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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辣的心哪，火辣辣的

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她透着心里

红……”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小品《红高粱模特队》

中，不过短短30秒的表演，舞姿

热情奔放、清纯质朴、有一双会说

话的大眼睛的“小辣椒”，征服了

亿万观众，成为春晚记忆中的经

典，让观众记住了她——著名舞

蹈家王小燕。

“小辣椒”从此成了王小燕的

艺术标签。但她深知，观众对她

的喜爱，对这一艺术形象的认可，

正是因为“小辣椒”是东北白山松

水土生土长美丽火辣的红辣椒，

沾着田野清新的露珠，有着黑土

地真情的温度。

其实，出演“小辣椒”只是王小

燕的一次客串。她从十几岁开始

登台演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

活跃在舞台上。王小燕的根在关

东沃土，所以，她以东北秧歌为特

色，独树一帜塑造了一系列活灵活

现的东北姑娘和关东女子形象，并

努力以这些经典形象走近百姓的

身边、走进观众的心里——为人民

舞蹈，让她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以心相融：
走基层走得近些、再近些

曾有一位观众以“生命·绽放”

为题这样写道：“当看着著名舞蹈

家王小燕踩着熟悉的东北大秧歌

旋律舞到台上时，我的眼睛莫名湿

润了，纵使手中的相机不停地‘咔

嚓’，眼泪竟然没有停下来。从《找

情郎》到‘小辣椒’，王小燕把东北

姑娘娇憨灵动、开朗爽直的劲儿演

绎得淋漓尽致，成就了不可逾越的

经典。舞蹈家的称号不是那么轻

易担当得起的。台上敬业、抢眼，

她是靓丽的小姑娘，舞动青春的澎

湃；台下谦和、低调，她是爽朗的大

姐姐。可能是了解了台下的她，才

会更加喜欢台上的她吧!那一刻在

心底不仅是莫名的感动，也有满满

的敬佩!”

