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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莲：

从从孤孤儿儿到到东东方方舞舞蹈蹈女女神神

今日山航 S07

落魄的富家女

穿旗袍，烫卷发，坐在花园洋房里，
喝上一杯咖啡，是陈爱莲童年最美好的
回忆。她出生在旧上海，原本家境富足，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谁承想，父母在她 10 岁那年相继
病逝，家产随即被别人霸占，她和妹妹
也成了亲戚眼中的“包袱”。后来，她们
甚至流落街头，还好最终被好心人送到
了孤儿院。

那时，孤儿院走廊的旋转门上有两
块玻璃，陈爱莲喜欢站在门前，昂起头，
随意摆动身体。时间长了，简单的动作
竟成了一种舞蹈，她欣喜地看见了另一
个自己，更没想到自己这一跳就是半个
多世纪。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
到孤儿院招生。面庞清秀、身材修长的
陈爱莲一眼被老师相中。就这样，她坐
着北上的火车来到北京。

老师说“笨鸟先飞”。她觉得自己是
只“聪明鸟”，但要先飞才能飞得更高。

睡觉前，她会在脚上拴根绳子，另一
头扔向窗外，等早起练功的前辈们一拉，
就起床去练功。起霸、趟马、上下腰、跑圆
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其他同学去
练功房时，她早已是大汗淋漓。

到了晚上，好多同学都去逛夜市，
陈爱莲却留下来，趴在窗户上向住在一
起的演员们“偷师”。1954年，刻苦的陈
爱莲考上了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专业
舞蹈院校——— 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
蹈学院)。

5年后，陈爱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而她主演的毕业作品———《鱼美人》，也
成为中国第一部将西方芭蕾舞和中国
古典舞相结合的舞剧。

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陈爱莲到图
书馆查资料，反复揣摩古代少女的心
理，去陶然亭公园观察鱼儿在水中的姿
态，看到动情时还会在岸边跳起舞来，
旁人惊讶地看着她：这个漂亮姑娘怎么
了？

舞蹈海洋中的“鱼美人”

1959年，20岁的陈爱莲站在了北京
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台下坐着的观众
有不少国家重要领导。《鱼美人》的演出

获得空前的成功，陈爱莲也成为当时新
中国最年轻的舞蹈家之一。

随后，陈爱莲代表中国前往芬兰参
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为了不耽误练功，
火车过道、剧院后台、窄小的旅店房间
都成了她的练功房，“一天三遍”，毫不
松懈。功夫不负有心人，汗水为她换回
了4个金奖，西方人赞誉她是“东方舞蹈
女神”。

载誉归国后，陈爱莲选择了留校任
教，后又调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在这期间，
她也收获了一份爱情，与同样从事舞蹈工
作的杨宗光结为夫妻，还有了孩子。

陈爱莲还没尝够幸福的滋味，不幸
又落在她的身上。由于历史原因，丈夫
自杀，她也被关了起来。曾经充满希望
的人生，一下子全部停摆了。渐渐地，同
伴们放弃了舞蹈，唯独陈爱莲每天坚持
练功，她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再次登
上舞台。

只是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看看周围都是年轻面孔，离开舞台
太久的陈爱莲想再次登上舞台，很难很
难。当时，单位要排一部主旋律舞剧《草
原女民兵》。她拼了命练习，却导致两条
小腿肌肉撕裂，她担心跟不上排练进
度，咬着牙坚持着。几个月后，陈爱莲终
于再一次登台起舞。

此后，由陈爱莲领舞的《红楼梦》
《文成公主》等古典舞剧，再次帮她重回
巅峰。她还举办了中国首场个人舞蹈晚
会。正当所有的一切逐渐步上正轨，“艺
高人胆大”的她又做了两件事，“下海”
成立艺术团和开舞蹈学校。

1989年，陈爱莲办理停薪留职，创
办了文化部批准的第一个自负盈亏的
个人剧团———“陈爱莲艺术团”。有人泼
冷水，“你离开体制很难活下去”，她偏
不信。

万事开头难。艺术团刚成立那会，
无论多远，只要人家来邀请，她就带着
团员们去表演，城市、农村，甚至是地图
上找不到的地方……常常是忙得上一
场的妆还没卸，她就拽起长长的演出服
连赶到下一场。在她的努力下，艺术团
逐渐能自负盈亏，陈爱莲也挖到了第一
桶金。但她没有停下来。

