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72015.7.23 星期四 编辑 蔡文瑶 校对 程照华 E-mail：cwy@pdsxww.com 社区·圈子

漫步市区鹰城广场、市河滨公园、市体育村等处，总会看到一位位舞者旋转、跳跃，他们把激情
曼妙的华尔兹、探戈、伦巴等国际标准交谊舞演绎得精彩绝伦。国际标准交谊舞简称国标，是现代
竞技体育的一项。7月21日上午，记者走进鹰城国标舞爱好者圈子，采访了几位舞者代表。

□本报记者 王辉

张庆胜，国企职工，瘦高个子，
跳起舞来神采飞扬。谈起自己踏入

“舞坛”的初衷，张庆胜坦言，是为了
锻炼身体。

2003年夏天，三十出头的张庆
胜患了心肌炎，身体虚弱，医生建议
他在服用中药的同时，适当进行体
育锻炼。怎么锻炼呢？当时，家住
市区新华路的张庆胜看到家门口附
近有一个露天舞场，就走进去转转，
没想到这一转竟一发不可收拾，从
此就爱上了跳舞！

“习舞”一年多后，张庆胜的精
神气儿好了，心肌炎也没了。家里
人看他身体日渐好转，也很支持他
跳舞。

10年前，张庆胜从随意的交谊
舞逐渐转到专业的国标舞。他说，
练习国标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甚至

痛苦的事情。有一次，为了一个舞
蹈动作，他反复练习一两周，还是找
不到感觉。为此，他吃饭无味、睡觉
不香，连晚上做梦都在练舞。次日
清晨，他恍然大悟动作精髓，竟激动
得蹦了起来。

去年8月的一天，一位老同学
从焦作打来电话，说他当天晚上7
点多的火车抵达平顶山，希望张庆
胜能到火车站去接一下。当时，张
庆胜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一定准时
迎接”。谁知，当天晚上，老同学到
达火车站后，找了半天也没看见张
庆胜的踪影，打手机无人接听，无
奈，这位老同学只好拨打了张庆胜
妻子的电话，得知张庆胜十有八九
是在市体育村的舞场上。当老同学
突然出现在正在跳舞的张庆胜面前
时，他尴尬不已。原来，当天下午张

庆胜与舞友一起练舞太投入，竟把
接老同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练舞时，张庆胜常常累得
汗流浃背，一个月能瘦上好几斤。
即便如此，他依旧初心不改。

记者问：“练国标是一件枯燥乏
味的事，为啥还能坚持这么久？”张
庆胜说：“刚学国标时，我就给自己
定下一个目标：一定要站在国标舞
的领奖台上。”

为了这个目标，张庆胜不得已
多次舍弃和朋友的饭局，有时还会
利用周末到外地拜师学艺，或与舞
友切磋交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张庆胜终于实
现了自己的目标——去年8月，他一
举夺得中国·平顶山第七届国际标
准交谊舞全国公开赛成人单项组第
一名。

张庆胜：学跳舞是为了锻炼身体

“一定要站在国标舞的领奖台上”
“国标舞让女人变漂亮，男人变帅气”
“跳舞交朋友，练舞练身体”

爱生活、爱国标的鹰城人

徐秀秧，身材苗条，皮肤白
皙，一袭黑色长裙，优雅的气质让
人禁不住心生赞叹。7月21日上
午，记者在市河滨公园溜冰场内
见到了这位中年女士，要不是她
不止一次地自称“家庭主妇”，记
者还以为她是一位白领丽人呢。

对此，徐秀秧自信地告诉记
者：“练国标能让女人变漂亮，男
人变帅气。”她说，国标作为一种
体育舞蹈，是音乐、舞蹈与力量的
完美结合，参与者长期在乐曲的
熏陶下，经过不断的训练提升动
作水准，再通过与搭档之间的默
契配合，将自己最完美的肢体语
言展现出来。试想一个常练国标
的人，能不发生气质的改变吗？

