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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着热巴舞站上了世界舞台
———记新中国第一代藏族舞蹈艺术家欧米加参

1936 年，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因为生
计问题，一户人家被迫离开巴塘县，前往云
南谋生。除了一把跳弦子用的二胡、与生俱
来并最擅长的弦子舞蹈以及随身的衣服，
他们一无所有。

在云南， 等待这一户人家的是流浪的
生活， 他们必须习惯夏天生活在云南香格
里拉地区，冬天又回到金沙江流域。随着岁
月的流逝，故乡巴塘渐渐成为记忆，他们和
故乡唯一的联系便是那把二胡和一曲弦子
舞。在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全家人靠着跳弦
子舞艰难谋生。

热巴舞艺术家欧米加参出生在这户人
家。 当他的家人不得不四处流浪谋生的时
候，欧米加参已经 8 岁。 12 岁那年，在流浪
的生活中，他开始学习弦子；15 岁，他从父
亲手里接过了弦子舞的衣钵， 也接过了生
活的重担。

1953 年到北京后，欧米加参和妻
子格桑思玛留影。

A 热巴阿谦

跳弦子舞的微薄收入
并不能充分保证一家人的
生活。 在农忙季节，欧米加
参和家人给有钱人家打工，
割草，松土，砍柴，以维持生
活 ；为了生存 ，欧米加参还
学会了雕刻六字真言，学会
了陶艺， 学会了做藏靴子，
做藏装。

在那个大多数人吃不
饱穿不暖的年代 ， 在等级
森严的社会 ， 就连跳舞为
生的艺人也分三六九等 。
相对于弦子舞 ， 热巴舞受
众广泛 ， 普通人家 、 马锅
头 、土司 、头人皆是热巴舞
的观众。 相对于弦子舞者，
热巴舞者无需点头哈腰讨
生活且收入较高。

仅仅为了更好地活着，
为了不再点头哈腰 ，16 岁
的欧米加参开始接触热巴
舞艺人 ， 并向他们拜师学
艺 。 “刀刃上赛跑 ，刀尖上
旋转 ， 竹筐里挑水一滴不
漏 ，踩着鸡蛋也能起舞 。 ”
欧米加参说 ， 要演绎热巴
舞的极致美感 ， 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16 岁那年， 出于生存
的需要，欧米加参四处寻找
机会接近热巴艺人，试图学
习热巴舞。 但学习的过程并
非一番风顺。 热巴艺人四处
流浪的特性 、 行业间的竞
争、狭隘的门户观念都在无
形中阻碍着欧米加参。

“热巴人是藏区的吉普
赛人。 ”欧米加参告诉记者，
过去 ，由于生计所迫 ，流浪
的生活贯穿热巴艺人的一
生。 每当欧米加参准备向云
游四方的热巴艺人求教之
际，流浪的热巴艺人们又继
续忙着赶路了。

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
机会 ，欧米加参向来自芒
康 、盐井地区的热巴艺人
求教 ， 却吃了闭门羹 ，对
方 担 心 欧 米 加 参 学 会 后
抢了自己的饭碗 。 求艺心
切 ，欧米加参只好混到人
群中悄悄偷看 ， 然后 ，找
一 处 空 旷 的 地 方 一 边 回
想 一 边 模 仿 。 一 两 个 月
后 ，偷师学艺的欧米加参

被热巴艺人们发现了 ，在
表演时 ， 热巴艺人们随便
乱跳一通 。 欧米加参抓不
住要领 ， 无法再继续偷学
热巴舞 。

又经过一番艰难地寻
找， 吃了更多的闭门羹后，
一对 70 多岁的热巴艺人向
欧米加参传授了简单的热
巴舞技巧，但这无法帮助欧
米加参和他的家人过上更
好的日子。 欧米加参失望地
发现， 因为年龄的缘故，不
少热巴艺人们早已转行谋
求其它营生，这些热巴艺人
早已不跳热巴舞了。

拜师学艺的种种经历
让欧米加参渐渐认清了一个
现实： 热巴舞的表演良莠不
齐， 加之热巴舞以家族式的
传承方式为主，壁垒森严，要
学到上乘、 系统且完整的热
巴舞无疑比登天还难。

