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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拉小提琴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大
意是， 科学固然可以解释

世界的运转规律， 但是依
然无法解释我们的热泪如

何涌出———这一点， 大约
靠的是艺术。

近期， 我们时常会热

泪涌出。 当我们在网上看
到武汉方舱医院里的医生

与病友一起跳 “广场舞”

时———身穿防护服的医护

人员被亲切地称呼为 “大
白”，这是出自电影《超能陆

战队》的“守护型暖男”代名
词。“大白”因套着防护服而

显得动作略笨拙，但是因为
善良且与病友共舞，而让网

友在看视频时， 从起初的
“多有趣多好玩”而大笑，直

至“好感动好温暖”而流泪。

昨起， 上海文艺界的

著名演员纷纷录制短视
频，或鼓励大家“把病毒闷

特”或分享在家练功视频，

展现台下、 幕后的普通生

活。 看着他们以日常生活

用品如“丫杈头”练把式，

不禁也令人莞尔。 而当父

母都前往抗疫第一线，5岁
的孩子感觉 “不好受”，在

家“做深呼吸”。 紧接着，歌
队为他献上一曲《深呼吸》

时， 此情此景也颇令人动

感情。 而越剧院老生金烨，自发去口
罩厂上夜班， 更是体现了文艺工作

者，也是普通劳动者，也能在抗疫生
产环节中，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先前， 曾有人觉得在救助物资
箱上“开诗词大会”，对于治病救人

