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 月 6 日 10 时 01 分，当时

的微信平台上已泪流成河，都为了我心

中的这位英雄——贾作光。

“天上增一鸿雁，人间少位舞神。”

当看到我的老领导高占祥为贾老师题

写的挽联，我崩溃了，我的天塌了……

1998 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有幸在

您身边工作。您是中国艺术界的骄傲，

是舞蹈界永远的明灯，是我的引路人、

我的领导、我的亲人，与您相伴的日子

是我一生的财富。20年来的形影相随，

恍如隔日。那日上午，我正在长沙开工

作会，当噩耗传来，我无法面对了：我们

还有那么多约定没有实现，那么多设想

没有完成……

那些陪您一起工作、生活的场景历

历在目。您的每一次演讲、每一次媒体

采访、每一次演出、每一次出访、每一次

出版、每一次任性、每一次争执、每一次

容忍、每一次灿烂的笑容、每一次敞开

心扉……这些平常且无数的“每一次”，

都在一瞬间浮现于我的脑海。我们已

经习惯了彼此，20年的相伴，您走了，我

的脑海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您住院期间，我尽量减少出差，每

天到医院探望，汇报工作，和您说说您

想知道的那些事。您总是那么开心快

乐，把最阳光、最灿烂的笑容给我。护

工阿姨说，每到下午您就看手表，问我

们几点到，护工说您不好好吃饭，说要

等我们到了才认真吃……

2016 年 12 月 15 日，在您进入 ICU

病房后，旁人无法陪护，我们四五个人蜗

居在医院旁边的小酒店，就为了离您近一

些，期盼您的召唤。您的走，让我没有一

点准备，使我精神恍惚。在您住院的日

子中，您每天都要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了解外面的世界，我知道您还有许多话

要对我说，还有许多为什么要问我。

可我现在不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

要让我做什么。当开车经过您最喜欢

的长安街时，我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后视

镜，可后视镜里缺少了您的身影，后车座

上没有了您用手指敲打车窗的节奏声。

驶过长安街，继续开往昔日您熟悉

的地方，我泪流满面。

（作者为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副秘

书长）

2017 年 1 月 6 日，听到贾作光老师

去世的消息，尽管心里早有准备，却还

是悲从心来，万分哀伤。彼时彼刻，他

的音容笑貌如此清晰地映入脑海，他的

代表作品的名字，如同阵阵浪涛，一波

波拍击胸膛，《马刀舞》《盅碗舞》《鄂尔

多斯》《雁舞》《挤奶员舞》《彩虹》《牧民

见到了毛主席》《鸿雁高飞》《海浪》《嘎

巴》（鱼舞）《喜悦》《灯舞》《任重道远》等

等。我不禁从心中赞叹，贾作光，怎样

的一个神人，创造了中国当代舞蹈史的

奇迹。一个人，如果有一二作品传世，就

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他的代表作品名单，

却有长长一串！其中的《鄂尔多斯》等曾

经获得国际大奖，其作品还荣获过“20

世纪华人经典舞蹈”称号。贾作光，舞

蹈艺术经典的创造者，中国当代民族舞

蹈高峰上的不老松。当日，把不断的思

绪连成几句，以表怀念之心。

惊 闻 大 师 已 成 仙 ，驾 鹤 归 向 西 天

边。泪作倾盆雨落下，强按悲伤神已

散。回首遥望来时路，才俊超群千百

年。马刀飞旋盅碗香，鄂尔多斯舞翩

然；大雁情深阳光路，彩虹桥上挤奶员；

牧民想见毛主席，横风斜雨不畏险；鸿

雁高飞茫茫地，海浪海燕海疆远。嘎巴

跃跃童子心，喜悦涟涟复涟涟。青灯一

盏无眠夜，任重道远路漫漫。东方舞神

今何在？草原舞王忆无边。民族舞魂

持 彩 练 ，阳 光 永 照 苍 生 天 。 罢 ！ 罢 ！

罢！唏嘘不已歌哭罢；念！念！念！晚

生后辈永相念。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鸿雁走了，飞走了。

1月 6日上午，我的手机闪出

