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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非如烟。如今我已九十高龄，还能较
清楚地回忆当年情景，主要是因为学员队的那群
天真烂漫、才华初现的可爱小学员们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年，把他们当作
了自己的孩子。

我转业离开他们时，贾沛华、陈胜英、叶小
珠、李芸等学员赠送我留念的照片，至今珍藏。
另外，这份难忘的怀念也包含着一点遗憾：因为
生育缘故，我未能实现连续参加两届全军汇演的
愿望，最终离开了军旅舞台。值得一提的是，我
在学员队那双自用的芭蕾舞鞋一直带在身边，留
作纪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下放在南通

七一机床厂，被借调到通棉二厂，指导文艺宣传
队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全场），当时整个南通
市能找到的芭蕾舞鞋，也就我这一双，而我是指
导，再珍贵也得贡献。训练着一两名轮流穿芭蕾
舞鞋的“大学员”，不由让我回想起当年的学员
队。后来二厂版的《白毛女》名扬江海，而那双舞
鞋却不知所终了。现在想来，虽有点心疼，但也
算物有所值，延续了一段我的舞台梦想。

人老多怀旧，回忆这段往事，用来表达对
学员队紧张而快乐美好时光的纪念，表达对老
战友董啸、李首珠、金钟华以及所有小学员们
的怀念！

1958年年底，因部队精简整编，军一级文工团建制撤销，我
和爱人陈久安从20军文工团奉调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为了
参加1959年的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军区要组建战士业余演出
队，我们适逢其会，被暂借去参加筹建、训练、创作和排练等工
作，陈久安任演员队队长，我任演员队舞蹈组组长兼教员。汇
演结束后，我们又奔赴军区各机关、各部队基层汇报慰问演出，
直到1960年春节前后，演出队的任务结束。可就在我和爱人去
前线歌舞团报到时，有了麻烦：我怀孕了。我只能暂时离开心
爱的舞台，改行担任歌舞团舞蹈队学员队的专职教员。

前线歌舞团舞蹈队学员队后来蜚声舞蹈界，
此时却是草创开班。早在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
期间，总政治部召开了关于部队文艺建设的座谈
会，总结了这次汇演的许多成功经验，同时也指
出了一些不足与缺憾，比如军队文艺队伍的基本
功不足和文艺人才青黄不接等。为解决这一问
题，经过与会的各军区、各军兵种宣传文化部长
广泛商讨，由总政治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准备
成立解放军艺术学院，使军队文艺团体有自己的
院校。

可在艺术学院建立前，各部队文艺团体仍只
能各自为政、各显其能。1960年初夏，总政歌舞
团、空政歌舞团和前线歌舞团联合招收舞蹈学员，
前线歌舞团舞蹈队招收了一批12至14岁的小学
员，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梁思聪、夏小明、石小林、
贾沛华、张宁、李芸、叶小珠、陈胜英等；梁思聪任
班长，贾沛华任副班长，张宁年纪最小，只有10
岁，属于条件较好、可上下浮动两岁而录取的，且
来得最晚，直到8月才报到。

这些十来岁的小学生，前几天还是戴着红领
巾的少先队员，被学员队录取后，就参军入伍，穿
上军装，被授予列兵军衔，成为解放军战士了。

学员队的队长是董啸，教员有李首珠、金钟华
等几位。董啸原在27军文工团，抗美援朝时，和
我所在的20军同属9兵团，兄弟部队联欢演出时
认识了，算是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回国后，军文
工团第一次撤销，我下到58师文工队，他又随团
来58师慰问演出过。1959年，董啸随前线歌舞团
以中国青年艺术团的名义参加维也纳第七届世界
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沈明玉等表演了
民族舞蹈《对花舞》，受到好评。金钟华负责钢琴
伴奏。

李首珠是芭蕾舞教员，业务能力很强。李首
珠结业于总政文化部举办的第一期舞蹈演员训练
班。这期训练班于1954年下半年在北京西城区
皮库胡同开办，教员来自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舞蹈
学校。而以教研组长尹佩芳为代表的这批教员，
则是在国家文化部聘请的苏联芭蕾舞专家伊丽
娜·奥列格珊娜主持的文化部舞蹈教员训练班里，
经异常苛刻的严格训练，将苏联舞蹈学校六年的
芭蕾基训和理论知识高强度压缩，在六个月内完
成了学习。其学习的难度、强度和浓度可想而
知。李首珠的确功底深厚，舞蹈教学规范严谨，给
我以很大的启迪。

