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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编著者陆其国。

    《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内容提要：本书为“海上谈艺录”丛书之一种，记述了著名芭蕾舞教
育家袁水海为舞蹈而奉献的一生。
以袁老喜爱舞蹈，接触芭蕾舞又结缘国标舞为主线，简述了他从南至北的求学之路，从其师从前苏联
名师至成长为一代芭蕾舞教育家，培育出了大批芭蕾舞名家的整个从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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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袁：是的。
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对芭蕾舞艺术也不例外。
我因为得到苏联芭蕾专家古雪夫的直接指导，可能起点会稍高一些，但毕竟芭蕾艺术也是“师父领进
门，修行看自身”，主要还是要靠自己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中去有所总结、有所改进。
我的艺术经历还实在不够丰富，还远远没有达到你说的“有所升华”的程度。
    工作与人生    陆：您退休以后，还参加舞蹈学校的工作、活动吗？
退休后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袁：自从1990年退休后，我主要在做一些普及、推广、提高我们国家国际标准舞水准的工作。
有时也参加一些我原来任职的上海舞蹈学校退休职工的活动，如老年节聚会，旅游活动。
我觉得大家年纪都大了，见一次少一次。
只是我过了80岁以后，舞蹈学校就不大请我这样的高龄老人参加这类活动了，应该是出于关心我的身
体。
不过，我其他活动还是排得很多的，如每年年底，上海舞蹈家协会、上海国际标准舞协会的联欢活动
，我基本都会去参加。
有其他活动，只要通知我，我也必到。
1960年我调到上海工作后，上海技巧队、体操队常常请我去讲课，所以我还是上海老年体操协会会员
。
我也是上海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会员，也参加协会组织的重阳节活动，及体育组活动，还经常去听协
会组织的形势报告等。
居委会组织的旅游活动，我也和老伴一起去参加。
除此之外，这几年中，我和老伴应亲友、学生的邀请，已去过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等欧洲十国。
另外还游览了我国的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马来西亚以及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作探亲
、访友、旅游活动。
总之，我和老伴退休后的生活过得称得上丰富多彩，在我2005年中风前，甚至还可以说很忙碌。
    陆：作为一名曾经从事过这么多年芭蕾舞教学的老师，您对自己的事业或工作会作出什么样的自我
评价？
    袁：我曾经从事过多年的芭蕾舞教学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也有过几次中断。
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在工作上是尽责尽力的。
我对到我教学班上的学生，都有过较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教学中为他们制定过培养发展的方向和规划
。
我觉得，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完成教学大纲，还要因材施教。
老师要有一些独创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演员。
我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也有在教学中引以为教训的缺点。
但往往当我意识到什么，想有所改进和弥补时，我的教学工作就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没有了继续实
践的机会，对此我也深感遗憾。
不管怎么样，我是在认真摸索和总结中前进的。
由于多方面原因，没有机会让我从头开始一直教一批学生到他们成才。
但作为一名舞蹈学校高级班教师，我认为我对学生是问心无愧的。
    陆：我曾听说，您在北京的老同事曾有过一个假设，如果“文革”时您仍然还在北京舞蹈学校工作
，你会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您觉得会是这样吗？
    袁：这样说吧，当我听到北京的朋友们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时，我就觉得如果我当时经
历那样的遭遇，我也会走上自杀这条路的。
我也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肯定受不了对我人格进行那样的侮辱。
正因为如此，我才十分庆幸自己在1960年回到上海，阴差阳错得以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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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深深感到上海学生对我太好了，也让我此后和学生相处彼此显得非常融洽。
相对而言，我在北京舞蹈学校教学时，对学生似乎要更严厉一些。
我在上海舞蹈学校教学中虽然偶尔也会打学生屁股，但那绝不是真下狠手。
这点学生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背着我戏称我为“打我们屁股的人”。
