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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为舞，一世有道

——感悟姚珠珠老师

罗斌

2013-01-23 15:56:28   来源：中国艺术报 

   

  一九八九年，姚珠珠以制片人和艺术指导身份带队到偏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我国现存的原始舞蹈，费时两年，拍制成大

型电视专题纪录片《舞之灵》，被业内人士评为新时期我国舞蹈界最重大的无形文化遗产纪录和研究成果。姚珠珠说：“我着力

去找寻原始、粗犷、近乎对生活常态进行摹拟的舞蹈，我从中看到了劳动人民对生命的热爱，看到了无穷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

力。” 

  2012岁暮，闻“姚珠珠舞蹈艺术人生60周年庆典”举行，甚欣慰；不日，有幸闻珠珠老师致电盛邀，敝人诚惶诚恐！然而不

巧，个中原委最终致使我错过佳期胜景，悔之晚矣。但无论怎样，凭多年的交情，凭《舞之灵》（CD-ROM）的不解之缘，凭对一

位杰出舞蹈家直觉认识，我自认为，应有所记、有所悟。 

  凭心而论，我与珠珠老师年龄相差近20岁，不知是否属于“忘年交”？但，从我们上世纪90年代以后构建的情谊看，应该

说，彼此相识相知，神交久矣。珠珠老师将她的艺术人生60载界定为“边走边舞”的核心词，思想起来，我们的“神交”似乎同

样带了这种“边……边……”的特征，一路走来，认识在加深，情感在加厚。 

  回头望去，可以表明这种进度的事情，在我看来，最具说服力，也最富有故事性。虽然我绝对是一个蹩脚的“说书人”，无

法用语言刻画出人物性格，但我还是尝试着回顾，以时序的“娓娓道来”，挂一漏万地申说一番曾经的故事或对她的认识。 

  我心中的珠珠老师： 

  起初，她是个大舞蹈家。那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舞台，“资华筠、王堃、姚珠珠三人舞蹈晚会”时我作为孩童的记忆，那

是一个激情四溢、汪洋如海的舞蹈世界，满眼生长着舞蹈细胞的强大分裂，上天入地的情感张力裹挟在巨大的身体能力里无穷地

释放，构成一个满溢的情感时空，瞬间让人感受到舞蹈艺术那种无以复加的美好、完善与灵力，仿佛生命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因之

被感喟，意识的超凡脱俗也因之得到了落实。那，也许是我最初的舞蹈意识，也许是舞蹈艺术的形式特质首次被我真实地领会

了，而这恰是珠珠老师们教诲于我的。客观地说，那时，我知道了珠珠老师，然而珠珠老师不知道我。 

  继而（时间跨度近十年），我成长了，介入了舞蹈研究工作，有机会目睹了同样开始“研究舞蹈”的珠珠老师，我们的距离

拉近了！但这时，依然是我仰望她，而她不认识我。那也许是1989年夏天或稍后的某个时段，央视播出了她策划、主持的4集电

视专题系列片《舞之灵》，实在说，我有意识地感悟民间舞蹈文化的影像，那不是个肇始，也是个最初的形象认知。那个片子，

突然让我发现了“民间中国”的巨大魔力，感悟出另外一种舞蹈世界的精神无限和文化空间的神秘、纵横和贯通。我不知珠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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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当时此举的心语和心路历程怎样，总之，我因之而成的震慑与好奇，几乎伴随了我之后的岁月，至今乐此不疲！这时，我开始

意识到，珠珠老师作为舞者的“大气”，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大舞者。一个表演家，居然可以头戴斗笠、足蹬快靴穿行于崇山峻

岭、荒漠高地，餐风饮露中发掘“草根文化”的茎叶，筚路蓝缕里苦寻民族精髓的养分，她努力打造的文化“主位”身份引导你

深入了解民间文化的心理，她刻苦用心的“同吃、同住、同舞”传播了文化人必须具备的田野素质。 

  再者，新千年前后，我们终于有了合作契机。那是首版《舞之灵》之后的十年左右时间，珠珠老师盛情邀请冯双白先生等3

人为她的电子图书《舞之灵》（CD-ROM）撰稿。那时，这种媒体样式在中国刚刚兴起，珠珠老师不失时机地抓住清华同方的产业

资源，达成了此项合作，作为其中主要撰稿人的我，有幸加入了创作团队，写作了大量原生类型的民间舞蹈条目。应该说，那本

读物既是我们研究成果的合理而集中的展示，也是我们拓宽舞蹈传播渠道、向民众推广舞蹈知识的良性选择。因为，首版的启示

让我颖悟了珠珠老师作为当代杰出舞者的创造意识，她的发现性探索对中国舞蹈考源研究的价值还是相当明显的，她所倡导的

“田野考察之风”再次激发了学者的热情和学子的向往，之后的数十年，舞蹈学实证学风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行动的启

迪，而电子图书的再次编纂，客观上又为这一认识的精进增添了力度。此时，我所认识（她也认识我了）的珠珠老师，开始在我

心目中出现了“大道舞者”的形象。之后，我们晤面的机会少了，但每到关键时事的当口，珠珠老师总能想起我、呼唤我，我也

总会倾力配合，行“站脚助威”之功。 

  当然，我最感喟的，还是她信手拈来的“即兴舞”，最直接的感受发生在清华同方狭小的办公室里。那方寸之隅，她居然可

以翻飞起身形，任丝带和手绢雀跃左右，让身体和心灵互相倾诉，实在地让人感受到舞蹈于舞蹈家、于观者的无穷感染力。尤其

是蕴含于肢体之上的无限激情，如火如荼的情绪张力和着流畅的舞影喷泄而出，让你很难相信那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这就是

舞蹈的魅力，舞蹈的功能！ 

  常言道，大爱无疆，大道无垠。在珠珠老师那里，舞蹈赋予她爱的全部，其中的涵义蕴育了所有的“大道”。所以，她是富

足的，一生为舞，一世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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