46 岁的徐秀秧家住湛河区
北渡街道莲花盆村，没有工作，前
些年做生意，后来不干了，地里农
活不多，在家闲着没事儿，她就不
分白天黑夜地打麻将，时间一长，
腰疼、脖子疼等毛病都出来了。

5 年前，徐秀秧离开牌场，
走进了舞场。没想到，一年之
后 ，颈 椎 病 和 腰 椎 病 开 始 好
转。接着，她又在舞友的建议
下投身于国标舞，并一发不可
收拾。其间，她经常一个人从
莲花盆村骑电动车往返于河滨
公园、鹰城广场等处，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长期练习国标让
她练出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并
赢得了家人的一致支持。为提
升信心和自己的国标舞水平，
徐秀秧经常与我市的国标舞爱
好者一道，自发组织到郑州、漯
河等地参加国标舞表演赛，与
各地舞友切磋交流。

去年10月，徐秀秧自费到市
区一家国标舞学校系统地学习国
标舞理论知识，将实际训练和理
论联系起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
下，徐秀秧的国标舞技艺得到进
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今年 4月，徐秀秧和搭档报
名参加 2015 年国际标准交谊舞
全国公开赛暨河南省第24届国
际标准交谊舞锦标赛，获得成人
单项V组第一名。

谈及此处，徐秀秧自豪地说：
“一路走来，虽说吃苦，感觉值得，
没白走。”

徐秀秧：从家庭主妇到国标舞冠军

文留钦，个子不高，身材挺
直，黑衣黑裤黑鞋，浑身上下透着
练舞人的精气神儿。“习舞”多年，
他很少跑着到处参加比赛，“跳舞
交朋友，练舞练身体”，文留钦身
体力行地演绎着国际标准交谊舞
的“交谊”二字。

文留钦家住市区中兴路南
段，曾是一名铁路职工。如果不
是他说，记者完全看不出他已经
到了花甲之年，这或许是常年练
习国标舞的原因吧。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文留
钦开始跳舞厅舞和国标舞，至今
没有间断，屈指算来已有20多年
了。当初，他不仅在本市舞场观
察学习那些“舞林高手”的动作要
领，就连出差在外也要抽空到当
地舞厅寻找高水平舞友请教、交
流，以提高自己的国标舞水准。
近几年来，文留钦主要是通过电
脑视频学习模仿国内外国标舞大
赛中的最新舞姿。

文留钦说，不少国标舞爱好
者在练舞时往往付出大量时间、
精力和财力，比如请一个国标舞
老师上一节课（45分钟），一名学
员需要支付学费150元。如果达
到一定国标舞水平，想参加正规
比赛以检验自己实力的话，男士
需要定制一套燕尾服，价格在几
千元，女士需要定制一套裙子，差
不多也是同样的价钱，这还不算
皮鞋以及往来的路费、食宿费。
不过，文留钦为自己制定的原则
是“跳舞交朋友，练舞练身体”，只
要能丰富生活，练出一副好身板、
好气质就行了，至于拿不拿奖，不
在他的目标范围之内。

因此，练习国标多年来，文留
钦从来不花钱请老师给自己上
课，他练习国标通常以国内外大
赛的比赛视频为准，再就是与其
他舞友的交流。

由于刻苦地学习，文留钦的
国标舞水平尤其是摩登舞（国标
分两大类别：一类是摩登舞，另一
类是拉丁舞），在鹰城国标舞圈内
已经数一数二了。现在他经常到
河滨公园，义务教授初学国标舞
的爱好者。

据了解，文留钦每月工资有
3000多元，家里没什么负担，可
是他一双舞鞋就穿了十多年，鞋
底换了20余次还不舍得扔，这双
鞋他至今跳舞还穿在脚上。文留
钦说，他之所以如此节俭，是想省
下更多的钱多看望几次孤寡老人
和孤残儿童。

文留钦：
从不花钱请老师
照样跳出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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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起国标舞，他们裙角飞扬、神采奕奕。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