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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杨丽琴，汉族，六十年

代出生，大学本科，现居银川。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协

理事，银川市黄河文学院签约作

家。目前职业为国标舞教师。

2005年开始在《黄河文学》刊物

上发表处女作《红舞鞋》，从此笔

耕不辍。10年写作历程，写作字

数达百万字，发表小说、散文、诗

歌二十多万字。发表的文学作

品有：小说《马兰花别哭》（发表

于《都市小说》2007年10期）、《月儿的心事》（发表于《大家》2008年3期）、

《地老天荒306》（发表于《长江文艺》2010年9期）、《请你跳个舞》（发表于《朔

方》2013年6-7期）、《滴水观音》（发表于《黄河文学》2013年10期）、散文《苹

果》（发表于《北京文学》2013年）等。2011年在《朔方》“本期一家”中发表作

品小辑《我们的舞》《今夜星光灿烂》及创作谈《在舞蹈中写作》。

杨子
YANG ZI



为 历 史 存 正 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

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

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

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

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

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吸引了国内文学界

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丛书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

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

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

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

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

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

成意义和激励作用，为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

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

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

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文艺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

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

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

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

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

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

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

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

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

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

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

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

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

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

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

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为

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

好祝愿。



舞蹈与写作

写作十年，第一次出书，内心既兴奋又忐忑。十年笔耕总算有些

许回报，但这些文字能否被读者接受和喜欢，我心里没底。就像一段

华尔兹，台下磨破了脚,台上未必会得到观众的认可。说到底还是技术

问题。而这个技术的获得只能是坚持，再坚持。

从最初写作开始，我的文字便打上了舞蹈的印痕，舞蹈与写作就

此结下生死之缘。一度我曾为我的舞蹈写作感到苦闷、焦虑，重复同

一种题材，使我对写作产生了绝望。我想让我的文字进入一个除舞蹈

以外的全新领域，让读者忘掉我的舞者身份，于是我开始尝试其他领

域的写作。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勉强写过几个短篇，虽也发表了，但拿

到样刊后，怎么读都觉得别扭。不像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我的生活

离不开华尔兹，我的写作就不可能涉足其他领域。就像我生活在城市

里，我是无法写出农村题材的作品。

十年来，我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坚持写作，写作时不时地带给我一

些小惊喜。二十年来，我一直以拒绝的态度从事着国标舞，它给予我

最大的礼物是我因它成为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一个兼具写作者身

份的舞者，如何处理舞蹈与写作的关系，如何将肉体和精神由动转到

静，再由静转为动，两者互不牵扯和影响，并相辅相成。这两种身份的

互换，其中以动转为静最难。华尔兹给人的兴奋是持久的，它一旦进

入人的大脑，便根深蒂固。牺牲掉节假日不算什么，饭可以不吃，家可

以不顾，一心只想着练舞，练舞，以求达到完美。而舞蹈绝无完美。国

标舞不同于任何一种舞蹈，它具有特殊性，它高贵的着装、珠联璧合的



配合貌似远离了人间烟火，而它的过程（练习时舞者之间的争执，为课

时费绞尽脑汁）又是那么的市井庸常。永不停息的争执，坚持不懈的

努力，只想当冠军的心态，对写作又有如何的渗透？

没有华尔兹，写作也许永远仅仅是个爱好。华尔兹带给我太多快

乐和荣誉，也带给我切肤的伤痛与无奈。正是这伤痛让我拿起了笔，

将心酸，痛苦，眼泪宣泄在文字里。文字成为疗伤的工具，对象。文字

是高尚的，同时也是替罪羊。即使是这样，我给予文字的重视远不及

给予华尔兹的多，文字修复了的身体又无耻地回到了舞蹈中。很多时

候，从练舞馆出来的舞者，都遍体鳞伤，精神的、肢体的。国标舞总是

将舞者逼到绝路。他们用最狠毒的语言诋毁华尔兹，攻击自己的舞

伴。然而，三天不练舞，心里猫抓似的。“再也不比赛了”“再也不和你

跳舞了”这样的话几乎所有的舞者都说过。这些话充其量只是一股

风，吹过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我的生活中，国标舞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写作只能退而为

