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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绸舞》60年：“红绸”飞舞话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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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恰逢《红绸舞》诞生60周年。我作为《红绸舞》的创作者、首演

者之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十分兴奋。  

    《红绸舞》是长春市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的，于１９５１年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

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获集体一等奖及金质奖章，１９９４年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金像奖。  

    成立于１９４８年末的长春市文工团在当时以演话剧、歌剧、秧歌剧、说唱等艺术形式为主，随着解

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文工团的演员们，腰系红绸，扭着大秧歌，几乎天天在街头、广场欢庆解放战争的胜

利，向老百姓作宣传，与老百姓同欢乐。在这个团结、紧张、充满战斗力的文艺队伍中，我于１９４９年

３月开始了艺术生涯。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时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赵东黎同志（兼任长春市文工团团长），向文工

团提出：“把东北民间大秧歌和京戏中耍绸子结合起来，创作一个表现人民大众胜利的集体舞蹈节目。”

文工团领导为完成这个创作任务，成立五人创作小组（组长：郑建基 组员：王雅彬、杨兆仲、贾玉珠、

刘海茹）。团里当时没有舞蹈队，没有舞蹈编导，没有一个专业舞蹈演员。为了创作舞蹈节目，年轻的演

员们向来自老区的演员学习扭大秧歌，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舞蹈，向京戏演员学习耍绸子。大家都怀着一

个共同的目标，要用传统的民间舞蹈——绸舞，表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喜悦情绪。有了这股子热情，

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作集体。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终于创作出第一稿，名为《大秧歌》，参加

了１９５０年７月吉林省首届文艺汇演，获二等奖。１９５０年冬，朝鲜战争爆发，为配合宣传，把《大

秧歌》改为《红绸舞》，其中加入了活报剧的表现手段：由一个演员扮演老虎，另一演员挥舞着大红旗，

象征性地打老虎，其他演员每人拿着一个“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大标语牌，在台上围着“和平鸽”转

动，节目结尾，全体演员挥舞红色长绸，欢庆胜利。  

    １９５１年３月，文化部派任虹同志（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和陈锦清同志（原中央戏剧学院

舞蹈团副团长），到沈阳选拔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舞蹈节目。东北文化局点名要

长春市文工团的《红绸舞》到沈阳作汇报演出。任虹、陈锦清看完《红绸舞》之后说：“《红绸舞》很有

发展，可以参加联欢节演出，但要进行认真的修改，要把用红旗打老虎的情节去掉，集中发展长绸舞，让

《红绸舞》成为更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舞蹈作品。”团里经过认真修改后，其舞蹈结构是：笫一段是男青

年高举火炬，女青年甩着短绸，一对对跳着秧歌出场，然后一起甩出长绸；第二段是抒情、优美的女子双

人舞长绸；第三段是两男子舞双长绸，动作奔放、技巧性强；第四段是五女舞长绸，前后穿插，变化队

形；第五段是男女十二人集体舞长绸，舞台上组成了火一般的画面，把节目推向高潮。这次修改，充分地

发挥了绸舞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魅力。  

    １９５１年５月，长春市文工团《红绸舞》的演员们，带着修改好的《红绸舞》来到北京，接受中央

有关领导的审查。  

    在北京期间，《红绸舞》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演出任务——在怀仁堂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签字仪式演

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及西藏代表团代表观看了演出。《红绸舞》是全场



演出的压轴节目，整场演出气氛十分热烈，当我们谢幕时，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领导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边鼓掌，一边向舞台上的演员招手。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怀仁堂演出，第一

次见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至今回想起来，仍激动不已！  

    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毛主席和《红绸舞》有关的故事：１９５８年党中央创办《红旗》月刊，请毛主

席书写刊名“红旗”，毛主席在写好的“红旗”下面加了小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由此可见，《红绸舞》给毛主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当文化部确定《红绸舞》参加１９５１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

《红绸舞》部分演员留在北京与临时筹建的中国青年文工团人员汇合。选调的舞蹈节目除《红绸舞》外还

有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的《西藏舞》、华南文工团的《阿细跳月》、辽宁省文工团的《扇舞》、中南文工

团的《鼓舞》、内蒙古文工团的《牧马舞》及《鄂伦春舞》等。出国之前有两个月的排练时间，《红绸

舞》由陈锦清负责，胡果刚、梁伦等都给予很多指导。为了全面提高《红绸舞》的艺术水平，作曲、配

器、服装、头饰等多方面都重新进行了编配、设计，新补上的6名舞蹈演员，都是各文工团的优秀演员，

有很好的舞蹈功底，他们在舞蹈动作、姿态、表演上，都为《红绸舞》增色不少。  

    《红绸舞》获奖后，拍了电影，还访问了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奥地利、阿尔巴尼亚等9个国家１５２个城市。在国外访问演出的歌舞晚会中，《红绸舞》

大都是压轴节目，每当演完时，各国观众均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演员多次谢幕，那欢腾、热烈的

场面，令人难忘。奥地利的一位记者曾评论：“中国的舞蹈像火海。”民主德国的观众说：“这是一幅使

人不能忘记的色彩洋溢的图画。”罗马尼亚观众说：“像一群仙女舞蹈在火海里。”保加利亚观众说：

“它是美的象征，是火海。”而在世界著名的维也纳音乐厅的演出，演员谢幕达8次之多，这也是中国艺

术第一次在金色大厅演出。  

    《红绸舞》的成功，不仅使它成为国内许多歌舞团的保留节目及出国演出必带的节目，还有许多其他

国家的歌舞团也都要求学习、表演《红绸舞》，如苏联、日本、加拿大、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越南、

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曾学习过。苏联莫耶塞也夫舞蹈团在学习《红绸舞》之后不久，便带着《红绸舞》来北

京演出。在他们演出的《红绸舞》中，增加了新的场面、动作、形象：一大斜排男演员舞动大绸圈，女演

员高举火炬，一个一个从大圈中跃出，场面十分红火、壮观，很是精彩。这是出自舞蹈家莫耶塞也夫之

手。后来中央歌舞团再演《红绸舞》时，就保留了莫耶塞也夫创作的这段精彩的舞段。在此后的数年里，

中央歌舞团的排练者及一批一批年轻演员，在一次次的演出中，从技术含量到艺术表现力，都在不断地完

善、提高，《红绸舞》最终入选１９９４年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金像奖。  

    一个成功的舞蹈作品，绝非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哪一个单位的力量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红绸舞》

自１９４９年底开始创作，到１９５１年３月到北京接受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其间共修改了3次，得到了

陈锦清、胡果刚、梁伦等很多舞蹈界专家们的指导与帮助，吴晓邦老师就曾非常中肯地提出：“希望长春

市文工团的舞蹈工作者们能做到把绸舞中人的生活感情突出出来，那就会使人更亲切、更可爱。”《红绸

舞》正是这许许多多参与、帮助过《红绸舞》创作、表演、音乐、舞美的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红绸舞》创作至今，走过了60个春秋。60年岁月，60年的历程，都难以忘怀。《红绸舞》永远在我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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