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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诞生于60年前的红色经典；
这是一篇延续了几代中国人喜爱，并且引起东西

方观众感情共鸣的艺术传奇。有西方历史学家认为，
她的价值、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
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这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964年，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

子军特务连事迹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
京天桥剧场首演。1970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拍
成彩色艺术电影作为“样板戏”在全国放映，把这部芭
蕾舞剧推向艺术顶峰。1992年，这部芭蕾舞剧由中央
芭蕾舞团重排。

作为中央芭蕾舞团的看家戏，60年来这部剧在国
内外演出3000多场，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
术水平。

一部芭蕾舞剧半个世纪经久不衰，依赖于作品
本身的艺术品质。人们一般比较注意这部剧在音
乐、舞蹈形式方面的创新成就，容易忽略审美维度
的开拓。

芭蕾舞剧是主要表现女性美的艺术，《红色娘子
军》之独特，恰恰在于对女性美的多维度开拓。

第一个维度，是身体美维度。在1960年代，诞生
了这么一部展示女性身体之美的艺术作品，并且进入
红色经典序列的最高位置，放在今天看，也是有点不
可思议的。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观众，无不被
她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感动，无不为剧中红色娘
子军优美的舞姿倾倒。事实上，这部剧几乎没有
身体的裸露，军装和短裤的搭配形成一种奇怪的
混合。这固然是为了满足芭蕾舞艺术表演的需
要，不过在审美上，这种奇特的混合又构成了特别
的审美效果。

这部剧通过芭蕾艺术实现了对革命激情的助燃
和革命理想的隐喻转换。旧传统下公众场合的中国
女性很多时候都是重重包裹、低眉顺眼的，但今天看
到的女性敢于抛头露面、敢于挺胸抬头，敢于肯定和
赞美自己的性别，包括肯定和赞美自己这个性别的人
体之美。

第二个维度，是勇于解放的维度。
与西方女权运动的和平改良不同，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是疾风暴雨式的，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相
始终。从历史真实情景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
发，就可以理解这部剧反映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政
治社会领域开拓的域度和深度。

当几千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以暴
烈的革命行动来实现自身的解放，这标示着社会意识
的觉醒，她们冲破旧秩序、旧伦理对“女性”的规定性，
由自己来重新定义“女性”这个性别的社会属性。

这个维度的艺术表现，体现在对古典芭蕾旧程式
彻底颠覆的改造上，也体现在对红色娘子军战士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的塑造上。

不爱红装爱武装，钢刀舞、操练舞、练兵舞、手枪
舞——这些中国式芭蕾艺术的独门秘籍，代表的是妇
女们对自己的新定义。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审
美价值，只有了解人类社会性别规定性的真相，才能
领会这部剧在这一维度拓展的积极价值。

第三个维度，是生命诗性的维度。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到一名下决心解放天

下劳苦大众的坚强革命者，吴清华经历了一个抛弃小
情小爱，追求大情大爱的过程。革命，为吴清华的生
命注入光明灼热的激情。因为，革命作为变革世界的
行动，承载着革命者的最大梦想和生命价值，闪耀着
人类审美最高层次——社会美的光芒。真正的革命
者，无一例外是用自己的生命抒写诗篇。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寄托着太多人美好的梦
想，像夏初夜晚那一天绚烂的烟花——不过这有什么
关系，这漫天烟花你见过了，它会在心底永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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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正在海南军区从事宣传工作的
刘文韶在一本有关琼崖纵队战史的油印小册
子里发现了一小段文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
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
二十人。”这短短三十来字却揭开了红色娘子
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61年，红色娘子
军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作
《红色娘子军》，吴琼花、洪常青等革命英雄的
形象也通过银幕走进了千家万户。

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使
这些女英雄的事迹更广为人知，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一部中国芭蕾舞剧，是中国舞蹈史上
的里程碑，本应柔软舒展的芭蕾舞却展示了女
战士们坚忍勇敢的形象，也将中国气派呈现在
世界舞台上。今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首演60周年，在这60年中，诞生了白淑湘、薛
菁华、冯英、李宁、张剑、侯爽等六代“吴琼花”，
每一位“琼花”各有千秋，在同一个角色身上展
现了不同时代的要求与风貌。

今年，中央芭蕾舞团计划了一系列的巡
演，3月2日，巡演首站定在娘子军们的“娘
家”——海南。

芭蕾舞起源于欧洲，在数百年的发
展过程中，它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艺
术形式，而是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
文化媒介。芭蕾舞进入中国的时间较
晚，1949年后，中央芭蕾舞团成立，致力
于芭蕾舞剧的民族化探索，《红色娘子
军》是新中国芭蕾舞剧的重要实践与里
程碑。

在《红色娘子军》之前，新中国的芭
蕾舞演员们已经进行了一些艺术实践，
但剧本的创作和艺术形式都不够成熟。
新中国是在战火与热血中诞生的，芭蕾
舞剧能不能表现这些战斗性的题材，成
了第一代芭蕾舞演员们孜孜探索的目标
和方向。艺术门类之间是互通的，电影
《红色娘子军》的上映，引起了舞蹈编剧
们的关注，这是芭蕾舞剧中国化的好题
材。但女战士的形象此前从未在芭蕾舞
台上出现过，让谁去演，效果如何，这些
都是摆在编剧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
时，白淑湘成了扮演吴琼花的人选，这是
我国芭蕾舞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个角
色。

