为带给家人的珍贵礼物， 但是回到家
中， 却发现家乡在改革开放后面貌一
新，父母已经用上了彩电的故事。 这部
作品带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戏剧性，并进
入了代表军区参加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
的作品选拔赛， 尽管最后在选拔中落
选，但这个节目在基层部队中反响特别
好，许多战士非常喜欢看，这给了左青
很大的鼓励，增强了他的创作信心。 由
此开始，他既当演员又当编导，陆续编
导的作品，先是在团里面上演，继而参
加全军文艺汇演，作品越来越成熟。 通
过自编自导自跳， 左青在观察生活、提
炼主题、素材运用、艺术处理、音乐把握
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左青的第一部舞剧作品《西天的流
星》，反映了西征女红军战士为理想而流
血奋斗的艰苦历程，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

后， 他在舞蹈编导
方面的才华全面显
示出来， 表现自卫
反击战的大型全景
式歌舞《红霞里有
个我》 获得了第五
届全军文艺汇演的
优秀编导奖，《三十
里铺》 获得了第六
届全军文艺汇演的
编导一等奖， 大型
主题歌舞《祖国，请
检阅！》获第七届全
军文艺汇演导演一
等奖和文化部“文
华奖” 的导演奖，
《烛光》获得了朝鲜
平壤国际艺术节的
金奖。

左青说，以前觉得舞蹈演员苦，后来
做舞蹈编导，更累。 作为演员，主要是考
虑如何用肢体把作品表述好， 做编导就
不一样，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作品如何结
构， 如何在创作过程中突出舞蹈艺术的
独特魅力，同时还要和作曲家、美术家、
服装设计等很多人合作， 要让一个团队
围绕着一个艺术创作目标共同努力。 最
重要的是，舞蹈编导需要手把手、一招一
式地给演员排练， 如果编导表达得不清
楚，演员就达不到表演效果。 在编导方面
获得了一系列的全军、 全国乃至国际大
奖之后，左青却更加谦虚谨慎，他说，这
奖那奖不如战士的夸奖， 创作首先要得
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获奖只是一个形
式，只要观众能喜欢，他就很满足了。

挑起更重的担子
在艺术上取得一系列的成绩之后，

组织上交给左青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了。
除了做好自己的艺术创作， 领导也希望
他能负责更多的工作， 把他的艺术创作
观念贯彻到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中去。 从
军区歌舞团舞蹈队队长、歌舞团副团长，
到总政歌舞团团长， 再到总政宣传部艺
术局局长，以至现在的军艺副院长，左青
这么多年里担任了一系列的业务领导职
务。 谈起走上领导岗位的感受， 左青坦
言：“我是一名军人， 当然坚决服从组织
安排，努力完成好每一项任务。 其实作为
一个创作人员， 我并不喜欢处理那些行
政工作，必须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繁重
的行政工作肯定会影响到艺术的创作。 ”

左青说， 行政工作需要一种理性思
维， 是关注集体中的每
一个人， 尽力使他们充
分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而艺术创作是一种感性
思维， 更多是沉浸于自
身， 这两种思维方式显
然是不一样的。 做行政
工作以后， 他的创作爱
好只好放在次要地位
了， 平时只能挤时间来
进行创作。 但是，尽管如
此，左青的创作数量、质
量依然惊人。 １９９０年以
后， 主题性的歌舞晚会
开始发展起来， 左青的
主要创作方向也转向了
这里。 他担任总导演创
作编排的第四届中国艺
术节开幕式、中日邦交30
周年庆典、 抗日战争胜
利50周年纪念晚会《热血
长城》、红军长征胜利60
周年纪念晚会《伟大的
长征》、建军７０周年纪念
晚会《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建国50周年纪念晚
会《战士与祖国》等多台

主题晚会，《祖国永远是春天》 等多届全
国“双拥”晚会，《军人道德组歌》等多届
全军“八一”晚会等，都非常成功。 这些大
型歌舞晚会，许多都是国家、部队的重大
纪念活动，既是艺术创作，更是重大政治
任务， 而左青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左青
说， 搞创作不在于你搞的是大歌舞还是
小节目， 关键是怎样搞。“创作创作”，

“创”在前，“作”在后，“创”是灵魂。
担任领导职务多年， 左青如今已经

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上看待部队的艺术
创作和发展了。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的舞蹈，是从红军初期就产生的，是其他
艺术形式不可取代的。 不同时期，舞蹈都
有优秀的作品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历届
全国性舞蹈比赛中， 部队的舞蹈工作者
创作和表演的舞蹈作品一直都占据着半
壁江山。 每一次全国性比赛中，部队都会
推出一批优秀新作品和表演、编导新人，
可以说军旅舞蹈是中国当代舞蹈的一支
生力军。