观众之所以对王小燕有这样

的认知，是因为她几十年来的坚

持和坚守——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到人民中间去，走

得近些、再近些……

在吉林、在天津、在武汉、在

福建、在湖南、在宁夏、在甘肃、在

山东、在广西、在四川、在浙江、在

海南、在河北……王小燕随一支

支文艺志愿服务队，行走在祖国

各地的山山水水，全面开展文艺

辅导培训及慰问演出活动，与基

层文艺爱好者们进行面对面交

流，讲解基础知识、教授基本技

巧、展演培训成果，为基层群众搭

建学习、交流、提高、展示的平台，

促进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繁荣发

展。在风雨兼程中，她领略着艺

术同行们的才华与激情，见证了

舞蹈艺术在祖国大地上绵绵不息

的延续与传承，看到了文化艺术

在中华大地展现的勃勃生机与无

限希望。这一切，都让王小燕深

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人民艺术

家，一定要与人民群众以心相交、

真情相融。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小

燕立刻参加了中国舞蹈家协会第

一支小分队赶赴灾区。当时每天

还在发生大大小小的余震，她们

的行程十分艰难。看到劫后余生

的孩子们，王小燕的心疼得颤

抖。她来到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蹲下身来抚摸着孩子们的头，用

尽可能的温暖语言轻声安慰孩子

们。没有演出舞台，王小燕的表

演是在一块不足10平方米的泥

地上，在雨中为孩子们演出。她

边为孩子们舞蹈边随着音乐将手

中的东北手绢抛给小观众，孩子

们接到手绢，脸上终于露出了难

得的笑意，这时候，王小燕的心里

真是欣慰极了！在灾区慰问演出

时，王小燕系上红领巾，在国旗下

纵情欢舞，用肢体语言为孩子们

传递心灵的抚慰。她说：“此情此

景下的舞蹈与任何时候都不同，

在伟大祖国这个大家庭里，我与

孩子们彻底融合在了一起——它

冲击着我的心底、荡涤着我的灵

魂！”至今还萦绕在王小燕脑海

的，是她们与灾区群众进行的“手

拉手·心连心”互动画面——手拉

着手，大手小手紧握在一起，温暖

的大手拉着稚嫩的小手，充溢满

满的正能量。大家同歌共舞，强

烈地感受着舞蹈的力量、文化的

力量！

在甘肃陇南，王小燕随中国文

联千里迢迢送文化下基层。看到

打着伞在房顶上凝神企盼的人们、

骑在大人脖颈上的小观众们，她觉

得无论多么辛苦都值了，因为边远

农村需要文化，文艺工作者们的辛

苦满足着基层群众的需求和渴望。

下基层文化服务时，不管条

件环境如何艰苦，王小燕都坚持

艺术标准，一丝不苟地将艺术完

美地呈现给观众。在湖南长沙演

出时，天气十分寒冷。有人劝她

在演出服里再套些衣服以免受

寒，她仍坚持以最好的姿态上

台。因为王小燕认为，这是党的

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情怀，是对观

众的热爱，是对艺术的负责。只

有以这样精益求精的态度，才能

打造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

艺术精品。

我以文化服务大众
生活给予我丰富滋养

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让王小

燕深深体会到：作为艺术家，老百

姓喜欢你是你的福气。只要你的

心是真诚的，你的笑是发自内心

的，观众就一定能感受到。你真

正把观众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姐

妹，才能走进他们的心，彼此产生

心灵的共鸣。

这些年，王小燕的舞蹈《大姑

娘美》《火辣辣的爱》跳遍了大江

南北、国内国外，广为人们喜爱，

就是因为它鲜明浓烈的东北代表

性，体现了典型的东北人文情

怀。这一切，是已刻入东北人的

骨子里，融会在东北人血液中

的。展示给世人，就是美好强劲

的“东北风”。

王小燕常说：我以文化服务

大众，生活给予我丰富滋养——

在安徽蚌埠，中国蚌埠花鼓

灯艺术交流展演周暨文艺志愿者

走基层精品歌舞演出上，王小燕

倾情汲取着丰厚的民族文化；

在黑龙江大庆，为推动东北

地区舞蹈事业更加健康发展的东

北地区电视舞蹈大赛上，王小燕

为优秀人才认真点评；

在山西大同，王小燕和中国

文艺志愿者“送欢乐大同行”为社

区环卫工人慰问演出；

在厦门同安区小坪村，送欢

乐下基层演出的同时，王小燕在

茶山看到了海峡两岸的褒歌会，

看到了有几百年历史的踏火节，

古老的传统民族文化让她更加丰

富了艺术的语汇，让她更加感叹

文化的力量；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王小

燕和文艺工作者们以慰问演出表

达着对科技工作者的敬意，载歌

载舞向英雄们致敬；

在北京民族剧院，王小燕参

加由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

艺创作成果展演舞蹈——“向人

民汇报”；

在吉林敦化，吉林省基层文

联工作交流会暨文艺志愿服务工

作现场会中，以文艺志愿者“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为主题的文艺演

出，王小燕和艺术家们在四面环

山的林场，顶着烈日与林业工人

互动演出，传递着艺术家与工人

们之间最真挚朴实的情感。与基

层群众同歌共舞，真的是辛劳、快

乐、充实的一天……

在重庆彭水、酉阳、秀山，“到

人民中去”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

协会文艺志愿服务团通过开展演

出、教授舞蹈创编、现当代舞蹈基

础训练、少儿舞蹈编导及基础理

论、民族民间舞蹈基础训练等活

动，进行全方位的舞蹈普及与交

流，王小燕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艺

术家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辛

勤付出，彰显着中国文艺志愿者

的奉献精神；

在遵义，为做好春节期间“送

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团活

动，王小燕随中国舞蹈家协会文

艺志愿服务团小分队，走进革命

老区，慰问连续11年获得全国文

明城市的最美环卫工人们，为他

们送去欢乐和祝福；

在吉林集安，吉林省文联文

艺志愿服务团“送欢乐下基层”走

进吉林省集安市公安武警边防总

队——军歌嘹亮，情暖边防。这

里有一支忠诚奉献、锐意进取的

坚强部队，他们爱洒边疆，彰显着