我在20军文工团时，舞蹈和教学都是以民族
舞为主，所以在芭蕾舞教学上，我努力协助好李首
珠的教学工作。除了业务训练外，小学员们的文
化学习、生活管理等也主要由我负责。

学员队就住在军人俱乐部，住宿和练功都在
大红楼。除了每周安排两个半天文化学习外，小
学员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练功。每早起床，得空腹训
练舞蹈一般基本功。之所以要求空腹，是因训练
中倒立、翻滚动作较多，强度较大，饭后易导致呕
吐。早饭后开始，主要进行芭蕾舞等基本功训练。

大红楼练功房四周一圈把杆，中间大块空地，
学员们在钢琴伴奏下做各种组合练习。舞蹈训练
非常辛苦，为了达到艺术表演所需要的“力量”“柔
韧性”“稳定性”“协调性”和“灵活性”，须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苦练各种基本功，单调乏味。成年人
往往也吃不消，更不要说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了。

学员们正在长身体，每天的训练量又大，那
点定量食物女孩还马马虎虎，男孩根本不够，但
也没法解决，因为每个人都吃不饱。练得苦、吃

不饱，这不仅拖了小学员的学习训练的后腿，还会
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于是，我和李首珠商量后，
建议董啸向上反映，设法解决。后来包括学员队
在内的整个舞蹈队在训练期间都加强了伙食。

小学员蓦然离开家庭，过上了陌生的集体生
活，整天练功学习，再加上逆反心理期，闹闹情绪、
捣捣蛋也避免不了。对这班小学员的管理教育是
个特殊的课题。我采取的是正面鼓励、竞争向上
的方法，设计了几张大表格，学员们在各方面的表
现都记载其中，有了优点就插一面小红旗，缺点不
记载；每周统计一次，表扬先进，鼓励后进。董啸
和李首珠等人都认可这些方法，认为效果很好。

另外，我还组织学员们在休息日开展各种娱
乐活动，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亲自带领他们去
爬山、野餐、野炊、划船……

在这群小学员中，有的明显不适合学舞蹈，
如石小林，个子太高，也过了基本功训练的最佳
时期，只能改行。一开始，李首珠最看好叶小珠，
说她能成为像乌兰诺娃（前苏联著名舞蹈家）那
样的演员。后来，到了8月份，张宁来报到了，李
首珠认为她的条件更好些。果然，小学员们没有
辜负大家的期望，教员付出的心血和学员洒下的
汗水，在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得了丰硕成果。

1964年四五月间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全军
文艺汇演，对前线歌舞团来说意义重大。因为
1952年的第一届，华东军区文艺代表队表现不
理想。1959年第二届，前线歌舞团又负有重要
外事任务，去维也纳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
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了。就在这第三届，原先不
被看好的前线歌舞团出人意料地打了个漂亮的
翻身仗，一下拿出三台节目：东海前哨之歌（八

场歌舞）、歌舞晚会、曲艺晚会，连演三天，精彩
纷呈，力压群英。《东海前哨之歌》《丰收歌》《死
靶要当活靶打》《战士的心》等歌舞节目不仅荣
获多种奖项，且备受赞誉、好评如潮。

初出茅庐的小学员们大放异彩，惊艳全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张宁。她在《东海前哨之歌》
贝壳舞中担任领舞，汇演结束后回南京，8月又应
招赴北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练，在国
庆节隆重上演。次年1月，周恩来点名让前线歌
舞团以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的名义，随他出访
印度尼西亚，之后又出访柬埔寨，张宁都随行参
加演出。其实在北京汇演期间，结业后留在歌舞
团成为舞蹈队正式演员的一批学员的表现都很
优秀。人们已隐约看到期盼已久的新生一代舞
台天骄，崭露头角，在全军乃至全国的舞蹈园地
里红杏闹春、百花争艳的美好愿景。

那一代军旅舞台天骄那一代军旅舞台天骄
——前线歌舞团首届舞蹈学员队往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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