一个信息：“贾作光老师已离开我

们。”我立刻给贾老师的女儿打了

电话，噩耗得到了证实。虽早已

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悲从中来，无

法接受这个让人痛心疾首的事

实。老爷子走了，他那典型的长

者微笑仍宛然在目，占据了我整

个脑海。贾老师的学生和朋友

数不清，每个人都有对他的怀念

之情，而我对他的回忆可以追溯

到 47 年前，他与我交往几十年

的画面如今反复重现，我的泪水

禁不住溢满眼眶。

1970 年我考入总政歌舞团，

那时我才 14 岁。一个偶然的机

缘，贾老师来总政歌舞团选小演

员 ，从 此 与 他 相 识 并 结 为 忘 年

交。作为当时的小文艺兵，能得

到贾老师的青睐，无疑是极大的

幸运。

我忘不了 1971 年北影棚屋

里贾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学

舞蹈光有灵气还不够，要吃苦，

要舍命，更要做一个有情感、有

灵魂的舞者。”

我忘不了 1976 年他重新出

任舞蹈学院院长后兴高采烈地

请我喝酒的场面。当年他为我

试排了舞蹈《战地黄花》。

我忘不了 1983 年总政歌舞

团建团 30 周年的晚会上，他为我

表 演 的 双 人 舞《战 士 心 中 的 女

神》亲手献上了捧花。

我更忘不了 2010 年他为我

的音乐作品专辑题词并特意为

我的作品音乐会录制视频的感

人情景。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贾老

师的艺术理念和风格一直深深

地影响着我，他那奔放灵动的激

情，他那形神交融、全心投入的

舞姿，他那一谈到舞蹈、一听到

音乐就会喜形于色、眉飞色舞、

如数家珍的挚诚情怀，总是打动

并感染着我。几十年来，情寄于

舞、舞表于情、形神兼备、情舞交

融，这 16个字一直是我艺术创作

的座右铭。

贾老一生命运多舛，历经了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文革”

中他惨遭迫害，住的是简陋的平

房，即便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

他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在

艺术的道路上坚韧前行。那时

我经常悄悄地给他送饭，对于我

们这些学习舞蹈的年轻人，只要

肯 学 、愿 意 钻 研 ，他 都 非 常 支

持。他经常说：“艺术必须深入

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人民是文艺

工作者的老师。”

作为人民的艺术家，我无需

赘述他身上的光环，但他在新中

国舞蹈史上独一 无 二 、不 可 复

制 的 历 史 地 位 是 我 们 以 及 后

人 应 当 铭 记 于 心 并 世 代 相 传

的 。 贾 作 光 的 精 神 ，就 是 中

国 舞 的 精 神 ，是 留 给 中 国 舞

蹈 界 的 一 笔 巨 大 的 精 神 财

富 ，这 其 中 包 括 为 人 民 创 作 、

为 人 民 起 舞 、深 接 地 气 的 民 族

精 神 ，包 括 胸 襟 宽 阔 、博 采 众

长、勤奋钻研、吃苦耐劳的学习

精神，更包括激情似火、童心未

泯、弃恶扬善、热爱祖国的赤子

精神。

他病重时我去医院探望了几

次，最后一次是 2016 年 10 月，当

时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的中国

梦就是活到 100 岁，咱爷俩一起

搞一台贾作光百年舞蹈晚会。”想

不到这一次见面竟是永诀。

1 月 6 日，我彻夜未眠，只有

一个念头，就是要写一首歌寄托

我对恩师那份深深的爱和怀念。

《天堂鸿雁》这首歌是我含着热泪

一气呵成的，我痴情地希望他能

听到，希望他的灵魂永不消失。

“鸿雁走了，飞走了，那辉煌

的热血浸染着晚霞，舞姿飞向天

堂落入神圣的家。

鸿 雁 走 了 ，飞 走 了 ，那 燃 烧

的激情向日月喷发，舞魂穿越时

空抛向春秋冬夏。

望着您远去的身影，泪流成

挽歌。

望着您飞去的背影，心浇铸

鲜花。

天 堂 鸿 雁 ，天 堂 鸿 雁 ，你 是

永远的怀念，无尽的牵挂。”

