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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学堂

中国传统戏曲
中的服饰（五）

怡情乐园 ““和谐舞蹈队和谐舞蹈队””舞上了全国大赛舞上了全国大赛

乐天的乐天的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记者 杨玉梅 文/图

伊滨区诸葛镇有个“和谐姐妹舞蹈
队”，队员平均年龄50岁。这些接近“奶
奶级”的舞蹈队员，从未接受过专业训
练，仅凭兴趣走到一起，就这样一路“跳
进”了国家级比赛。在前不久于河北廊
坊举办的“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会
演上，她们凭借一段朝鲜民族舞“簸箕
舞”，从全国几百个队伍中脱颖而出，摘
得“银星奖”。

舞动起来，年轻许多

记者到诸葛镇采访时，“和谐姐妹舞蹈
队”正在进行排练，排鼓敲得震天响。46
岁的队员李杏伟说：“我们现在不光跳民族
舞，还增加了排鼓，排鼓队有50多人呢！”

李杏伟让记者看了一段她们跳簸箕
舞的视频。视频中，12名队员发髻高挽，
身着朝鲜族服装，拿着簸箕，扭腰、抖肩、
举手、顿足，动作柔美，举止优雅，不仔
细看，还真看不出这是一群50岁上
下的人在跳舞。

她们说，这次去廊坊参加
比赛的共有10个人，来自附近
五六个村，大家以前都没有经
过专业训练，仅有的一点舞

蹈基础就是在自己村子
里跳过广场舞，能走

到一起缘于队
长的执着和

大家对
舞

蹈的喜爱。

以舞结缘，姐妹情深

“和谐姐妹舞蹈队”的队长是55岁的
常素玲，她是诸葛镇司马村小学的一名教
师。从小喜欢文艺的她，在1975年到偃师
参加一场文艺演出时，看到某单位表演的
簸箕舞，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说：“簸箕
是农村最常见的农具，平时吹、抖、筛惯了，
没想到这些动作能跳成这么好看的舞蹈，
还能把劳动场面反映得活灵活现。”

退休后，常素玲又想起了
多年前为之惊艳的那支舞蹈，

便萌生了一个

想法：组建一个舞蹈队，大家在一起跳舞，
既能健身又老有所乐，多好！

她先多方打听当年的那个舞曲，然后
到处寻找舞蹈队员。过年各村各镇演社火
时，别人都是看热闹，她则专门往跳舞的女
人身上瞅，看谁跳得好，就拉进舞蹈队。

克服困难，摘得大奖

没有舞蹈老师，常素玲先跟着视频学
会了再教队员们，还根据队员们的情况把
难的动作简化；没有排练场地，她就带着大
家趁早上车少时到大马路上练，有
些队员早上要走半个小时
的路去排练。

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动作。
队员们平时跳惯了广场舞，让她们跳抒
情柔美的民族舞，用她们的话说“真是拿
捏人”。

今年8月，舞蹈队要参加洛阳电视台
举办的“中老年才艺之星”比赛。眼看要比
赛了，可是队员们还是跳得不成样子。常
素玲急得直上火，为此她想了不少办法：每
人先交200元押金，谁迟到、早退，这押金
就充作队费；每天留作业，第二天要检查，
当着大家的面跳，跳不好要挨批评……

这些方法还真见效，一段时间后，队员
们的动作好看多了。队员们也很下劲儿，
早上不到 6点就起床，赶到排练场地排
练。队员马占玲还经常带着两岁的小孙女
去排练，她跳舞，小孙女在一边看她跳舞。

在“中老年才艺之星”比赛中，她们发
挥出色，再到廊坊参加比赛跳得就更好
了。经过近一年的相处，十几个队员之
间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一合
计：队名干脆就叫“和谐姐妹”吧，于是

“和谐姐妹舞蹈队”成立了。
从河北比赛回来后，她们又

组建了排鼓队，凑钱买了20多
面鼓，队伍增加到50余人，
仍以中老年人为主，队名
也改为“和谐姐妹排鼓
舞蹈团”。天天跳
舞打鼓，她们
越过越滋
润！

晒宝淘宝晒宝淘宝我拍爸妈我拍爸妈

母亲是一个即使没米下锅仍
能照样睡安稳觉的人。

1953 年，父亲还在东北工
作，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湖南
湘潭的奶奶家。5岁的我身体不
好，3岁的弟弟得了夜盲症，母亲
没有正式工作，每天在外打零工，
靠给人砸石子、修马路挣钱，回家
还要做饭、照顾我们。即使这样，
母亲仍乐观地说：“那时候，婆婆、
小姑子、小叔子都在身边帮衬，我
也没觉得有多苦。”

后来，母亲带着我们来到洛
阳，和已调到此地工作的父亲团
聚。1976年，她随父亲到北京旅
游。当时，母亲正在蒙受不白之
冤，换个人早就没心思转悠了，可

她还能在万寿山和昆明湖前露出
笑脸（如图），她说：“假的真不
了。我没做亏心事，怕什么！”果
然，此后没几年，我就欣喜地听
到了母亲被平反的消息。

退休后，母亲更加开朗，
也更爱玩了。她每天早晨都
要练剑，还与剑友们一起把
洛阳周边的景点转了个遍。
2003年，他们来到栾川养子
沟，整个山谷似乎都热闹起
来了。

母亲喜欢说：“往前
走，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乐天的母亲感染了我们，
让我们坚定了追求美好
生活的信心。

古老茶盘古老茶盘 见证变迁见证变迁

在我收藏的家传物件中，有
一对木制红漆茶盘，虽然非常陈
旧，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却是
我的宝贝。

这对茶盘是我高祖父在世
时定做的，底部刻有“厚安堂”
三个楷字。正是这三个字，使
我不忍丢弃它们，珍藏了数十
年，因为“厚安堂”是我高祖
父的堂号，同时象征着我们
这一脉家族。

茶盘质朴无华，却结实
耐用，从端庄的器形、劲朗的
文字上可以窥见高祖父当
年闲适的生活。只是后来
家境渐渐贫困，沏茶品茗
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茶
盘就被搁置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家
里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但我的祖父、祖母和母

亲相继离世，我们

兄弟姊妹也先后离开了世代生活
的农村，四散于高楼林立的都市
中。从此，“厚安堂”的一大家子人
再没有完全团聚过。

临离家时，我想带一件物品作
为纪念，便挑中了这对茶盘。我姐
见了问道：“为啥只拿这不值钱的
东西？”我笑了笑，觉得这一对茶
盘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变迁，
凝聚了我们家人的深厚情感，也
能勾起我的童年回忆。

蟒袍是戏曲舞台上帝王、官员等角
色穿的服饰，其样式为圆领、大襟、大袖，
长及足，满身纹绣，上为云龙，下为海水。

蟒袍又有男蟒、女蟒之分。男蟒为扮演
文臣武将的老生、小生、武生穿用。女蟒较
短，绣龙凤，为后妃、贵族妇女所穿。

戏曲舞台上常用蟒袍的色彩来区别剧中人
的身份、地位与年龄。蟒袍的颜色大体分为红、明
黄、杏黄、白、蓝、绿、紫、粉红、淡湖、古铜等。一般
说来，皇帝穿黄色蟒袍，臣僚多穿红蟒、黑蟒、蓝蟒；
年轻俊雅者穿白蟒、粉红色蟒，年长者穿古铜色蟒。

无论穿男蟒、女蟒，腰上都要系玉带。
（据互动百科网）

蟒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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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姐妹舞蹈队和谐姐妹舞蹈队””成员合影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