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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人生舞台的女主角
——记宁波市舞蹈奖成就奖获得者袁淑君 ◎ 特约记者 刘欣莹◎ 特约记者 刘欣莹

致敬宁波文艺家⑥

本栏目由宁波市文联主办

江南游报承办

编者按：今年6月，宁波市文联12个文艺门类奖隆重出炉，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曲艺、民间文艺等9个门类共评

出10名成就奖获得者。本报将对这些在宁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进行逐一报道。本期推出第六篇宁波市

舞蹈奖·成就奖获得者袁淑君的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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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初见袁淑君老师时，正赶上她

从老年公寓回到自己家中，身穿一件淡

蓝色花纹上衣，搭配一条珍珠项链，年近

八旬依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风采不减

当年。到家门口时，记者立刻被热情招

待进了屋。作为原宁波市舞蹈家协会主

席、原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校长的她，提

起舞蹈，滔滔不绝。

从深情回忆舞蹈生涯最初的起点，

到追想绵延大半个世纪的舞蹈情缘，那

些带有时代特色的故事在她的娓娓讲述

里一一凸显，令记者动容。

坚持热爱
舞步丈量梦想

袁淑君 1944年出生在上海，自小和

舞蹈结缘，幼儿园的时候就展露出了舞

蹈天赋，在老师的推荐下经常去少年宫

跳舞，一直到小学四年级跟随家人回到

宁波。随后她在中学参加了中学生艺术

团，延续舞蹈这份热爱。“那时候一门心

思就想学好舞蹈，每周六雷打不动去参

加艺术团的活动。”袁淑君回忆说，她从

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为之努力着，

十几岁开始就登上大大小小的舞台表

演，胆子很大，面对台下观众一点也不害

怕，而且还很享受在舞台上绽放自我的

快乐。

毕业后，袁淑君的第一份工作是一

名数学老师。想不到的是，数理化也是

她的一大强项，如同跳舞一样，“一定程

度上两者是相通的。”她说，两者都锻炼

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20世纪 60年代，

她又参加了宁波市文化馆组织的艺术团

和工人俱乐部艺术团，让她有了更多学

习舞蹈的机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

浙江歌舞总团学习进修，在当时那个年

代，正规舞蹈学习还没有普及，袁淑君十

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在一周时间里认真

系统地学习了六个舞蹈。从基本功到民

族舞，再到舞剧，她学得很快，掌握了动

作要领，还融会贯通将各个舞蹈的内涵

运用到了舞台表演，为以后的文艺演出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上世纪 80年代左右，一批反映时代

精神的新歌舞日益涌现，艺术团和文工

团的演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呈现出

逐渐繁荣的趋势。此后，袁淑君将进修

歌舞团所学的知识带回宁波，多次进行

推广表演，甚至还有不少人远程赶来向

她求学。“记得当时演出最火爆的就是我

编排的《采茶舞》和小舞剧《警察与妻

子》，每次演出后反响都很好，观众投来

崇拜的目光。”那时的袁淑君就相当于现

在所谓的“偶像”，备受瞩目。

袁淑君就这样一路一直坚持着学舞

蹈和练舞蹈，她说最难忘且快乐的时光

是在工人文化宫里排练的时候，那段时

光不但让她收获了友情，还邂逅了爱

情。袁淑君丈夫当时负责话剧和甬剧，

相通的文艺爱好和经常性的演出排练，

让他们相识相知，至今袁淑君和她的丈

夫依旧伉俪情深，陪伴彼此身边，即将步

入“钻石婚”。

德艺双馨
沉淀美好芳华

袁淑君喜欢舞蹈的本真和纯粹，也

喜欢每一次舞动的自信和舒展。舞蹈能

带给人什么？她说，是美的熏陶，是艺术

的享受，还有来自生活的勃勃生机。

她最开始跳的民间舞蹈，就来自生

活，也反映生活。扎根民间的生活阅历

给了她更多创作舞蹈的灵感和激情。“最

开始跳舞我们的服装都是自己手工做

的，衣服怎么改造、帽子怎么装饰这些都

没人教，靠自己看自己发挥。这些都是

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的结晶。”