音容宛在，永生难忘，愿我

心中永远的榜样、伟大的导师贾

作光先生在天堂鸿雁高飞，一路

走好！

（作者为著名音乐人、中国舞

蹈家协会会员）

敬爱的贾老师，您好！

知道会有今日，却不知今日

来得如此突然！您知道吗？舞蹈

的世界根本没有准备，也许，就根

本不愿意准备！

我正在新加坡准备着舞蹈诗

《侗》的首演，当日攒了一堆的信

息没看，偶然一看，一行字吓了我

一跳，是于大雪发来的：“贾老师

去世了，刚听舞协的老师说的。”

我模模糊糊没有看清，摘掉眼镜

再仔细看看，愈发看不清了，因为

脑中一片空白，泪水不止……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

到天涯！

远飞的鸿雁啊，我想告诉您：

我算了算，您对我的表扬没

超过十句，几乎全是指责，这也不

对那也不是，每次都让我灰头土

脸的……

在 1986 年 我 的 舞 蹈《元 宵

夜》参加比赛时，我第一次见您就

像朝圣般心慌意乱，果然，您一见

面就劈头盖脸地说您看了作品，

并给作品挑了一堆的毛病。其

实，当时的我并没有听进去您的

意见，只是关注您的态度，因为您

的态度决定着舞蹈的奖次，我心

想，完了，得不了奖了，谁曾料想，

《元宵夜》得了大奖第一名！是

啊，“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

为扶持”！

远飞的鸿雁啊，我想告诉您：

您每次见我都提《女儿河》，

要不是您强迫我改进服装的颜

色，《女儿河》就不会演遍全世界。

从那以后，“吓”得我每有新作

品问世，总要先请您老人家把把关、

定定调。《一个扭秧歌的人》在排练

厅审查时，看完后，只见您泪流满面

地说：“那个秧歌艺人就是我！”这一

次您顾不上“指责”了，因为您已被

“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远飞的鸿雁啊，我想告诉您：

有一次您告诉我，我的作品

《黄土黄》被评为“中华民族二十

世纪舞蹈经典”，您说：“你的作品

提名奖两个、经典一个，没选《一

个扭秧歌的人》你没意见吧？”我

心想，您连“自己”都不给投票，我

还敢有什么意见。

终于有一年让我抖了抖威

风，舞协决定由我出任总导演，请

健在的所有老舞蹈艺术家在舞

台上再舒长袖，那才是经典呢！

经典的《金秋风韵》！并且您“钦

点”由我排练您表演的《鸿雁》。

那年正赶上您双膝疼痛，在北京

舞蹈学院的排练厅里，几十个孩

子为您伴舞，舞蹈排了一遍又一

遍，您是那么投入和认真，好几

次我让您休息您都拒绝了。然

而，中间我去洗手间，一出门就听

见了您的声音：“兔崽子！想要累

死老头儿啊！这个兔崽子，他明明

知道我腿疼！”我回到排练厅就问大

家：“刚才是谁在骂我啊？”一时间所

有孩子都看您，您马上就说：“没有

啊！谁也没骂啊！我在呢，他们谁

也不敢！”我心想，好，咱们再来一

遍，所有人必须做出来！然而，我还

是心软了，中间宣布休息，您对我又

开骂了：“兔崽子！怎么不排了？”我

看得出来，您是真不想休息啊！

远飞的鸿雁啊，我想告诉您：

舞蹈界多么需要您的引领、

护航、栽培、扶持、批评和“指责”

啊！您走了，给我们留下了难以

填补的寂寞。

全凭老干为扶持！今天想来，

那个璀璨星空里的杨丽萍、刘敏、

沈培艺、李恒达、黄启成、周洁、于

晓雪、卓玛、山翀、黄豆豆、姜铁

红、李玉兰、王晓燕、沙呷阿依、敖

登格日勒等青年艺术家都在仰望

更高更远的苍穹，仰望着指点过

也“指责”过他们的鸿雁，共同引

吭呼喊——恩师鸿雁！走好！

今天迟早会遥远！舞蹈的天

空再无鸿雁！

今天迟早会遥远！舞蹈的天

空鸿雁永在！

敬爱的贾老师，我们永远热

爱您!