中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王小

燕和艺术家们向这些可敬可爱的

官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新年之际，王小燕随吉林省文

联、吉林省舞蹈家协会文艺小分

队，来到公主岭范家屯福利院，为

福利院的孤寡老人送上最真诚的

祝福，并为范家屯文化馆进行“吉

林省舞蹈家协会舞蹈培训基地”授

牌仪式，让基层的舞蹈培训与省舞

蹈家协会专业指导正式对接，规范

舞蹈艺术培训在基层文化建设中

的良性发展。王小燕深情地表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永远是提升

我们思想和艺术境界的根本，文艺

为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

责任·使命·担当

王小燕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顾

问，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

员会副主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

吉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全国“艺德标兵”，中

国“突出贡献舞蹈家”，中国行公益

人物“最美艺术家”，中国中小学舞

蹈教育“领军人物”，全国“学雷锋

最美志愿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

得者，吉林省“最美文艺志愿者”，

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吉林省

拔尖人才，“吉林英才奖章”获得

者，吉林省资深专家，长春市“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国家一级演员，

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

师，还先后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央

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舞蹈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等任特聘

教授。王小燕以她鲜活灵动、火辣

热情、刚柔并济、洒脱大气的表演

特征，形成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东

北秧歌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

王小燕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百花迎春春节联

欢晚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

兴之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我们的旗帜”演出，参加

香港、澳门回归晚会，并代表国家

多次出访世界各地，担纲国际文

化交流演出的领衔主演。

在国家级、省级舞蹈大赛中，

她多次获得金奖、银奖、评委会特

别奖，及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节

“最佳主演奖”，第十二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舞剧奖”，第十三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

并多次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文华奖、央视CCTV舞蹈大赛、CCTV

舞蹈世界、中国舞蹈荷花奖、群星

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小

荷风采少儿舞蹈、文华艺术院校

“桃李杯”舞蹈等担任评委。

在吉林，王小燕连续多年致

力于倡导“市民文化节百姓健康

舞”活动的开展，让城乡百姓起舞

在美丽的社区广场、田间地头。

以“送文化”和“种文化”相结合的

艺术活动，进一步满足基层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活动中，数千

名百姓健康舞爱好者在一起欢乐

舞蹈，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

有年幼的儿童，有作为舞蹈骨干

的文艺工作者，人群中更多的是

普通的大爷大妈。在起舞之际，

人们忘却了烦恼、疲劳，每个人脸

上洋溢的是幸福、快乐，是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那一刻对

于王小燕来说，热血中涌动的是

被点燃的激情。这种心情，只有

亲身参与其中的每个细节、每个

过程，才能知晓置身于这样的场

景为何如此激动……

王小燕动情地说：我感动于

百姓对文化的渴望、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生命的珍惜，看到那一张

张洋溢着快乐、幸福的笑脸，感觉

一切都沐浴在春光里。我感恩百

姓对我的喜爱和支持，百姓对文

化的需求，就是我今后服务的目

标。百姓健康舞展示的舞台虽然

不能与专业大舞台相比，其动作

也不能与专业舞蹈相媲美，但它

却让艺术与百姓结合到了一起，

让大爷大妈变成了中心人物、风

云人物，让华美的舞台延伸到了

普通的广场，将东北的地域风情

展示给了大江南北。对我而言，

这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情！艺

术来源于人民，更应回馈人民。

我会更坚定地用心和人民一起，

与美同行，与时代同行。

“把东北秧歌跳绝了”“全身

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灵感”

“她的眼睛有一种穿透灵魂的魔

力”……人们用各种语言表达对

王小燕舞蹈作品的赞美观感。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田间地头的

简陋舞台，还是在华灯璀璨的现

代剧场，对舞蹈事业的热爱，让

王小燕的艺术青春无限延长。

她说，在舞台上尽情舞蹈的那一

刻，我的境界无比升华，我的身

体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我的“神”