童年时代的白淑湘就盼望着登上舞

台。有意思的是，她第一次登台是在朝鲜
战场的冰天雪地里，白淑湘清晰地记得当
年的场景：雪地为舞台，背景是夜空，一盏
煤油灯，但战士们的笑脸让白淑湘意识到
了艺术的真正意义——为人民服务。

为了这个目标，白淑湘在排练舞蹈的
时候，非常勤奋。1958年，在《天鹅湖》的
公演中，同时饰演黑天鹅和白天鹅的白淑
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在这轰动背
后，是白淑湘夜以继日的艰苦训练。剧中
的黑天鹅有一个连续数十圈单腿旋转的
标志性动作，难度很大，但它却展示了黑
天鹅的内心世界，是不能删减的，为了完
成这个动作，白淑湘在练习时将圈数翻了
一倍，一只脚练习受了伤就换另一只脚。
正是在这种超出常人的努力下，白淑湘成
为了新中国飞出的第一只“白天鹅”。

白天鹅不好演，娘子军更不好演，在
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在芭蕾舞台上展
现红军的形象，没有人知道如何用舞蹈
的形式表现革命战争的壮烈，一切都在
尝试之中。果然，在初审的时候，就有人
质疑这部舞剧，称“满台娘子不见军”。
这样的质疑并不是没有道理，舞蹈演员
们毕竟不熟悉部队里的生活，在气质上
自然差了一截。于是，剧组便联系部队，
让白淑湘和同事们去体验真实的军旅生
活，与战士们一样每日操练，学习如何持
枪和举刀，学习如何勇敢和坚毅起来，就
这样，白天鹅变成了娘子军，在芭蕾舞台
上上演着属于中国的故事，展现着昂扬
的革命斗争精神，而军训，也成为了扮演
吴琼花演员们的一个传统。

舞台上的红色娘子军们英姿飒爽，
但舞台的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不是每位
观众都能亲临剧场去感受中国芭蕾舞
剧的魅力。于是，编剧和导演们又尝试
将《红色娘子军》的舞剧搬上银幕，拍
成了彩色艺术片，这也使得第二代吴琼
花的扮演者薛菁华，成为了最广为人知
的红色娘子军形象。

薛菁华喜欢跳舞，那些在别人眼中
辛苦枯燥的舞蹈训练，在她那里却有别
样的快乐。在舞蹈艺术的道路上，薛菁
华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又快又稳。刚到
中央芭蕾舞团时，薛菁华只是群舞队伍
中的一员，不到一年，她便能担任《红色
娘子军》中黎族舞蹈的领舞了。紧接
着，更重要的角色落在了薛菁华的身
上，这便是芭蕾舞剧的主角吴琼花（银
幕上改名为吴清华）。这本是一件应该
开心的事，但薛菁华在接到这个任务时
却倍感压力，面对镜头和面对观众毕竟
不同，电影与舞台也不同，更重要的是，
吴琼花这个角色意义重大，薛菁华怕自
己不能很好地演绎这个角色。

推辞不过之后，便是义不容辞了。
薛菁华一遍一遍地研读剧本，分解动
作，并在表演中增加了一个动作幅度很
大的“倒踢紫金冠”。这本是京剧中的
经典动作，每一次展示都会赢得台下叫
好声一片，导演不仅要求薛菁华“倒
踢”，还要求她先起跳，再做动作，这更
是增添了难度。但是，将这一动作加入
舞蹈中无疑是成功的，这更显出人物形
象的勇敢坚毅，而薛菁华也因此跳成
名，她腾空倒踢的形象成为了吴琼花的
经典造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
间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此
时，扮演吴琼花的正是薛菁华，面对这
种重要场合，薛菁华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在她的回忆里，这是自己表现最好
的一次演出。此次演出后，薛菁华病了
一场，病愈之后，就再也无法完成那些
高难度的动作了。

薛菁华似乎是为吴琼花这个角色
而生的，这是她舞台生涯的起点、高峰，
也为她的舞台生涯画上了句号。

薛菁华告别了舞台，但没有离开芭
蕾舞，她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三十
余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芭蕾舞新
人，不断演绎着“吴琼花”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在前两代吴琼花
扮演者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的

“吴琼花”成长了起来，冯英、李宁、
张剑、侯爽，从这一舞蹈形象的传
承中，观众看到了革命精神的薪火
相传，也看到了舞蹈家们为中国芭
蕾舞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随着中国芭蕾舞事业的成熟，
后几代吴琼花的扮演者都是“科班
出身”，她们不仅和白淑湘、薛菁华
一样，有从小练习打下的基本功，
更有专业的舞蹈学知识与科学的
训练体系，新的历史语境也给了她
们与前辈们不一样的对人物性格
的理解。在她们的每一个动作、每
一个眼神中，都传达出了“吴琼花”
的精神，“吴琼花”也在与时代的对
话中成为每代人心中的经典。

2014年，前五代吴琼花的扮演
者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演出
以纪念《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
这为观众们带来了别样的感动；
2018年，《红色娘子军》在朝鲜上
演，第六代吴琼花的扮演者侯爽为
朝鲜人民带去了中国的芭蕾，而这
次演出的打造者正是冯英。“吴琼
花”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和文艺的
一个重要标志，向世界展示着中国
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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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菁华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中的经
典动作。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充满革命的激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男女主角的
演绎

。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3
月2日海口演出。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新版“琼花”。
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侯爽版“琼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