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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六十年代，我们都处于高山仰视

崇拜人民领袖年代。1963年元旦时，在“春

耦斋”歌舞晚会上，田伶等穿插表演了亦舞

亦唱的节目《拜年》，当她们一组四姐妹(空

政文工团)齐唱道“一拜敬爱的毛主席

——”，当主席看到她们有拜年礼仪的舞蹈

动作时，竟然一边拿着中华香烟，一边从座

位上起身缓缓弯了一下身还礼，当时毛主席

这一谦诚动作，立即引起了全场观众热烈掌

声，那时领袖和人民真是如鱼水之情呢！

1974-1975年毛主席由于身体已明显老迈，

已不能跳舞了，他提出看看电影吧！他老人

家发乡音特重而又含混不清，老人家原说是

想看看《平原作战》彩色样板戏电影吧，结果

工作人员传成了要看《平原游击队》，电影一

放毛主席只说了声：“不对吧？”但挥手又说

了声：“放吧！”当看到影片中敌人枪杀我们

的军民时，他当时泪流满面，对小田她们

说：“我家为革命牺牲了五口人呦，有开慧

……”主席扳起手指头数着，抽泣难言。

从五十年代到1966年以前，在节假

日里交谊舞也常在国务院紫光阁小礼堂和

怀仁堂会议厅等地举办。那里是以周恩来

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贺龙副

总理等国务院领导为主，各部委首长也会

受到邀请，这里气氛会更加热烈，形式更加

生动活泼，时间倒是很规则，晚上7点半到

10点半，3个小时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在北京饭店七楼上曾举办过一次国庆

节的大型联欢活动，中间穿插表演节目。

那一次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参加了。

总理穿蓝色毛料中山服，眉头舒展，好像刚

喝过些酒，心情不错，显得满面红光，神采

奕奕。有中央乐团乐队伴奏演出，他跳快

三步，许多女演员都排队想和总理欢跳一

曲。 据《新民晚报》

毛泽东晚年不跳舞改看电影

万里之子讲述

中南海红墙内的舞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北京交谊

舞十分流行，是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主要的健

身娱乐活动之一。曾长期陪伴中央首长跳交

谊舞的空政演员田伶，现在已过花甲之年，仍

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在 1959 年考入空政

文工团时，还是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12岁小

女孩，受空军领导审核和委派，她不但多次到

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而且荣幸地被选上并

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导关怀下的1959年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田伶有过几年进入中南海红墙在

“春耦斋”演出和陪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跳

舞的经历。“春耦斋”坐落在“丰泽园”西北

不远的地方，紧靠“颐年堂”，是清朝康熙

年间(公元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处理政

务之要地。环境清幽典雅，粉墙黄瓦、飞

檐高顶，甚为壮观。毛主席1949年从香山

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就在此不断召集政

治局的重要会议。正厅门前有如颐和园

似的彩画长廊。紧靠的是一座有许多太

湖石构成的大假山，山上有自清朝以来就

不断种植的松柏、桑榆、紫藤及多年生长

的草本植物牡丹、芍药等花卉。山上还巧

构了些水池泉流。登上山顶，上面还有五

角亭子，在此可以一览南海和中海景色，

堪称为世界上少见的皇家园林。“春耦斋”