在我而言，那只是我的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我的本意是在告诫学生，要对那部分肌肉加强用力、要
注意收紧。
    陆：袁老，我听您妻子温阿姨说，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您岳父的影响，您是不
是这样认为？
在您眼里，您岳父是一个怎样的人？
    袁：我老伴这话说得千真万确。
我和我岳父第一次见面是在1965年。
后来从1972年开始，他在我们家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9年。
他去世也是我为他送终的。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进一步了解了我岳父，并十分佩服他、尊敬他。
他小时候在学走路时，不慎腰脊柱受伤，由于他祖母不相信西医，拒绝一位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外科大
夫给他治疗，从此他的两条腿就落下了终身残疾。
由于残疾，他从小失去了上正规学校的机会，家里为他请了家庭教师。
他就这样在家里读书，完成初期教育。
长大后，能够拄着拐杖行走了，他就想出去找工作独立谋生。
像他这种情况找工作需要有学历文凭。
于是他就到上海的一所英语专科学校读书，并从这里拿到了毕业文凭。
之后他的父亲(当时在银行工作)要他去银行工作，但他不愿意去，他信奉的是实业救国。
后来他自己找了南京电厂，在那里工作。
之后又到杭州浙赣铁路局材料科工作。
抗战后随铁路局撤退到昆明，先在滇缅铁路局工作；后来国家接收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后，成立了昆明
铁路局，我岳父就在那里从事财会工作，直到解放。
我岳父还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时，曾经参加过钱塘江大桥建设。
在昆明滇缅铁路局工作时，参与建造美军飞虎队的沾益机场。
解放后，1953年“三反”运动期间，因为我岳父是从事财会工作的，说他每天跟钱打交道，不会没有
问题。
就这样拿他当“大老虎”打，使我岳父蒙受不白之冤，被抓进昆明的劳改队劳改。
这个劳改队是需要强制劳改犯劳动的。
所以在此期间，我岳父也“从事”了建造昆明市中心城区的建设。
由于他服刑期间表现不错，得到减刑三年的宽大处理。
1958年劳改结束。
1965年返回原籍杭州。
但他所遭受的冤假错案，直到1985年才获得平反。
他就这样坚持挺了过来。
    我岳父可以说是身残志坚，一生都在为实现实业救国的志向而努力，也做了不少实事。
他对人对事的观察与处理，都通情达理。
例如，他解放后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但他从不指责共产党，反而说共产党能把一个破烂不堪的旧中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非常不容易。
对于自己家生活情况的大不如前，他也不多抱怨，只是说全国毕竟有许多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至于个人与家庭遭遇的不幸，他认为这在革命的风暴下与国家历史转折期也属难免。
儿女们受他影响，也从不怨天尤人，仍然勤恳工作。
他虽然没有上过正规、高级的学校，但他却很博学，数理化样样通晓。
直到老年，住在我家时，同住一栋楼的中学生们，学习上遇到难解的问题都喜欢向他请教，他也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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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
有些高三学生遇到的微积分等难题，他一时解答不了，就留下这些题目，自己钻研，过后照样给出圆
满答复。
    我们的子女从小在学习上得到外公的教辅和外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让我们心怀感恩。
我岳父从小残疾，他也曾经得到别人帮助，所以他极重友情，讲义气，对人肝胆相照。
他的下属、同事和他相处得都很好，甚至可以说对他还蛮崇拜的。
他的冤假错案最后得以平反昭雪，也多亏了这些老同事给他递送信息，不仅还了他的清白，还使他恢
复了原有的铁路局总会计师的职务，成为国家正式退休职工。
    我岳父性格开朗乐观，在逆境中也不气馁，永不言败，总能努力去拼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如他在
“劳改”后期，还为云南省的司法部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财会人员，这也是他得以减刑的一个重要原
因，他因此也深受这些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
我岳父在生活上也很懂得享受，在“吃喝玩乐”上堪称高手。
他在滇缅铁路局工作时，曾组织职工排演话剧，他自己出任舞台监督、总导演。
除此之外，他还曾组织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外出旅游。
1975年我岳父重返杭州时，一些旅游景点的老艄公居然还认识他，因为他在抗战前常带朋友来，乘过
他们的游船，泛舟西子湖上。
到“楼外楼”、“魁元馆”这些酒楼吃饭，一些老厨子也都认识他。
可以这样说，我岳父会享受，也能够粗茶淡饭地过日子，且照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对待有些人他则是不卑不亢，活得有尊严有气节。
总之，儿孙们都十分爱他，敬重他，以有他这样的父亲和爷爷或外公为荣。
他身上这些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只是我确实还到不了他那样的境界。
P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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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至今还是想不明白，我这个腿有残疾的写作人，来写一位双腿充满魅力的舞者(同时也是位舞蹈教育
