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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
我的母亲李慕琳，原名李美英，

山东德州人，生于 !"!"年。母亲的
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在
洋溢书香氛围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她自己就读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
“卫理小学”。母亲在读完小学三年
级后，"岁时被其父母接至北平。小
学毕业后，母亲以全班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贝满女中”。
贝满女中成立于 !"#$年，由美

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现代中国
最早引进西式教育的女子学校。
到了上世纪 %&年代，“贝满”的

宗教氛围日趋淡薄，学生中非基督
教徒已占三分之二以上。当时中华
民族多灾多难，人民正处在水深火
热之中。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到抗日
救亡的洪流中去。母亲此时受到北
大学生、共产党员李信大姐的影响，
参加了进步组织“妇女新青会”。她
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进步读物和马
克思主义书籍。受进步书刊的影响，
母亲逐步形成了对人生的新追求。

母亲高中毕业后，“一二九”爱
国学生运动爆发，母亲和“贝满”的
部分同学，与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起
走上了街头。母亲刚 '(岁，但她毫
不畏惧，义无反顾地走在队伍的前
列，面对国民党政权的武力镇压，她
毫不退却，手挽着高校同学的臂膀，
高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奋勇前进！

平息了一场伤兵“内乱”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三个月后，南京的形势愈发紧张。国
民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守，一
派主退。中共主张抗日战争是持久
战，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关键是把区

域抗战发展为全国和全民族的民族
解放战争。为此中共长江局暨南京市
委决定：将平津流亡学生中的骨干与
“南京学联”中的进步学生组成“首
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开赴鄂豫
皖地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放手
发动老区民众拿起武器，进行抗日游
击战争。母亲参加了南京举行的誓师
大会，并向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报到。
从此，母亲投身了革命。

!"%$年 !&月，母亲和“宣传
团”的战友们在安徽芜湖开展工作。
此时，市内的商店多已关门，满街都
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伤兵，无人过问。
入夜，有人冲击商号，驻军奉命阻
止，街上响起了枪声。母亲和战友闻
讯，立即出动，对肇事者进行劝阻，
同时慰问伤员，向他们宣传全国军
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团员们奔
波了一夜，终于平息了一场即将爆
发的“内乱”。

!*月 )%日南京沦陷后，中共
长江局和南京市委决定“宣传团”经
武汉，向黄安（今红安）、黄陂和麻城
大别山区挺进，深入地做群众的组
织和宣传工作。)"%+年 (月 *,日，
在湖北咸宁，母亲经陈士方同志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月初转
正。月底，母亲前往延安。)",-年至
)",%年，在“陕北公学”任政治处干
事兼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在此期
间，母亲被评为工作暨学习的模范，
受到中央妇委的专项表彰和奖励。
母亲到延安后，不久与父亲杨

永直邂逅。在“宣传团”时，父亲曾任
党支部书记。
父亲与母亲相遇时，母亲已是

一名青年干部。他们喜悦地互相讲
述着自己的革命经历，一起漫步在
延河两岸、宝塔山下。)",&年春，父
母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结为夫
妇，胡乔木是主婚人，中央青委的同
志悉数到场祝贺。

延安新华广播电
台首位国语播音员
母亲在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解

放日报》“学委会”干事、大后方工作
部编辑。)",.年 +月，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恢复播音，母亲是首位国语
播音员。朱总司令于 +月 )-日发布
的《受降华北地区敌伪令》的播音者
就是母亲。

)",$年 %月，胡宗南纠集 %-

万人马，向延安进犯。中直机关奉命
北撤。)",$年 ,月，母亲到达晋察
冀，任新华社国语广播科编辑。)",+
年冬，随军进驻山西榆次，参与筹备
太原解放后教育局的接管工作。不
料，)","年 ,月刚被中宣部任命为
《山西日报》总编辑的父亲，于太原
解放的前一天（, 月 *% 日）再接中
宣部的调令，赶往北平向乔木同志
报到。乔木指示父亲即刻赶往丹阳
陈毅同志处，陈毅告知父亲赴南京，
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母亲则于同
年 ,月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职
工代表大会，.月到全国妇联工作，