就坐落在这样的山脚下。现在这里已近

四十年没举行过舞会了。

田伶记忆犹新，1962年度过了三年

困难时期后，“春耦斋”文体活动就开始

恢复起来。当然事先团里的领导要求她

们守许多纪律：“要保密，不要向领袖们

提任何要求”等等。实际上那时她们几

乎没一个人有照相机，当然签名、要书、

要照片等等的事儿也一律被禁止。这是

一项很光荣的特殊任务！年轻的女战士

和服务人员大都来自农村，她们内心的

无比激动和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朱德委员长当时已76岁高龄了，功

高而不自居，大有德高望重的长者风范。

他有一段时间喜欢居住和工作在京郊西

山脚下玉泉山。在党中央常委里，他的爱

好算最多的，他爱爬山、也会游泳，爱垂钓

也出了名。因为家里人口多，他还亲自在

中南海自家花园里种植蔬菜瓜果以补家

用和相赠邻居。长征中和贺帅一样，把一

点口粮省给了伤病号，自己在草地水潭中

钓上鱼和战士们野炊煮鱼吃。他也喜爱

跳舞，每到周三、周六，总是早早用过晚

餐，也不散步了，就直奔“春耦斋”而来。

刘少奇同志参加舞会不像朱老总那

样准时而规则，有时挺长一段时间不来，

可能是出国访问和到外地视察比较忙的

缘故。有时战士们刚刚到，舞会场地还没

准备好，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他

留苏的大儿子刘允诺、大女儿刘爱琴也来

参加。这些年轻人和战士们多跳“快三”，

有时也跳“伦巴”和转身等小花样。他们

坐站都很规矩，对在场工作人员很有礼

貌。那时王光美所生的孩子年龄都小，刘

平平、刘源源、刘潇潇基本没跳过，只是跑

来窜去看父母和毛伯伯、朱伯伯跳舞。然

而“五一”、国庆、中秋、春节这些大节日中

的相声、舞蹈、杂技等对这些孩子们的吸

引力更大，当然只有过大节“春耦斋”才摆

上些花生、糖果和水果，这些不但对孩子

们就是对来表演的战士也颇具吸引力

呢！要知道当时各方面都很节俭。

刘少奇舞会常“爽约”

刘少奇往往是先和自己的妻子王光

美共舞一曲后，王光美会主动招呼舞场上

女同志去请刘主席跳舞，她自己则和熟人

们打招呼聊天。她很热情有礼，一口京腔

使大家感到很亲切，大胆的男同志邀请她

跳舞，她也不会拒绝，落落大方和他们跳

一曲。十年浩劫中，造反派在残酷迫害刘

少奇主席时，也疯狂迫害、陷害王光美，在

住牢房十三年后的1979年她首次公开露

面于人民大会堂，引起了全场轰动。在进

入宴会大厅时，她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

热烈欢迎。涌向她争相握手的群众几乎

要把她挤倒，保卫人员不得不拉起人墙保

卫这位当时略显苍老和蹒跚的顽强不屈

的老人。激动不已的解放军歌唱家李双

江动情地为她高唱《我心中的太阳》。在

走入群众交谊舞大厅时，战将秦基伟首先

邀请她跳了一曲，那时年富力强劳模出身

的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又请她跳了第二

曲。此时此刻的王光美如入梦境，她认为

自己是真正获得了解放、自由了。

王光美获自由后又跳舞

毛主席在“春耦斋”总是最后一个到

场，有时甚至过了午夜十二点才潇潇洒洒

出场。他是位性情中人，经常是忙完了许

多事以后才来放松一下身心。一般情况下

是10点过后“春耦斋”气氛开始不一样了，

通常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姓孙的老

师开始播放那种四方的老式录音机(偶尔过

年过节，有节目演出时才有乐队出现，那时

才是最热闹的时刻)，曲子一般都是《彩云追

月》。音乐一响，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在场首

长都会涌到门口分列两行等候，田伶也总

是随着众人挤到前面。大家静静地等候

着，田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竟忍不住呼叫

了一声：“啊，是毛主席！”这一叫，大家都听

到了，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也朝这个

女娃娃这里望了望，这使原来轻松愉快的

舞会一下子变得有些严肃；随着音乐响起，

晚会的气氛又更加热烈起来。大家都盼望

和毛主席——“心中的红太阳”共舞一曲。

这时如果江青到了，她总是要请主席先跳一

圈，然后其他女兵就纷纷迎上去依序陪跳。

毛泽东舞会姗姗来迟

陪跳舞的纪律要求很严格

朱德改散步为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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