她回忆道，“后来条件好了服装才讲究起

来，有了各种花花绿绿的高档面料。”

蒙古舞和新疆舞是袁淑君最擅长也

最喜欢的两个舞种。“蒙古舞蹈热情奔

放、豪迈自由的节奏让人感到欢快；新疆

舞则注重昂首挺胸、立腰拔背，舞步更加

轻盈、身腰更加柔软，同眼神配合传情达

意。”袁淑君对每个舞蹈特点都熟记于

心，对每个动作要领都驾轻就熟，讲到

“移颈”“翻腕”这些基本动作，她就会情

不自禁哼着歌调比划起来，惟妙惟肖。

袁淑君不仅仅自己跳，同时也乐于

将舞蹈技能传授给更多有相同舞蹈爱好

的人。对于舞蹈教学和普及，她希望舞

蹈艺术能为更多人插上自由的翅膀，释

放自我。1988年，袁淑君创办宁波市红

领巾艺术学校（现为宁波市爱菊艺术学

校），开始正式成为一名舞蹈艺术教育教

学的实践者、运营者，投身文艺发展事

业。从教期间，她带领师生们将传播舞

蹈艺术的脚步踏遍宁波每个角落，还先

后出访日本等国家交流演出，为培养较

早走出国门的地方文艺团体作出了贡

献。

几十年的从教生涯，送走了一批又

一批的毕业生。对于这些毕业生，袁淑

君也许没办法

一下子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曾经

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却在她脑海里挥

之不去。那些毕业生们也时时记挂着

她，有些逢年过节总会来问候拜访，有些

情谊契合的甚至成为了忘年挚友，“就像

亲兄弟亲姐妹一样。”袁淑君说。

跨越时光
延续多彩人生

1999年，袁淑君正式退休。即使退

休后她也没有“躺平”，依然活跃在“舞蹈

圈”里，在宁波市老年大学艺术团里做了

一名艺术志愿者，带领同事们走进社区，

和街道舞蹈爱好者进行舞蹈交流，义务

帮助孩子们和老人们学习舞蹈……有一

次，她被委以重任，临时要求把整个团七

八个队伍组织起来，为晚会编排一台节

目，没想到最后演出效果非常好，还被做

成了一个画册。

2019年，袁淑君与丈夫一起住进了

老年公寓，在那里她又找到了新的“乐

子”。老年公寓里开设兴趣俱乐部和特

色课程，闲不下来的袁淑君立马对“禅

舞”和“非洲鼓”的新课程产生了浓厚兴

趣，一有空就去学，几节课下来就已经学

得有模有样。尽管在众多学员里她的年

纪是最大的，但学习进度却完全不输其

他人，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活到老学到

老”的意义。

袁淑君有两个女儿，也都随她，喜欢

文艺，一个拿手舞蹈，一个爱好歌唱。袁

淑君很注重培养她们的文艺细胞，小女

儿从北京大学艺术系毕业后也加入了宁

波舞蹈队伍，舞蹈功底甚至“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袁淑君说起子女们，笑得合不

拢嘴，“我女儿可支持我了，这头上的发

饰、舞裙还有亮晶晶的舞鞋都是她们买

的。她们还教我怎么化妆，怎么贴假睫

毛。”还有袁淑君的外孙女，虽然远在美

国，但也非常关心她，

经常会开视频连线，如果看到她微信

朋友圈发舞蹈相关动态，会第一时间点

赞评论“外婆真棒”。

“我的生活正因为有舞蹈的点缀才

丰富多彩。”袁淑君谦虚道，“我不是一个

舞蹈家，我只是一个舞蹈爱好者，现在这

样已经很知足了，舞蹈就是我每天保持

年轻、开心、健康的最大秘诀！”

谈及这次获得宁波市文联颁发的舞

蹈成就奖，袁淑君说：“我只是在做我喜

欢的事情罢了，受之有愧。如今学舞比

以前方便多了，我也就是尽自己一份力，

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在她看来，这更像

是一种鞭策，就像近几年宁波一直在做

的“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一样，

正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希望

更多人能够支持与重视艺术，热爱这份

事业，让艺术伴随终身，永远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