家)，这究竟是生活的幽默，还是命运的调侃。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对此的心态是保持淡定，既来之则受之。
    那还是在2009年，上海市文联策划的  “海上谈艺录丛书”邀请我撰写中国卓有成就的舞蹈教育家袁
水海的传记。
我当时在电话中谢绝了。
我说一方面对舞蹈不熟悉，怕写不好；另一方面，当时我正着手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策划的大型丛书
《巨变》的采访写作，平时又要上班，腾不出时间写一部在内容上和艺术上要求颇高的人物传记。
组稿编辑在电话中不依不饶地说，不熟悉舞蹈你可以熟悉，一时没有时间可以等你有时间。
    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2011年夏季的来临。
    那年夏天的一个周六上午，在上海文学艺术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真如西村袁水海先生
的家，我也得以认识了年高德劭，一脸慈祥的舞蹈教育家袁水海老人；还结识了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
温小铁。
80岁的温阿姨年轻时曾是国家体操队的体操教练，性格爽朗、快人快语、充满活力。
这次见了面我才知道，袁老因为前几年患过脑梗，治愈后留下后遗症，说话吐字不清，语速极慢，记
忆力也有所减退。
这就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困难。
而我既然要写袁老，交流是必需的。
我们当即约定，就从下周六开始，每周六上午我来采访。
此后多亏温阿姨，她每次都为我们做“翻译”，并为我准备文字资料。
当那个炎热的夏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对袁老的采访终于告一段落。
    采访工作完成后，本来我想暂且放下手头正进行到一半的书稿，先来写这本《舞蹈托举的人生·袁
水海》，不料刚写了个开头，前面那家出版社开始连连催稿。
结果等那本书完成，再回过来写《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待到杀青，不知不觉已迎来2012年的
炎炎夏日。
    那天，当我给袁老和温阿姨送刚完成的书稿，请他们审读指正的时候，温阿姨对我说的一句话，着
实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觉得，就冲着温阿姨这句话，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为写作这本书所经
历的辛苦和劳累，真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温阿姨是这样对我说的：“现在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很高兴交了你这个朋友
。
”    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想。
经历这次采访和写作，我和袁老与温阿姨已成为忘年交。
而我感动于他们的，就是在那个已经过去的2011年夏季，我在采访袁老和温阿姨的过程中，不仅走进
了他们的历史和当下，更感知了他们的内心和思想。
他们一直以来所持的随遇而安、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处事低调的生活姿态，让我肃然起敬。
他们一路艰辛，相携走过的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尤其是在爱子12岁上不幸因病夭折时，他们强抑悲
痛，相互勉励，努力振作，终于走出低谷，继续前行，那份坚韧着实不易。
    我戏称袁老和温阿姨一位从事舞蹈教育，一位从事体操教练，是文体一家，珠联璧合；是“天仙配
”。
袁老听了呵呵直乐，温阿姨则笑道，还“天仙配”呢，咱俩呀，大吵虽不闻，小吵天天有！
我知道，其实袁老和温阿姨的天天小吵。
还就是为了彼此对“文”与“体”不同的艺术观点和看法而纠结。
殊不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小吵，使他俩的晚年生活充溢着别样的温馨和情趣；家里也陡添了别样的生
气和活力。
    另外，我还是要在此真诚地感谢温阿姨对我写作本书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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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也要向你一亲爱的读者道一声谢：谢谢你拿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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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编著者陆其国。
    可以这样说，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中国芭蕾艺术和芭蕾舞教育了。
进入老年后，我曾经这样总结过我芭蕾艺术的一生，我虽然没有作出多少了不得的贡献和辉煌成就，
但我毕竟在中国芭蕾舞这块艺术园地中工作过、奋斗过、拼搏过。
我尽自己所能作出了努力。
每当看到我的学生在中外芭蕾舞台上取得好成绩，我就感到莫大欣慰，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如今，当我远远看到这块园地中，绽放出灿烂美丽的艺术奇葩，我就会对自己说，中国芭蕾舞艺术自
有长江后浪推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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