（作者为著名编导、中国舞蹈

家协会顾问）

鸿雁飞走了，我的恩师、慈父、偶

像，人民艺术家贾作光先生没有扛过这

一次，他走了……

贾作光老师用他超凡的才华和毕

生的心血，为中国舞蹈的艺术殿堂留下

了许多值得珍藏的“国之瑰宝”。男子

独舞《海浪》就是其中之一。

舞蹈《海浪》创作于1980年，在第一

届（大连）全国舞蹈比赛上大放异彩，当

时由北京市代表团北京歌舞团青年舞

蹈家刘文刚先生表演参赛。我有幸成

为贾作光老师亲自挑选、亲自指导排练

的第一批《海浪》作品的表演者，参加了

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的全

国舞蹈比赛获奖作品汇报演出。那是

我首次公演独舞《海浪》。

1981年春节期间，在贾作光老师的

推荐下，我经过中国舞蹈家协会组成的

海选团甄选，十分幸运地随中国舞蹈家

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首次

在国际舞台上将《海浪》展演在世界观

众的眼前。当时演出轰动的程度让我

终生难忘。演出中掌声几乎不断，表演

之后的谢幕时间比节目表演的时间还

要长。后来，我曾先后在 30多个国家表

演《海浪》，几乎都成为最受欢迎的节

目。《海浪》成就了我，也成为我的舞

台代表作。再后来，我应邀参加贾作光

老师舞台生涯 50周年纪念晚会，在北京

西单附近的民族文化宫剧场，我有幸与

当时 65岁高龄的贾老师同台演出，共同

表演他的代表作《海浪》，倍感荣幸，也

终生难忘。也是在那个最有意义的时

刻，我完成了与《海浪》的告别演出。

在我看来，《海浪》的艺术价值已经

远远超过一个舞蹈作品的范畴。

在1980年的历史背景下，《海浪》的

出现可谓是开创性的，一石激起千层

浪。贾老师将民族的、现代的、时尚的

创新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个 7分钟的独

舞作品中。

《海浪》引领和推动了中国当代舞

蹈的创作，开创了全新的舞蹈创作思

维，它的成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之后

的《雀之灵》《海燕》《东归的大雁》等舞

蹈作品。

《海浪》是一首诗，他用舞蹈的形式

展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海燕勇敢顽强

的精神气质。它是贾老师生命之花的

光荣绽放，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人生正

能量的释放。我清楚地记得贾老师在

创作过程中的往事——我们在天津滨

海码头整天观察海鸥，在前往大连的游

轮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揣摩船尾逐浪

而飞的海鸥，在大海边等待旭日升起、

夕阳西下……有机会聆听了老师一生

的传奇经历和谆谆教诲，我才渐渐读懂

了《海浪》这首浪漫又极富哲理的舞蹈

诗。我的舞蹈表演也是从此开窍的。

每一次表演，只要音乐响起，我就走进

了老师的精神世界。

《海 浪》是“ 桃 李 杯”舞蹈比赛的

规定剧目，也成就了一批舞蹈家。近

40 年 的 时 间 证 明 ，它 的 艺 术 价 值 是

永恒的。

2017 年 1 月 6 日上午，贾作光老师

因病去世，享年 93 岁。噩耗传来，我一

路马不停蹄地奔至老师家中，与 3 个姐

姐相拥而泣。我们的父亲没有扛过这

一次，他是累了，真的是该换一个更美

好安静的地方休息了。

宇宙无限，初心不朽。您一定是宇

宙中那颗永不陨落的恒星!