回报祖国 培育舞蹈人才

“我一直是个孤儿，是党、国家、人
民培养了我，给我创造了各种机会，以
前我在舞蹈学院上课的时候，校长和我
们讲‘6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养我们舞蹈
学校的一个学生’，这句话我记了一辈
子。我觉得要爱国嘛，就要回报祖国。”

她又做了“吃螃蟹的人”，成为北京
市民办艺术学校第一人。申请文件、等
批文、买地建房…… 1995 年，陈爱莲舞
蹈学校建起来了，两万平米的校舍，那
叫一个宽敞。可学校的启动资金，除了
她多年积攒的血汗钱，还有变卖房产和
两个女儿的嫁妆钱。

没有地方住，陈爱莲就和第二任丈
夫魏道凝搬进了学校的办公室，一间18
平米的小房子，一住就是21年。这期间，
虽然挣了钱，她却始终不舍得花在年久
失修的房子上，“我要是把时间花在修
(自己住的)房子上，那(我)可能就没办
法给学生排练和上课了，还是修排练厅
和学生宿舍重要。”

直到2016年，陈爱莲才用极少的预

算，请设计师在两个月内，将这里整修
一番，还被设计师笑称是“省钱大作
战”。

与学生们一起跳舞，是陈爱莲最幸
福的事。学生的教材是她自己编写的，
里面全是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练功房
里，她手把手地教授学生们舞蹈。

有时去外地采风，遇到条件不错、
爱好舞蹈的贫困孩子，她也会把他们带
到北京，自己出钱为孩子们圆舞蹈梦。

“我有一种情结，就是特别想回报社会，
为中国的舞蹈事业、教育事业做一点事
情。”

1997年是中国国际歌剧舞剧年，翻
开表演节目单，西洋舞剧占了一大半，
中国舞剧寥寥无几。陈爱莲心里的中国
情结又有了波动，当时58岁的她决定带
着艺术团复排舞剧《红楼梦》。

可由谁演林黛玉，让团里犯了难。
为了公平起见，团里进行了内部评比，
除了陈爱莲，其他人都是小她几十岁的
舞者。按说年轻的舞者更能跳出林黛玉
的感觉，可到了“黛玉焚稿”那场戏，就
是没有人可以跳出她那般忧伤。最后一
投票，还是她胜出。

《红楼梦》演出之前，曾有人质疑她
是“舞霸”，“难道中国就没有年轻演员
能跳了吗？”陈爱莲没说什么，用自己的
演出回应了那些声音。有一次，演出快
进行了一大半，台下有人说，“陈爱莲怎
么还没出来”，原来那个人一直认为陈
爱莲的舞姿应该是动作迟缓，老态龙钟
的，哪知台上那个16岁林黛玉的扮演者
就是陈爱莲。

2002年，63岁的陈爱莲完成了《红
楼梦》第500场的演出。去年，77岁的她
演出已超过700场。观众说她就是“活黛
玉”，充满仙气、贵气、才气。

身为舞蹈界的翘楚，有很多选秀节
目想请陈爱莲去做评委，她都想尽办法
推掉了。说轻了，起不到效果；说重了，
又怕演员脸上挂不住；自己不说，听周
围的人都大唱赞歌，更难受……

现如今，78岁的陈爱莲依然每天练
功两小时，为了保持好状态，每天下午3
点多才吃几口点心。遇到好久不见的人
说，“听说你还在跳啊，注意保持身
体……”她反倒觉得自己是年轻的，“使
人衰老的不是岁月，而是理想和精神的
失去……”她只想趁自己还跳得动，多
跳一场舞，多教一个学生。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社》

穿上那双“红舞鞋”，她是舞者
陈爱莲，脱下那双“红舞鞋”，她是普
通人陈爱莲。

她曾是新中国最年轻的舞蹈
家，被誉为“东方舞蹈女神”，却在人
生最美好的时光经历了普通人难以
承受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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