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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民 族 大学舞 蹈学院附近的一个小茶社

里，听杨敏娓娓道来自己的舞蹈人生，进入一个神奇

美妙、多姿多彩的舞蹈世界。感受她“成功源于勤奋，

坚持就能成功”的追梦人生，领略这位当代中国舞蹈

界颇具影响力的领跑人物、优秀舞蹈教育家不同凡响

的别样风采。

九岁时唱样板戏《红灯记》 
扮演李铁梅引起不小轰动

俗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敏作为壮族 女

儿，出生在广西，血管里流淌着壮族人能歌善舞的

血，她3岁时跟妈妈随军到了内蒙古，受到了草原文化

的艺术熏陶，良好的遗传基因使她有着先天的艺术细

胞。她那时经常去旁边的文工团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唱

歌跳舞、排练节目，非常羡慕，回家后模仿着又唱又

跳，儿时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当演员。

在那个年代，普及京剧样板戏，她特别喜欢京剧

《红灯记》里面李铁梅的唱段，恰巧1973年春节通辽

军分区和通辽市政府要举办一场迎新春军民联欢晚

会比赛，他们全家登场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妈

妈演李奶奶，爸爸演李玉和，9岁的杨敏演李铁梅。刚

上场，一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唱完就博得了观

众席上雷鸣般的掌声。此次家庭演出非常成功，摘取

了本场迎新春军民联欢晚会比赛一等奖的桂冠，在当

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一个视舞蹈为生命全部的追梦人

1976年内蒙古哲里木盟艺术学校（现科尔沁艺

术职业学院）成立。杨敏因为对音乐舞蹈有着特殊的

爱好，决定报考这所艺校。但参加考试时，因为身高

的缘故，起初并不被看好，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在通

辽很有名气和话语权的舞蹈演员李艳华老师的认可，

终被艺校录取，开启了她的专业舞蹈学习之路。被学

校录取后，杨敏暗下决心，一定要跳到极致、做到最

好。那时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在学校每天早上四五点

钟起来练功，就连放假后回到家里也不忘练习软度，

练下来都不会走路了。

1981年，杨敏是全校唯一一名留校任教的优秀

毕业生，那年她17岁，是学校里最年轻的一位舞蹈老

师，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她并不

满足，艺无止境，她决心继续深造，勇攀艺术高峰。只

教了半年课的她，就被学校送去学习。1981年年底，

内蒙古芭蕾舞团成立、招生，她因扎实的基本功和对

舞蹈的执着，被北京舞蹈学院的王淑香老师发现，并

鼓励她去北京发展。1981年到1983年，杨敏在北京和

内蒙古两头跑。

1983年吉林省艺术学院到内蒙古招生，她以教

师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在职考试，顺利通过。在长春上

学期间，她自我加压，制订详细的训练计划。在杨敏

看来，作为舞蹈演员不仅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还必

须具备坚定的毅力，是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

毕业回到学校后，她最大的梦想是去北京发展。

于是她抓住了中央民族大学85级来吉林招生的机会，

以东北地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民族大学舞蹈

学院录取，不仅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也开

启了她舞蹈人生的新旅途。实现梦想的她并没有放松

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延续着刻苦训练的精神，最终以

优异的成绩毕业，再次为自己争取到留校机会，成为

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专业舞蹈教师。

对杨敏而言，如果在内蒙古和吉林上学给予她

的是地域文化的滋养，那么中央民族大学则给予她的

是更开阔的视野。她深切地感受到，中央民族大学是

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一方沃土，是我国民族艺术家产生

的摇篮。学校里聚集了各民族文化大家，都是原生态

的，特别是她的民族民间舞蹈在国内是一流的。学校

的目标是培养中国顶尖级的表演人才、教育人才、编

导人才，文化的厚重和交叉学科对人的滋养，是润物

细无声的。56个民族，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体系对学生的滋养无法被替代。

不辱使命  
将民族优秀文化带出去传下来

杨敏曾说，到民大以后她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

跳舞，而是有整个国家和56个民族作支撑。因为民大

出国演出的频率高，情不自禁地会让人产生一种使命

感、自豪感、责任感。

中央民族大学已经成为国家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的亮丽名片，且舞蹈学院也有自己的品牌，经常代表

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国家多民族的文化。杨敏曾

带团去比利时、美国、韩国等国家进行10多场演出，

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喝彩声，得到了各国友人的高度

评价和赞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的中国文化。

她还带学生去爱沙尼亚、芬兰、英国、捷克进行文化

交流，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如著名社会活动家费

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

在杨敏看来，作为一名舞蹈老师，首要的是要教

学生做真实、率真、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要帮助

他们树立把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2013年担任副院长后，她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和

科研，在学校主要领导和各部室的大力支持下，自 

2016年以来，她先后组织40多场舞蹈艺术专题研讨

会，风暴式地引导任课老师注意教学经验的积累，深

入生活，加工提炼，推出科研成果。2017年至2019年

连续三年获得15项国家艺术基金，实现了舞蹈学院建

院以来在教学和科研上多项零的突破，得到了院

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杨敏从2006年开始关注少年宫

的舞蹈教育，金 帆 教育是 北 京 市

的一 个 舞 蹈 教育品 牌，她 经常

去讲课做指导，站在中央民族

大学这个平台上，看得多、见

得多，有一定话语权，尽其所

能，把自己 的 经 验 和 做 法 渗

透 到他 们 的 教学中去。她 还

是 金 帆 舞 蹈团好几 所 学 校 的

顾问，北 京 市教委 指定 她 为大

中小学校舞蹈比赛的评委。

杨敏说：“舞蹈就像我的生命一

样，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舞蹈教

育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失去它我的生活将会失去意

义。我的快乐来自我热爱的舞蹈事业，通过舞蹈教育

的方式传递舞蹈知识与技能，让我拥有了人生中最大

的财富，同时感受到了职业的高尚。”