次。即便是这样，获得的舞技还会稍纵即逝，完全不领情的样子。写

作不会，它忠实与你内心的感受，不需与人争执，不需伤心劳肺，只需

静下心来思考，手写我心，它便会源源不断地回报你。

舞蹈带给人的愉悦是暂时的，而文字带给人的启迪是长久的，文

字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文字的高尚还在于它的不可教，它是写作者心

底流出来的血，是独一的感受。没有一个大师可以教给文学青年如何

在文字的海洋里调兵遣将，如何虚构故事，如何处理小说中的人际关

系。写作写什么，完全是作者本人内心的所想所感，谁都替代不了。

没有老师指导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比比皆是。而国标舞是离不开导

师的，赛场上任何一匹黑马的出现，身后必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大师

的辅佐，没有老师指导的冠军是不存在的。所有舞者都是从师来学舞

技的，手把手，身贴身。哪怕你已经成为冠军，甚至到了大师级别，只

要你还在跳舞，你就永远都离不开老师，永远都要跟老师学技术，学套

路，学身位接触，学头和脚的位置。这就是国标舞教学班到处可见的

缘故。相比之下，国标舞是多么的被动，离开了老师，舞蹈注定会走入

歧途。冠军奖杯的获得绝不仅仅只是自己和舞伴努力的结果。一段



舞蹈练不下去的时候，老师可以引领舞者走出舞蹈误区。写作者写不

下去的时候，只能自己想办法，放下笔，或到生活中找灵感，只能自己

开悟，没人帮得到你。

女作家安妮宝贝在《莲花》里有这么一段话：“写作者不是一个喜

欢运动及高谈阔论的人，因为长久地坐着，身体的平衡能力会日益退

化，相反，那么就要怀疑他工作的专业性。”在这里我可以把她说的运

动认为是舞蹈，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一是写作者不能从事跳舞，反

之，他一定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二是写作者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专业舞

者，“因为长久地坐着，身体的平衡能力会日益退化”。最后得出的结

论便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具备优秀舞者与专业作家两种身份。舞蹈

与写作，于我来说舍谁都难，以前是，以后亦是。因此,我永远以一个三

流舞者的身份继续做着作家之梦，且乐得其所。

杨子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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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舞 最后的舞

郭海燕活到45岁虽没做成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也从未为某

一件小事情后悔过，波澜不惊的一生，一切都朝着宿命早已安排好的

方向移动着碎步。谁知，45岁生日刚过，后悔的事儿就跟进了。

那天，郭海燕是晚班，放完最后一支舞曲，看着客人们一个个意犹

未尽地走出舞厅，郭海燕也开始收拾准备回家。这时，经理提着一个

蛋糕走进放音室，她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新苑舞厅有个不成

文的规定，凡是新苑的职工，哪怕是打扫卫生的临时工，逢生日必会收

到单位送来的生日蛋糕。

生日快乐！经理递上蛋糕，并送上真诚的微笑与祝福。面对突然

降临的生日蛋糕和笑容可掬的经理，郭海燕有些不好意思，接过蛋糕，

急忙说了声谢谢。往年生日蛋糕都是由蛋糕公司员工送递，今年为何

是经理亲自送来？郭海燕带着疑惑回身放下蛋糕，从衣架上取下外

套，一回头看见经理还站在门口。

“小郭啊，”经理环顾了一下放音室的空间，最后将目光停在了电

脑上。“小郭，我们舞厅被一个大老板看上了，他出高价要承租舞厅，租

期十年，我已经答应了……”不知是郭海燕脸上的表情吓到了经理，还

是经理又想起了什么，总之经理的话停顿了。

“这，你从未说过啊……”一瞬间，郭海燕觉得胸闷气短，就像每到

夏天，她在放音室上了一天班后的感觉一样，恨不能立马出去透透气，

眨眨眼。但那种感觉只是暂时的，而且是毫无怨言的，并不妨碍她第

二天上班的心情。第二天她依然精神抖擞，神情悦然地走进放音室。

可是，此刻她的憋屈一直持续到家，持续到深夜。

郭海燕的老公叶建军特意给她做了长寿面，可她一口没吃，蛋糕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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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被冷落在一边。她一边洗漱一边简单地向叶建军说了舞厅转租