并没有实际效果———估计这句话，

鲁迅先生不一定会同意。 爱因斯坦
肯定不会同意。 尤其是在疫情发展

中后期，有更多的人需要心灵按摩、

心理抚慰。 上音音乐治疗专业的学
生已经出动， 正在帮助有心理阴影

的人们在音符里寻找阳光。这，也就
是医护人员甘做“大白”，让我们热
泪涌出的真正道理。

看，功夫不废
疫情让剧院的练功房暂时空

了，可是艺术家对艺术追寻的脚

步根本停不下来。透过“艺起前
行”主题活动，观众们可以看到，

比起平时，上海的各大文艺院团
的艺术家们好像更忙了。

在短视频里，上海沪剧院的

王丽君在客厅里排练《一号机
密》，由于一人分饰双胞胎姐妹，

所以她一会沉稳冷静，一会活泼
外向，一个人练得倒是津津有味。

“防疫控疫不放松，在家天
天要练功，期盼疫情快断送，再

上舞台更轻松。”这段短视频的

主角是上海越剧院演员陈标新，

边说边练，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同样在客厅里耍开身段的还有

史依弘，比起陈标新只是练练身
手，史依弘甚至练起了宝剑———

提醒大家，这个项目对家具家电
存在一定风险，非专业人士慎重

模仿！

练功最“卖力”的当数上海
越剧院的王婉娜，整个房子都是

她练功的场所，窗台可以压个
腿，厨房门口可以劈个叉，客厅里

可以来上几套直臂屈肘交替平
板，走廊的墙壁是她倒立的地方，

就连晾衣服的“丫杈头”她也没有
放过，直接耍成了金箍棒⋯⋯

最终，家里是“容”不下她了，她
就到楼下小区里一阵空翻，过过

瘾头。
透过短视频，观众们不仅看

到了演员们功夫都在，也看到了
他们日常练功的辛苦，同时体会

到了艺术之路的不易，并拉近了

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还有黄
豆豆、谷好好、王珮瑜、平安、曹可

凡等沪上知名文艺工作者，也通
过短视频的方式致敬坚守，感恩

留守。

演，有情有义
“艺起前行”主题活动中，不

仅可以看到演员们的练功，还可

以看到一些新的作品，短小精练，
有情有义，鼓舞人心。

自称“大王王”的王渊超上传
了与女儿王琦乐合录的上海童谣

《病毒我不怕》，视频里，他拉上女

儿一起合唱，“病毒病毒我不怕，
因为我整天宅在家。”当然，歌词

里也少不了“勤洗手”“戴口罩”
“视频学习”等这些同学们的注意

事项。说到视频学习，孔祥东不仅
在视频里弹奏钢琴，还教音乐爱

好者如何使用 ipad 编辑一段音

乐，简单便捷。上海滑稽剧院的钱

程也架起了小黑板，教大家讲好
上海话。

上海沪剧院的微剧场推出的
《一路有你》，展现了医护人员奔

赴湖北的决心。木偶剧院也别出
心裁，用武松打虎的桥段，让武松

打死了疫情这只“毒”老虎，深受

小朋友喜欢。
除了艺术家之外，市民们也

在用自己的文艺创作，为防疫抗
疫工作鼓劲。青浦群众用青浦当

地话唱了一首《口罩要戴好》，还
有年轻人创作了一支沪语歌曲

《阿拉一道拿搿只冠状病毒闷特
伊》亦庄亦谐。

在短视频里还可以看到儿子
对支援疫区的父母的想念，因为

疫情隔离的爱人之间的祝福⋯⋯
“买好巧克力，等我回来，每天都

是情人节！”
本报记者 吴翔

    “穿上白色防尘服的那一刻

起，战斗的感觉油然而生。”上海
越剧院徐派老生演员金

烨昨晚再次来到一家日

用品生产车间，成为

一名分拣、打包口罩

的夜班志愿者。当医护

人员身着防护服奋战在抗

疫一线，这群来自各行各业

的志愿者们也在城市里为

保证口罩供应，献出了自己

的一份力。

金烨是越剧名家徐天红

的学生，曾在舞台上塑造过

《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公

远等角色。这次志愿者活动，

是她从华东医院的一个医生兼戏

迷朋友处听说的。这家生活日用品
公司被临时征用生产口罩，但车间

现有的工人不足，急需志愿者援
助。金烨立刻拉上了院里的同事赵

轶隽一起报名，医生朋友索性拉了
一个微信群，方便沟通。

工厂的夜班时间是从晚上 9

点到凌晨 4点，金烨和赵轶隽家
离得不远，就约定由赵轶隽开车

一同前往。1小时车程后，金烨第
一次走进了陌生的厂房，套上防

尘服、防尘帽、防尘鞋套，戴上橡
胶手套和口罩，该有的装备一样

不少，和另外 11名志愿者一起接
替下班的工人开始了工作。

口罩都是流水线自动化生

产，志愿者们的工作是分拣和打
包口罩。机器的轰鸣声充斥着耳

膜，时而有刺耳的金属声传来，不
得已，大家的耳朵都塞上了棉球

隔音。口罩一批接着一批出货，金
烨的手也一刻不得放松。一盒口

罩 50个，她装盒时得留意是否有

残次品混入，确保无误后就打包
装箱。小板凳没有靠背，很容易就

感到背部和颈椎酸痛，但这还不

算最难耐的，穿着连体防尘服不
能上厕所才是头道难题。为了节

约防尘服，大家的耐力都在一夜
之间进步不少。

到了后半夜，大家眼皮开始打

架，趁着机器卡顿检修的工夫眯一

会儿，又有力气干活了。交接班的
时候到了，金烨和同伴们数了数，

12个人共分拣打包了 3.4万个口
罩，比上个班头多了整整 4000个。

此前的疲惫一扫而空，大家都开始
叽叽喳喳地找起了规律，手往哪

放、怎么包才能让手速更快，希望

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完成得更多。
微信群里已经跳出了几十条

新消息提示，当初建的这个 4人
小群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现在已

经 26个人了。这其中有医护人员
的朋友，还有公司的负责人。12个

人的夜班，大家要轮流上了。

本报记者 赵玥

上海文艺界和市民用短视频汇聚人文关怀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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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演员穿上防尘服当志愿者

去口罩生产车间上夜班

逾 160 支视频总播放超 4500 万次

■ 金烨在分拣打包口罩

台前幕后

艺起前行 共赴这场云端邀约
    “当你知道爸爸妈妈
要去一线，你有什么感
受？”“一个人在家，感觉
很孤独。”“那你一个人
在家怎么调节自己？”
“嗯，深呼吸……”昨天，
一位五六岁的孩子在短
视频里，哽咽地诉说着
想念奔赴湖北抗疫的父
母，上海音乐学院师生
为孩子献上了一首《深
呼吸》，情真意切。这只是
上海文艺界共同发起“艺
起前行”抖音主题活动的
一个片段，本次活动在上
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让艺术工作者和市民一
起来到“云”端，上线仅一
天的时间，便云集了超过
160支短视频，播放量超
过 4500万次，大家各自
用镜头记录身边事、感人
事，用暖人心的文艺作品
，汇聚人文关怀的暖流，
与子“艺”起前行，盼君花
开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