后来，另一批纳西族地
区的热巴艺人来到了云南
盐井地界。 欧米加参发现，
这帮热巴艺人与之前的热
巴舞表演者大大不同。

这 些 热 巴 艺 人 很 富
有 ， 祖 上 三 代 皆 是 做 生
意 为 主 的 热 巴 人 。 为 首
的 热 巴 艺 人 叫 阿 谦 ，80
多 岁 ， 人 们 叫 他 热 巴 阿
谦 。 他 的 四 个 儿 子 各 有
自 己 的 马 帮 。 热 巴 阿 谦
一 家 卖 艺 不 是 为 了 糊
口 ， 表 演 是 为 了 给 牲 口
换来草料 。 待骡马肥壮 ，
阿 谦 一 家 便 扬 鞭 赶 往 大
理 ，随 后 去 西 藏 ，在 茶 马
市场上完成交易 。

欧米加参 打 听 到 ，热
巴阿谦一家将在盐井地区
逗留将近两个月 。 在进一
步的观察中 ， 欧米加参发
现 ，热巴阿谦精通热巴舞 ，
而且热巴阿谦要求严格 ，
热巴舞的练习者练习单腿
转 ，热巴阿谦给练者画圈 ，
一旦出圈 ， 热巴阿谦手中
的棍子便丝毫不留情面 。
欧米加参意识到 ， 这是原
汁原味的热巴舞。

为了接近热巴阿谦一
家 ，连续 10 多天 ，欧米加
参用自己卖艺得来的收入
收购了一些藏药 ， 又用这

些藏药从金沙江边的纳西
族和白族手中换来草料 ，
并亲自用板车将草料拖到
阿谦家的驻地 。

心思细密的热巴阿谦
把欧米加参的聪慧和真诚
记在了心里。 后来，热巴阿
谦一家表演时，欧米加参便
渐渐成为演出队伍中的一
员。

两个月的时间倏忽即
逝，待热巴阿谦一家离开之
时 ，不仅欧米加参 ，欧米加
参的家人也有幸跟随热巴
阿谦一家系统完整地学习
了热巴舞的种种技巧。

与热巴阿谦分手之际，
老人叮嘱欧米加参：“要在沙
滩上练习各种技巧， 要在平
整的草坝上练习整齐的队
形，要在峡谷里，对着惊涛骇
浪般的水流练习热巴朗诵。”
热巴阿谦走了，一去不回。

欧米加参告诉记者，解
放后， 他遍寻热巴阿谦，却
不知其去向 。 告别热巴阿
谦 ，打工间歇 ，欧米加参和
家人见缝插针练习热巴舞
的种种技巧。 当打工赚来的
钱已能够满足两三个月的
吃喝，欧米加参和家人按照
热巴阿谦的叮嘱，在云南的
高山河谷中，在金沙江边刻
苦练习热巴舞。

如此循环反复，日复一
日 ， 欧米加参和家人流浪
的足迹走遍了山山水水 。
随着热巴舞表演技艺日益
精湛 ， 当欧米加参和家人
出现 ，人们总会欢呼着说 ：
“热巴欧米加参来了。 ”

一次在云南中甸地区，
人们来看热巴欧米加参表
演，其中一位老阿妈哭了起
来。 欧米加参走上前，问道：
“阿玛拉，这么欢快的舞蹈，
怎么反而哭了呢？ ”老人回
答到 ：“来了土匪 ， 生活乱
了， 热巴艺人也不来了，看
到你们的热巴舞，我们又感
到了快乐。 ”

老人的话刀子一样刻
在了热巴欧米加参的心里，
这句话如同热巴阿谦的叮
嘱一样沉甸甸，让欧米加参
至今还难以忘怀。

B 参演《东方红》
1953 年 ，端午节赛马会 ，中

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工作队来到
中甸 。 工作队在赛马节上看了欧
米 加 参 的 热 巴 舞 表 演 后 非 常 欣
赏 ， 工作队希望能向欧米加参学
艺 。 欧米加参惊讶地发现 ，工作队
的 同 志 只 是 在 笔 记 本 上 写 写 画
画 ，便把自己唱的歌 、跳的舞表演
得惟妙惟肖 。