左青说， 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是创
新，在这种时代精神的熏陶下，当代军旅
舞蹈更显示出一种昂扬向上的风姿，５６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军旅舞蹈创作的不
竭源泉， 军旅舞蹈艺术正以更加开放的
视野，反映着当今部队火热的现实生活。
但他同时也提出了当前军旅舞蹈创作的
一些不足。 他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 部队变化
是日新月异的， 因此编导必须要不断深
入生活， 必须了解今天的官兵情感和部
队发生的变化， 否则创作出来的东西就
是老套路， 是概念化的东西， 就不受欢
迎。 现在有些作品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
上有雷同化的现象， 反映了编导对生活
的深入不够。 其实部队生活丰富多彩，一
定要深入挖掘才能出好作品。

作为一名军人，左青对“军人”两个
字的理解简单而直接，那就是“奉献”。 他
说，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尽最大努力，
把自己对舞蹈艺术的热爱，献给战友，献
给部队，献给祖国。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
“军人”的称号。

左青：
奉献是军人的天职

左青近照

左青导演的主题歌舞晚会《祖国，请检阅！ 》

《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
《昭君出塞》、《无字碑》、《祥林嫂》、《喊
春》、《向天堂的蝴蝶》……这些优秀的舞
蹈作品都与一个名字分不开， 那就是刘
敏。 正是刘敏高超的舞技和精湛的表演，
成就了这些舞蹈作品鲜明的艺术特征和
经典的艺术地位； 同时也正是这些优秀
的舞蹈作品， 推出了刘敏这个具有独特
艺术魅力的舞蹈表演艺术家。 刘敏在舞
蹈表演艺术领域的成功和辉煌已是舞人
皆知， 曾经有这样的评论来评述刘敏的
舞蹈：“每一个细胞都在倾诉， 每一根神

经都在跳跃，每一丝眼神都在传情，每一
次举止都像个舞蹈的精灵。 ”入木三分地
刻画出刘敏及她的舞蹈带给观众的震撼
力。 然而，刘敏带给观众的震撼力并不仅
限于在舞蹈表演的舞台上。 今天，她已经
从一个优秀的舞蹈表演艺术家成功地转
型为部队舞蹈教育工作者， 作为解放军
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的她， 从另一个舞
台上带来了属于刘敏的震撼力。 作为一
个系的领导者， 作为培养舞蹈艺术人才
的舞蹈教育工作者， 刘敏经历了一个怎
样的历程？ 她和她的学生之间会有什么
样的故事发生？ 带着好奇的心态，我于建
军８０周年之际走进了这位曾经驰骋表演
舞台、 如今又在艺术教育领域大显身手
的女将军的办公室。

１９９９年９月， 刘敏从总政歌舞团调入
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 任舞蹈系副主
任。带着压力、带着责任感，她走进了这所
军旅院校的大门。 当然，从演员向教员转
变，在没有做出工作成绩之前，是很难被
承认和接受的。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
在高强度的大工作量之中，刘敏硬是咬着
牙， 带领自己的学生， 辛苦作战一年，在
２００２年上海“桃李杯”比赛中取得打破纪
录的优异成绩，一改军艺１５年在“桃李杯”
赛事中无金奖的历史，为自己在舞蹈系的
工作奠定了信心，赢得了信任。之后，她针
对军艺的舞蹈学员在舞台表演中偏重技
术技巧而缺乏情感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的弊端，提出“以赛代训”的强化训练法，
并特为此创办军内“红星杯”舞蹈大赛和
红星舞蹈团。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刘敏共
率领舞蹈系师生在国内外各大舞蹈比赛
中获得教学表演奖、创作奖、理论奖金牌
２１枚，银牌２６枚，铜牌３１枚。 随着频频获
奖，军艺舞蹈系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走上
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刘敏在舞蹈教育领域工作崭露锋
芒， 显示出她对于舞蹈教育理论和舞蹈
教育方法的一些成熟思考， 这些思考是
怎样的呢？

刘敏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 除本专业舞蹈教育之外，刘
敏利用军艺各个系别的优势和特点，强调
与军艺其它系别开展全面的合作，开展演
讲、童声合唱、美术等方面的更广泛的素
质培训，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素质，
提高他们的综合文化底蕴和技能。从培养
目标讲，单纯训练是无法在舞台上表现军
人风貌的，只有综合训练的体系才能造就
学生在舞台上的表现力；也只有强调综合