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政治
秘书。建国后，续任此职。她不顾体
弱多病、女儿幼小，常常夜以继日，
不辞辛劳，极其认真地完成各项工
作，受到蔡大姐和富春同志的赞扬。

)".)年冬，母亲被调往南京市
妇联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年
冬，母亲又被调往上海，任华东妇联
办公室主任、秘书长。)"., 年至
)".(年，母亲回到北京，再度担任
蔡畅同志的政治秘书。

)".+ 年，母亲回到上海，参加
筹办上海市对外友好交流协会，任
驻会（常务）副秘书长。

挑起上海舞校首
任校长重担
解放后，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日趋增多，其中国外芭蕾舞团
的来华访问演出更是十分频繁。
)".+年，松山树子率领的松山芭蕾
舞团带着根据中国同名歌剧改编的
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断，到北京、上
海、武汉、重庆巡演，受到热烈欢迎。
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感慨地说：“为
什么人家外国人都可以将我们中国
的歌剧改编成芭蕾舞剧，我们就不
能创作自己的民族芭蕾舞剧吗？”也
许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感慨，成了创
办上海市舞蹈学校的主要动因。

)"."年 )-月，周恩来总理在观
看上海歌剧院编排的民族舞蹈《小刀
会》后，谈起了在上海成立舞蹈学校
的事。总理说：“北京有舞蹈学校，上

海也应该办一所舞蹈学校，要为国多
培养一些舞蹈艺术方面的人才。”他
还说：“可以办得快一些，筹备好了就
招生。教员问题，我回去请北京舞蹈
学校支援你们，帮着解决。”

)"."年 ))月 ),日，上海成立
了上海舞蹈学校筹建小组。建校最
大的难题是缺少教员，周总理让上
海开出名单，亲自委托文化部调人。
中宣部长陆定一建议，让在延安时
期担任过“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
的李慕琳主持筹建上海舞蹈学校。
中央上海市委暨市人委共同研究
后，于 )"(-年 *月 .日，由中共上
海市文化局党委决定，李慕琳任上
海市舞蹈学校党支部书记；( 月 %

日，李慕琳任上海市舞蹈学校校长。
母亲由外事工作转入舞蹈艺术

教育工作，跨度之大是空前的。她一
头扎进了学校的筹备和组建工作，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她和先期
参与筹建工作的行政人员共同完成
了从选校址到设施等的基本工作。
其间，母亲还到北京，向她延安时期
的战友、北京市舞蹈学校校长陈锦
清商议调配教师，如林泱泱、袁水
海、孔令璋、陈明、秦阿青、王月后
等，均为当时北京拔尖的芭蕾舞人
才。北京舞蹈学校舍不得放人，母亲
竭尽全力说服他们，并向老战友陈
锦清校长再三恳请。最后陈校长根
据周总理“一定要支援上海”的指
示，终于同意这批人才调来上海。

)"(-年 %月 )+日，上海市舞蹈
学校正式成立。校领导班子成员共 +

人，校长李慕琳，副校长周志勇、胡蓉
蓉（业务副校长），教务室主任陈明，
教务室副主任钱震华、庄严，芭科负
责人孔令璋，民科负责人魏竹侠。胡
蓉蓉副校长即由母亲亲自提名。

母亲李慕琳在时代洪流中（上） ! 杨沪生

杨沪生的这篇文章回顾了他的母亲、上海
舞蹈学校首任校长李慕琳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
的一生，向人们展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
亮节。上海舞蹈学校的创建、发展，是李慕琳人

生中最重要和为后人铭记的一章，正是在她的
领导下，舞校《白毛女》剧组对芭蕾民族化作了
成功的探索；芭蕾舞剧《白毛女》如今已成为中
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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