与“形”才能达到最完美的和

谐。终其一生，我都会坚持这个

信念——只要我还能跳，就要坚

守这份事业，为舞蹈事业尽一份

力量。在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

涯中，我深刻领悟——生活永远

是一切优秀艺术的真实背景，在

我的骨节和血液里涌动的，永远

是对这片热土的无限挚爱之情，

为人民起舞是我毕生追寻的意

义！这，是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

心中的夙愿——让艺术之美延

续，让民族之风承接，让文艺之

光发扬，让文化之力强大，让幸

福之魂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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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
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轻盈的白雪是冬日翩飞的
精灵，在清冷的天地间恣意旋舞，又如寒风里绽开的
朵朵洁白之花，短暂地盛开，在跌落大地之时便隐匿
踪迹，消融、滋养着广袤的土壤、山林。凛冽的寒风裹
挟着细雪，寥廓山原万木霜，空气中已然弥漫着梅花
的丝丝香气，倏忽间已是一派初冬的唯美景象。

小雪，冬季的第二个节气，与雨水、谷雨等节气一
样，是直接反映降水与气温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有，“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
小者未盛之辞。”此时，寒流活跃，降水渐增，但寒未深
且降水未大，故谓“小雪”。

“小雪”是一个节气的名称，而非气象学的概念，
所以，小雪时节并不代表着下雪。小雪至，预示着天
气越来越寒冷，西北风成为常客。很多地方气温降至
零下，我国北方地区已然开启冬季模式，迎来初雪，南
方仍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深秋图景。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小雪之后，气温骤降，
空气干燥，是腌菜、腌肉的好时候。我的老家苏北
地区，小雪后家家户户陆续采购猪肉和整鸡，灌香
肠、晒腊肉、风干腊鸡。记忆里，寒冬来临，母亲便
电话不离手，七大姑八大姨逐家联络统计采买食
材，一支笔在小本上飞
转。接下来的日子里，
厨房里摆开了龙门阵，
食材按品种和形状分
类，各种调料依次登台，
瓶瓶罐罐轮番上阵。母
亲大手一抓，将各种调
料均匀涂抹按压到食材
上，经过母亲的按摩揉
搓，腌制入味后，用绳子
穿起来挂在窗外的晒台
横杆上。自此，交给时
间来发酵、沉浸。腊肉
和腊鸡在漫长的冬日里
逐渐改换了模样，干瘪、
紧实……新鲜的食材饱
经风吹日晒霜冻，经过
时间的沉浸、蜕变，到了
岁末年终，便成为餐桌
上令人垂涎的一道道美
食，抚慰着辛劳了一年
的人们。

小时候，我对腊肠、
腊肉、腊鸡是排斥的。寒
冷的冬日，树木掉光了叶
子，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门前屋后窗外处处悬
挂的黑黢黢干巴巴的奇
形怪状的食物，让幼小的
我忍不住想入非非进而
胆怯。甚至在心里疑惑
着为什么有人会爱吃这
样的食物呢，于是固执地
拒绝品尝。直到多年后，
在一家江南菜馆邂逅了

“腌笃鲜”，初看菜名觉得
特别，在好奇心驱使下点
来一试。汤白汁浓，一口
下肚，咸香四溢，回味无
穷。笋与咸肉、火腿、莴
苣一起，小火慢炖，各种
食材的汁水交融渗透，鲜
味浓厚，只一口就俘获了我的芳心。由此，解开了我
与腊肉的心结，打开了味蕾的新世界，青蒜炒腊肉、笋
焖腊肉也成了我心中的宝藏美食。

与风味独特的腊肉错失多年，追悔莫及之余，忍
不住感叹“冬藏”的魅力。寒冷的气候与时光的沉
淀，让朴素的食材有了独特而奇妙的口感。“满城楼
观玉阑干，小雪晴时不共寒。润到竹根肥腊笋，暖
开蔬甲助春盘。”小雪初晴，诗人看着雪后银雕玉砌
的美景，心情大好丝毫不觉得寒冷，反而想着冰消
雪融后滋润竹根，令笋更加鲜美。各种蔬菜也会在
蛰伏一冬后别具滋味，成为开春后餐桌上的各色美
味。天寒地冻，万物收敛起锋芒，进入休养、沉淀的

“冬藏”期，静静地积蓄能量，等待新一轮的生命勃
发，如此生生不息……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小雪时节，雪花飘
摇，清冷的冬日，淡看青树变琼枝，闲坐窗边品一杯热
茶，让这一份冬日静谧蔓延……

小
雪
：
冬
来
万
物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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