的事。叶建军说，这是好事啊，你想工作就再找一个轻松的活，不想干

的话我们的工资也够花了，女儿大学也快毕业了，我们没什么负担。

没负担就没遗憾吗？郭海燕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叶建军没明白

过来，愣愣地看着郭海燕。郭海燕一转身上了床。

工资一分不少，还可以再找一份工作，按说这是件好事，感谢经理

还来不及，怎么还会遗憾呢？

郭海燕的懊恼不在这里。她在舞厅上了一辈子班，放了一辈子音

乐，可是她却从未跳过舞。她不会跳舞，就是这种大众的普通的交谊

舞，她都从未跳过。她一直将跳舞列入人生计划，等待时机付诸行

动。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新苑舞厅一周后就要洗心革面、关门大

吉，郭海燕的跳舞计划彻底泡汤了。守着舞厅都没有把舞跳上，离开

了新苑，还到哪里去跳舞。看来，此生和跳舞是永远擦肩而过了。想

着想着，郭海燕的眼睛就潮乎乎的。

叶建军翻了个身，将手搭在了她的身上，嘟囔了一句又睡去了。

全然不知一向睡眠良好的郭海燕，此夜却是辗转反侧，久久不寐。叶

建军是机床厂的技术员，技术过硬却没有学历，和厂里那些后来的高

学历相比，收入自然逊色不少。那些年，别人都争先恐后地上夜校拿

文凭，他一头钻进车间不问昏晨，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进修深造。

再说他骨子里也缺少那股拼搏精神，他和郭海燕一样一辈子安于现

状、与世无争。郭海燕还有个理想和心愿，而他除工作以外决不会有

什么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出满勤干满点，把每个月该拿的工资一分

不少地拿回来，再从老婆手里要回一百元的零花钱。别的男人抽烟喝

酒打麻将包二奶，他一样不爱好，唯一一个爱好——钓鱼，也被郭海燕

唠叨着不许杀生，最后放弃了。这样一想，郭海燕在替自己惋惜的同

时，也替叶建军悲哀，虽然他没有那些恶习，可是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

于平淡枯燥了。

我们就这样走向衰老，走进坟墓吗？

不，我一定要在舞厅关门之前学会跳舞，我一定要跳舞！

经理不是说一周后撤离吗？就是说还有7天时间，完全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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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舞，郭海燕早就看了千遍万遍，早就看会了，只要有人请，搭手就

会跳。

失眠的这一夜，郭海燕想得最多的就是第二天上班如何实施跳舞

计划，包括衣着和一些跳舞细节。天还没亮透她就起床了，一边做早

餐，一边翻衣柜。有一条长裙子是多年前专为跳舞买的，一次没穿

过。裙子都压出了褶皱，郭海燕熨烫之后放进背包。

郭海燕兴冲冲地走在了上班的路上，一路上她都在告诫自己，再

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了。

郭海燕七点半准时进到舞厅，所有的员工都在清扫卫生，经理也

破天荒地在拖地，他们有说有笑，就像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一样，郭海

燕一进门就遇到了一张张笑脸。她并没有受到感染，脸还是那么平

静，步子不急不缓，穿过一个个拖把，走向放音室。她要先把音乐放出

来，让音乐响着唱着，她才可以放心地擦桌子泡茶想心事，她是怕隔了

一夜音乐会出问题。

职工们都埋怨郭海燕一早也不让耳根清净，不到营业时间就把音

乐开得山响，不嫌吵得慌。再美的音乐也架不住天天听，天天听绝对

就成了噪音。可对郭海燕来说，这音乐舞曲就像是一缕缕清风，一片

片夏阴。没有音乐反倒慌慌的，休息在家，耳边太安静，神经却过于敏

感，东瞅西看的不踏实。

放了二十年音乐，她怎么就不嫌烦呢，她的耳朵还是肉长的么？

职工们都不解。

大家都轮换过岗位，从吧台到卖票到保安。隔一阵子就听到有人

与顾客发生争执，然后就吵闹着要经理调换岗位。他们把舞厅里有限

的岗位轮换了个遍。唯独郭海燕始终坚守阵地，没人愿意争她的这个

岗位。这个不透气的鸟笼，也只有老实巴交的郭海燕占着不放，别人

是不稀罕的。别的岗位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好处，比如门票，真的每个

人都买门票吗？比如吧台，每一瓶水都是公家进来的吗？放音室不会

有任何的好处，相反弊端不少：客人们正跳在兴头上音乐突然莫名地

停了，停电没法跳了，集体看着放音室，个别人还骂骂咧咧；放音室空

间狭小，夏天闷热不透气，据说那些仪器还会散发有毒气体，长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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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郭海燕还没有发现自己身体有中毒的迹象，就是越坐越