欧米加参意识到， 他遇到了高
人。 随后发生的事不仅印证了欧米
加参的判断， 也改变了欧米加参和
热巴舞在高山河谷、 雪山草原流浪
的命运。

几天后， 工作队负责的同志邀
请欧米加参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工
作队的同志介绍说， 到了北京就不
用过流浪的生活， 还可以继续跳自
己喜爱的热巴舞。 说服父母，欧米加
参与妻子一起来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 欧米加参和妻子被
安排到中央民族学院的文工团当舞
蹈演员，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楼。
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上有些不便，和
别人交流只能打手势。 后来团里给
欧米加参安排了老师教习汉语，并
系统学习了芭蕾舞。 欧米加参至今
记得，就像他熟知的热巴阿谦那样，

苏联一位女教员用棍子逼着演员们
练习芭蕾舞基本动作。

1956 年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
后， 欧米加参被分配到了中央民族
歌舞团。 当时，中央民族歌舞团藏舞
较少，欧米加参认为，过去热巴舞者
地位不高，四处流浪，如今藏族人民
解放了，藏族艺术也应该解放出来，
在新社会， 热巴舞应该登上北京的
舞台。

为了把这一想法变为现实 ，欧
米加参开始了自己的热巴舞创新之
旅。 是年，欧米加参已经 25 岁，骨骼
已经长成型，再练新动作已经很难。
但是为了提高表演水平， 他十分刻
苦，每天忍痛坚持压腿训练，苦练各
项新动作，并探索创作新内容。

凭着坚韧的性格和不懈的努
力，由他创作并表演的《草原上的热
巴》于 1957 年荣获“第六届世界青
年学生和平与友情联欢节” 舞蹈铜
奖，该舞曲风、曲调取自巴塘弦子，
并配合欢快的热巴舞，演绎出优雅、
抒情、又不失欢快的美感。 这是藏族
舞蹈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奖。
至今， 该节目长期被中央民族歌舞
团作为保留节目。

1962 年，欧米加参与歌舞团编

导同志考虑排练一个反映西藏百万
农奴站起来的舞剧， 他是主要负责
人之一， 一共分为 5 场， 名字定为
《百万农奴站起来》。 当时北京市正
在组织排练大型歌舞史诗 《东方
红》，要求北京市内所有的文艺团体
要拿出最好的节目。 歌舞团决定把
《百万农奴站起来》中的《农奴挣脱
锁链》一场拿出来，并获得负责审查
的领导们一致好评。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 ，
剧本作了一定修改并最终确定下
来，由才旦卓玛唱山歌，欧米加参扮
演一位弹着六弦琴跳热巴舞的藏族
老人，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他的艺术
人生也逐渐走向高峰。 《东方红》演
出结束后，欧米加参又去拍电影，结
果长篇舞剧一直没能完成， 这也成
了他终生遗憾之事。

自 1953 年起 ，欧米加参历任
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队队长 、副
团长 ， 中国舞协第三至第五届理
事 。 曾任舞蹈 《牧羊人 》、《节日 》、
《拉克 》的领舞 。 1956 年 ，欧米加
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 年 ，由
欧米加参编导的 《草原上的热巴 》
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
赛铜质奖章 。

C 奔波的晚年
秋天尚未走远， 欧米加参已经

85 岁。老人戴着一副眼镜，一头白发
呈扇状向脑后整齐地散开， 开阔的
前额透着精干和活力。

欧米加参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遗
憾是没有精力再去完成一部热巴舞的
形体训练教材，“这将是一个大功劳。”欧
米加参希望将来能有人把这件事完成。

退休后，欧米加参把弦子、热巴
舞蹈毫无保留地分别传授给了总政
文工团、东方歌舞团、中央歌舞团 、
铁路文工团、煤矿文工团、战友文工
团和多个省份的歌舞团。

欧米加参还多次前往昌都、云
南等地，收集资料，并查阅了大量藏
族文史书籍， 在此基础上， 出版了
《雪域热巴》一书，对热巴舞蹈艺术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介绍， 老人希望
把这一艺术奇葩一代一代传下去。

此外，欧米加参多次远赴云南，把

省内几大藏传寺院的跳神面具全部拍
摄下来带回北京，根据研究藏族“羌姆”
面具的特点，用陶泥制作出一批富有浓
厚藏族文化特色的面具， 并把 61 件
“羌姆”面具捐赠给云南民族博物馆。

近年来，欧米加参正在撰写一本
回忆录，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
为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线索。“绝不能把
自己肚子里的东西带到棺材里去。”欧
米加参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谈到热巴舞的未来， 欧米加参
希望热巴舞继续吸收新的艺术表现
手法， 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 。
“舞蹈必须有美的内涵才能成为艺
术。 ”欧米加参说，热巴舞充满了积
极向上的力量， 要永远保持并表现
出积极向上和解放的感觉。