出演《猎中情》 
喜获全国“桃李杯”大奖

“桃李杯”比赛是舞蹈界的顶级赛事，参加该项

比赛既是对舞蹈基本功和舞台表演的一次全面检验，

更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1988年杨敏参加第三届“桃李杯”时是以教师

的身份参赛的，这意味着不仅从节目编排、训练、服

装、道具、音乐、走台直到比赛这一系列事情都要自己

处理，还需要顶住心理上的压力。参赛作品选择的是

杨丽萍老师的佤族作品《猎中情》，该作品动作难度

极大，但她没有中途放弃，而是靠惊人的毅力准备了

整整一年，毫不松懈，并请来了杨丽萍老师亲自做指

导。她暗下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历经重重

选拔，最终获得民族民间舞“十佳”的荣誉。但由于疲

劳过度，比赛结束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卧床休息了整

整一周才缓过来。

2003年，杨敏再次参加“桃李杯”比赛，以编

导和领队的身份为学生曹阳编了傣族作品《版纳印

象》。她虽然不是专业编导出身，但是老师们对这部

作品的编排手法给予了充分肯定，经过几轮的选拔

推送，这部作品没有受到任何争议被推选

为参赛作品，最终获得优秀表演奖。

“为心而舞，为梦而追”，杨

敏是一位充满自信、坚定执着的

舞蹈人，在舞台上获得的一块

块奖牌，都渗透着她的汗水和

泪水，这些经历转化成宝贵的

财富，为她日后的教学生涯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她也因此指

导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参与“桃

李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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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丰台区舞蹈家协会主席杨敏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杨敏，广西柳州人，壮族，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舞

蹈家协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小学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舞蹈家协会理事，丰

台区舞蹈家协会主席，北京市委“四个一批”人才获得者，全国“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获得

者，连续12次荣获国家级和国际舞蹈比赛表演奖、优秀舞蹈教师指导奖，曾获“2016年中国舞

蹈教育年度人物”殊荣，多次担任国家级舞蹈大赛和北京市舞蹈比赛评委。 

杨敏和学生们在一起。

杨敏演出舞蹈。

勇于探索，推出完整的 
民族民间舞蹈美育课例

由杨敏主编的三本精美“中小学民

族民间舞蹈特色教材”是由她带领的教

学科研团队，针对中小学生研发的多元

素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全面提升学生的

审美与人文素养的美育创新成果。出版

发行后在舞蹈界、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著名舞蹈理论家、中国舞蹈家协会

主席冯双白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所认识

的杨敏，是一个全心全意为民族舞蹈艺

术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燃烧自己的人。难

能可贵的是，她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更

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全身心耕耘在民

族的沃土上，为孩子们播种，播下了民族

艺术金子一般的种子。”

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教学科研

公务活动中她不忘山区的孩子们，2016

年，她以杨敏工作室的名义启动了“送一

支舞蹈进山区”公益活动，无数次前往古

北口长城外的密云北庄镇小学指导孩子

们学习舞蹈，深受学校、老师、家长和孩

子们的欢迎，受到密云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评价。

我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当代舞蹈教育正在迎接“春

天”，舞蹈的教育价值更为凸显，舞蹈作为素质教育，

通过舞蹈教育能够传递真、善、美，以及改善人们的

精神面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舞蹈教育正积极努

力地走出象牙塔，向大众敞开大门接纳所有的舞蹈

爱好者，尤其是面向全体青少年有教无类普及舞蹈文

化，从而使得舞蹈教育的发展也趋于全面、有序，杨

敏认为，一个舞蹈人，如果他的表演能给观众带来波

动和振动就算成功的了。

杨敏顺应时代的召唤，集聚多年教学经验，组织

她的舞蹈教学科研团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出

了完整的民族民间舞蹈美育课例，为普及中小学民族

民间舞蹈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不停奔跑 
由跟跑人变为领跑人

岁月如水，光阴似箭。杨敏在舞蹈的道路上已经

奔跑了几十年且从没停止过脚步。一个视舞蹈为自己

全部生命的女性，靠着坚强的毅力，砥砺前行，一步

一个脚印地从内蒙古通辽到吉林长春，到首都北京步

入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从内蒙古大草原的

一所中专艺校老师，成长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央民

族大学舞蹈学院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

师、副院长，成功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是奋斗出来的。

杨敏说，你只要跑，不停步，总会到终点。没

有目标的人生，生活毫无意义。每个人不同年龄

段都有自己的制高点，在42年舞蹈的道路上杨敏

由跟跑人跨入到领跑人的位置，当博导对她来

说，不单单是一种光环上的荣耀，更多的是一份

责任和使命担当，她感受到的是肩上沉甸甸的担

子，只能前行，不能后退，为弘扬我国的民族舞

蹈文化作出不懈努力是她永远的奋斗目标。

杨敏就任丰台区舞协主席后，对丰台舞蹈事

业的发展也充满信心。她认为丰台有自己独具特

色的文化，例如卢沟晓月、园博园。只要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利用好互联网，把丰台的文化和舞

蹈做一个很好的链接，努力把丰台的舞蹈事业推

向一个新的水平，不仅能为丰台人民奉献更多的

美，打造丰台的美丽、魅力，还能建设美丽首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一份力，尽

一份责，履一份职。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杨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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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杨敏参加第二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