（作者为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先生

弟子）

贾作光先生是中国舞蹈艺术

的先驱者之一。他是震慑生命、

征服舞蹈世界的大雁。他的艺术

人 生 横 跨 创 作 、表 演 、教 育 、研

究。这也是所有艺术大师的共同

特性。

草原的滋养，大地的哺育，造

就了人民艺术家的辉煌。鲜明

的个性特征、厚重的民族精神、

永不凋谢的时代光辉，成就了贾

派舞蹈的经典品格。他的舞风

似草原夏日里的浓郁，一片勾魂

的翠绿，清爽、无垠。他的创作

如草原旷达的苍穹，一片蔚蓝的

透彻。

草原、山川、林莽、湖海，都

是他舞的情愫。他是中国舞蹈

的常青树、不老松。有他的地方

阳光永远灿烂。他用火一样的热

情感染着年轻的舞蹈家们。“新竹

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

池。”这正是贾作光在中国舞蹈界

辛勤耕耘的写照。人民、艺术是

贾作光人生坐标上最重的砝码。

是人民的滋养让贾老师的艺术永

远年轻！

他是中国文艺界的骄傲，为

中国舞蹈界树起一座丰碑。他不

忘初心，他童真灿烂，他肩负使

命，他是中国舞蹈的领头雁，他将

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国

标舞等多个单飞的孤雁带回中

国舞蹈的雁群，又带领这支雁群

翱翔前行。

现在，鸿雁高飞了，飞远了。

遥祝这只鸿雁天国安详！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你在追求什么/你一次次飞过/白云

蓝天/矫健的身影/掠过青山草原/

你在追求什么/你一年年飞过/春暖

秋寒/翅膀下的岁月/苍茫一片/

喔/告诉我鸿雁你在追求什么/风儿

一样/不知道疲倦/只听声声雁鸣/传到

天边

这是 2000 年我主持的纪念贾作光

从艺 60周年的晚会《鸿雁》中，由陈晓光

作词，腾格尔谱曲，陈铎现场朗诵，德德

玛、腾格尔、幺红及童声四种声乐形式

演唱的歌词。记得那天晚上贾老师在

听这首写给他的歌时流泪了，在场的

1200 名观众流泪了，我感动着但没流

泪。2004年，在北京舞蹈学院为贾作光

铜像揭幕的现场，我为其再次朗诵了这

首歌词，贾老师当场也流泪了，在场的

近 200 位嘉宾也流泪了，我依然激动着

但没流泪。今天，听着这首歌，我则泪

流满面，不能自持……舞蹈界风儿一样

不知疲倦的带头雁啊，这一歇，竟是永

远，这一别，竟是不再见。

贾老师，40 年的师生情缘不算短，

从一个中专生到今天成为一个舞蹈界

的中坚，您讲的“情寄于舞，舞表于情，

形神兼备，情舞交融”十六字箴言一直

影响着我的艺术观念。您对舞蹈本质、

舞蹈生命力，特别是舞蹈表演方面深刻

而独到的见解一直影响着我们几代人

的舞蹈理念。您的舞蹈艺术生涯，您充

沛而炽烈的民族情、乡土情一直影响着

您的学生们，您钟情并奉献了毕生精力

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会沿着您的

足迹走下去。

贾老师，您的作品就如您的胸怀一

样，充满着“诗”意，这诗中有“梦”、有

“念”、有“意”、有“境”，有“家国”、有“情

怀”、有“真意”，更有“执着”。我还记得

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结束后，您

因《海浪》没有得到当时舞蹈界普遍认

可而用“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的诗句激励自己的神情，多年后这

个作品则被誉为中国当代“诗化舞蹈”

的开山之作。这足以证明您敏锐地捕

捉到的中国文化中“诗情”“诗性”“诗

意”的精魂，已融入了您的骨髓，并以身

体书写着一首首诗篇。

贾老师，您的一生就是用舞蹈写就

的“诗”，您留下的一个个昂扬着中国精

神、浸润着中国风格、彰显着中国气派

的作品，穿过岁月的重幕，仍然直指人

心。您毕生追求的，是“中国”，因为您

在最后一次“为人民而舞”的呐喊中让

我们领悟到了中国的舞蹈艺术一直都

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只有中国人的情

感、中国人的言语，才能筑就中国文艺

之精髓，才能在漫漫艺术长河上留下无

愧的一笔。

贾老师，当鸿雁飞越苍穹，当雄鹰

翱翔山巅，当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

您依然是中国舞蹈界展翅高飞的头雁，

声声雁鸣到天边……目送着您远去的

身影，追随着您留下的足迹，我们毅然

前行。

（作者为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

深深悼念贾作光老师
冯双白

征服舞蹈世界的大雁
罗 斌

声声雁鸣到天边
明文军

天 堂 鸿 雁
尹建平

在《海浪》中走进老师的精神世界
张 健

寄往天国的鸿雁
张继钢

无数的“每一次”，宛如昨日
曹晓明

东方舞神今何在 草原舞王忆无边
——怀念著名舞蹈家贾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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