胖，皮肤也干燥。胖是没法控制的，节食都不管用，但干燥可以防治，

她每天下班在家做得最多的就是往脸上涂面膜，各种各样的保湿面膜

一股脑儿往脸上贴。所以她尽管体态丰满，却有着一张令人羡慕的水

灵灵的脸。

每天面对仪器电脑，不与人打交道，与客人发生争执的概率相对

低一些。但也有素质差些的客人，推开门，劈头盖脸来一句：你放的是

屁，哪是音乐！或者直接告到经理那里，说音乐难听，老掉牙了，等

等。郭海燕从不和这些人对着来，大凡这样说话的人大都是刚喝了酒

进来的，酒精使他们变得冲动，郭海燕不接茬，他们扔一句话也就走

开了。

不接话并不表示郭海燕不重视音乐，这个舞厅里再没有比她更重

视音乐的人了，这一生也再没有比音乐让她更重视的事情了。郭海燕

每半个月换一次舞曲，包括所有舞种的音乐，白天和晚场的舞曲风格

也不相同。定期给舞厅注入的新鲜血液，总是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

受，这些舞曲在哪里听着都没有在新苑舞厅听着并舞着让人舒畅

惬意。

有时歌坛刚刚冒出一只新曲子，别人还处在哼唱、似听非听的状

态中，郭海燕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将会是一支很火的舞曲。郭海

燕从电脑里下载下来，当晚就试放。被她下载试听的曲子没有不流行

的，最终都会有出奇的效果。就像《最炫民族风》，等到举国上下大唱

特唱的时候，凡是来舞厅跳舞的人，没一个不会唱的，他们的耳朵已经

听出老茧了。外面铺天盖地地刮起民族风时，郭海燕已经换掉了这个

曲子。还有当年毛宁的成名曲《涛声依旧》，很多人通过电台电视台点

播这首歌曲，跳舞的人却在舞厅里一边搂着舞伴漫步轻摇，一边大饱

耳福。音响店都赶不上郭海燕的节奏。

跳晨舞的人陆陆续续来了，郭海燕把裙子拿出来却没有立马换

上。她犹豫着，平时都很少穿裙子，专门为跳舞穿裙子是不是太有点

郑重其事了，况且自己又是第一次跳舞。职工们怎么看，就你可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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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你还不低调点，招摇个什么？再说这条荷叶边的裙子显然已经过

时，穿在她过于丰满的身上，会不会像出土文物？郭海燕这样想着，就

放弃了换裙子的打算，将裙子重新放进背包里。

舞厅有规定，凡是新苑的职工谁都不能在上班的时间跳舞，哪怕

是没活干坐着，看别人跳舞，自己也不能下舞池跳舞，一经发现就会被

扣工资甚至开除。下班以后尽情来跳，哪怕一天三场，不用买门票。

可是下班以后谁还来跳舞，除非是脑子出毛病了。下了班就像出笼的

鸟，恨不得能飞多远飞多远，哪有再飞回来的道理。所以在舞厅工作

了一辈子的人不见得会跳舞，就是想跳舞都跳不上，只能看着别人跳，

只能梦里旋转飞舞。

他们羡慕郭海燕，因为这条禁令只对郭海燕例外，她可以一边放

音乐一边跳舞，别的职工上班跳舞是偷懒不务正业，郭海燕上班跳舞

是工作，名正言顺，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跳舞，明目张胆地跳舞，郭海燕

她完全可以把舞跳得比那些所谓的国标舞者还好。因为她工作娱乐

两不误，还因为所有舞蹈班在这里上课她都不用花钱就可以学习，跳

好舞她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可是，郭海燕让大家失望了，她背着这样一个特权，却从未使用

过。有的姐妹不止一次地对郭海燕感慨道，你真傻啊，音乐有电脑控

制，从第一支曲子播出后就完全不用管了，你完全可以去跳舞，想怎么

跳就怎么跳，可你整天就只知道坐在放音室里，盯着电脑看，你看你胖

的，都没个身形了！姐妹们都认为郭海燕懒，或者认为她根本就不屑

于跳舞，舞厅的职工个个都想趁经理不在跳上一两曲，唯独郭海燕

不想。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郭海燕何尝不想跳舞？可以说她比这里的

任何一个员工都更渴望跳舞，从20多年前第一次走进新苑起，她就立

下心愿此生一定要学会跳舞，不会跳舞就枉做女人。

20年前的新苑舞厅可以说贵族名媛云集，特别是每到周末的晚

上，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盛大的聚会，舞厅四周的霓虹灯通晚明亮闪烁，

映照着一对对俊男靓女。他们忙碌了一周就为这个晚上，梳什么样的

发型，穿什么颜色的大裙子，打什么颜色的领带，煞费心机。他们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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