技能的训练，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才能
适应军旅舞蹈的需要。

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刘敏还
特别强调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她带领其
他老师们身体力行地为学员做出榜样，给
学员家庭般的温暖， 让他们融入集体，有
亲情感，像兄弟姐妹般互爱、互动、互学、
互帮，变成一个大家庭。 在刘敏的教育带
动和严格要求下，军艺舞蹈系学员的集体
荣誉感特别强烈。所有成员都会知道红星
舞蹈团的魅力是靠每个人的点滴行为决
定的。 所以最明显的表现是，每次她带红
星舞蹈团出国演出，不论走到哪里，红星
舞蹈团使用过的化妆间不会有一张纸屑。
曾经有一次，演出完谢幕献花，一个主要
演员却在化妆间捡纸屑；还有一次，两个
男演员签了半小时名，签的却都是“红星
舞蹈团”，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军艺舞蹈
系的学生真正懂得一个集体品牌的建立，
是要用每个人的点滴行为去精心维系的。
整个军艺舞蹈系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集
体。

在舞蹈专业教育当中，刘敏特别重视
舞蹈技术课课堂的纯粹性和规范性，特别
是针对军艺中专班的学生。她力求为他们
创造一个干净、纯粹的课堂，使他们单纯
地接受一门舞种的训练， 力求在训练之
后，他们能够准确、清晰地把握不同舞种
的艺术特征，而不是互相穿插，模棱两可。
为此，刘敏对各科老师在技术课上的创新
严格把关，尽量不使课程游离于舞种的基
本艺术特征之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军
艺舞蹈系没有开设古典舞基训课，而是开
设芭蕾舞基训和古典舞身法两门课程，以
保证各舞种的纯粹性和规范性。刘敏始终
认为教学应当保证纯粹，与创作中的创新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 不能相互穿插。
不同于技术课的纯粹性和规范性，刘敏强
调在舞蹈技巧课上要贯穿创新性。在军艺
舞蹈系的技巧课中，艺术体操、戏曲的毯
子功、古典舞及芭蕾舞的技巧学习都结合
在一起。 刘敏要求技巧课老师不能守旧，
不能仅仅完成教学大纲的这些动作，而是
必须创新， 以适应今天社会的快速发展，
寻找一切可能去追求更多的变化和发展。

面对观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舞台的千
变万化，舞蹈演员必须适应变化、不断创
新。与此同时，在技巧课上，刘敏还特别强
调每个技巧动作的前后连接动作，强调技
巧的整体性，她认为那是舞蹈的肢体和情

感的联系，是连贯的，而不是断裂的。
刘敏对于舞蹈教育的深入思考，显现

出刘敏作为一名舞蹈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感。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对教学目的的完美
追求为她系里的老师们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 在这个层面上，刘敏又展现出了作为
领导者高超的领导技巧和人性化的领导
方式。

作为领导者，刘敏非常善于换位思考，
正如她总说的一句话“艺术家的心灵是脆
弱的”，所以她在每一次和老师的对话之前
都会从对方的角度仔细考虑， 怎样沟通才
能做到既严格要求又不伤害对方， 怎样沟
通才能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刘敏要求
中专班老师首先是读儿童心理学， 作为与
儿童打交道的老师，如果不懂儿童心理学，
就是失职。对于任课老师的创新，刘敏总是
持保护的态度， 即使明知道这种创新是走
不通的，她也要维护老师创新的意识。所以
她总是让老师去实践， 然后用实践告诉他
们自己创新是否可行。 特别面临两个学科
的融合这样的课题，刘敏总是让实践证明，
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因为她知
道，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是很难的，但挫伤
一个人的积极性却很容易， 挫伤积极性是
作为领导的一种失败行为， 要懂得换位思
考，使领导的管理更人性化。

如此种种，刘敏在新的舞台上所表现
出的能力，丝毫不比她在表演舞台上所呈
现出的能力逊色。 作为演员，她受到所有
人的宠爱；作为领导，她宠爱所有的人。两
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刘敏秉持了非常好的
心态去调整。 她唯一在乎的，是做的是否
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她如今已喜欢甘为人
梯的平凡、无畏和奉献，当老师和学生在
刘敏的支持下不断进步时，她只在幕后笑
看云淡风轻。她会不断地去思考下一步怎
么走，明天怎么走，只因为她是一个老师，
是一名领导，是对整个军艺舞蹈系负责的
人。她要求自己每一步都要走得谨慎再谨
慎，三思再三思。 她在这个更具有责任感
的舞台上投入地表演着。

“人一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选择一个
自己喜欢的事业去做，我很幸运，选择了
舞蹈。 我天生应该为舞蹈做点什么，我一
生都不会离开舞蹈事业， 如果不从事舞
蹈， 我就没有了激情， 没有了忘我的投
入。 只有舞蹈是我惟一的事业。 ”今天的
军艺舞蹈系主任、 风华正茂的刘敏少将
在说这段话时， 美丽的脸庞映射出希望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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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和学员谈心

刘敏与军艺小学员一起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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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青在双人舞《送哥出征》中倾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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