记者问欧米加参：“您一生爱着热
巴舞，热巴舞对你意味着什么？”老人告
诉记者：“热巴舞教会我乐观、快乐地面

对生活，它改变了我的精神气质。 ”
2014 年 9 月 26 日，国家民委机

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金星华、人事司副
司长张湘冀同中央民族歌舞团党委
书记黄耀萍一起，看望了作为全国劳
动模范、中央民族歌舞团老艺术家的
欧米加参，并代表委党组对欧米加参
表示亲切慰问，感谢他们为国家文化
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欧米加参感谢国家民委党组的关
心， 并对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事业发展
提出了建议，并表示将继续发挥作用，
为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告别欧米加参之际 ，记者为老
人拍下一张照片 ，面对镜头 ，欧米
加擦挺直了腰板 ，气宇轩昂 。 记者
忽然想起了欧米加参少年时学习
热巴舞的初衷： 为了更好地活着 ，
为了不再点头哈腰 ，为了过得理直
气壮，有尊严。

天南地北康巴人
筇 ●

■本报记者 唐闯 文 / 图

☆话题背景：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营业执照、组

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所谓“三证合一”，就是将企业依次申请
的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
务登记证三证合为一证， 提高市场准入
效率；“一照一码” 则是在此基础上更进
一步，通过“一口受理、并联审批、信息共
享、结果互认”，实现由一个部门核发加
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综合
媒体消息）

（《康巴传媒网》10 月 14 日）

且莫辜负这个便捷的时代
■欧阳美书

如果仔细思考人
类历史， 就会发现有
史以来人类的诸多努
力，都可以归结为“便
捷”两字。

燧人氏钻木取火，
后来学会预留火种。
到了魏晋六朝， 已经
有以石敲火了。 光绪
初年，火柴还未盛行。 当时取火技术又
进了一步，用一种叫“火镰”的工具。 这
种火镰，缝皮为包，安铁为刃内装火石
一片，火绒一团，如果要用火，取火绒豆
许，放在石上，再用铁刃撞击，能发出火
星，顷刻间就得火，是当时吸旱烟者不
可离身之物。 后来有了火柴， 火镜、火
石、火绒等物就逐渐衰落了，当然，现在
连火柴都不用，一次性打火机能够解决
一切问题。

人类取火方式的变化，其方向就是
便捷。 由火到社会，现代社会的管理是
一个浩瀚复杂的工程。 计划经济时代，
少有各种证照，干部、军人、工人等要办
事要出行便在单位开证明，农民在生产
队开证明。 当然，那时候出门办事的时
候很少。 改革开放，百业竞发，万人创
业，人来人往，证照愈益复杂，管理愈益
繁琐，有人竟然总结出了一个人从“准
生证”开始到“公墓证”结束，至少要领
一百多个证照以及各种卡类。

政府的这种强化管理无可厚非，十
数亿人的大国，惟有强化管理，社会才
能安定有序，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对于
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 则更是规章严
密、手续繁琐，原因自然在于包括企业
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 如果出了纰漏，
其造成的社会影响远超于普通个人。但
是，即便如此，我们的管理层也一直没
放弃尽可能精减证照给民众更多便捷
的努力，最早出现在城市生活中的“一
卡通”以及民众出行仅凭居民身份证就
能买到车票、船票及护照、通行证等，就
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并且
实行“一照一码”， 正是我们“便捷之
路”的最新成果。

便捷背后是效率， 是办事效率、生
产效率、发展效率的提升。深化改革，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说到底就是要由过去
的规模增长为主转变为以效率增长为
主。 惟有投入与产出之比的“效率”提
升，才能圆满两个百年梦想。

便捷背后是科学。“经济”二字，本
身带有“便捷”的含义，而便捷也正是市
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便捷背后，包含着
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
准确把握与认知。而除了上面说的便捷
背后是效率外，便捷背后还包括成本的
降低。

其实， 仔细考察我们的改革路径，
也会发现国家从最初的包产到户———
给农民“松绑 ”， 到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给企业“松绑”， 再到全方位改
革———给所有的人财物“松绑”，也正是
一条愈益便捷的路径。

既如此，我们当满腔热忱地融入这
个时代，在愈益便捷的生活里成就自己
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