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上评

    评弹团昨天为街道里的老人

送蔬菜， 送的是吃的———算是物
质粮食； 上芭今早在抖音上开公

开课， 送的是看的———算是精神
食粮； 摄影家把镜头聚焦菜场和

菜农， 则是以艺术眼光再现生活
日常。

抗疫，也要防“抑”。 抗击疫
情靠的是免疫力，防抑郁靠的是

好心情———前者依赖粮食，后者
依赖食粮。两者都不能缺少。身

体好，主要要听医生的；心情好，

主要要看艺术家的作品———相

信心理学家也会这么建议。

所以，在抗疫时期，艺术家

亮出怎样的作品来抚慰心灵、舒
缓情绪，值得探讨。摄影家拍菜农

接地气，饱满的果实，不仅让人感
受到审美上的愉悦， 还体现了欣

欣向荣的生机。 艺术家在云端做
直播，把平淡日子点石成金，古典

音乐的曲目， 也可以被比喻成一

道道佳肴； 芭蕾舞公开课也可以
让客厅成为练功房，让身姿在音

乐的律动中更挺拔……生活里
的各种技能， 如能锤炼至化境，

那就是艺术。

最初，朋友圈里冒出了不少

美食家或者美食摄影家，我们期
待在不久的将来，身边冒出更多

生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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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居家练功、创作

新书目，上海评弹团的
演员们也纷纷投身于社

区防疫志愿服务中，有
人每天主动为楼道和电

梯消毒，有人在小区登记
返沪人员信息、帮忙测量

体温⋯⋯昨天，上海评弹

团的防疫先锋队走进了
石门二路街道居民家中，

为社区 90岁以上的老人
和残障人士家庭送上了

免费的新鲜蔬菜。这些蔬
菜均来自街道的爱心企

业捐赠，受益家庭逾 60

户，志愿服务将至少持续

一个月。
3天前，石门二路街

道发布了“为老人上门送
菜”的志愿者招募令，短

短半天时间，近 40家单
位举手报名，其中就包括

上海评弹团。上海评弹团

团长高博文，演员黄海

华、陆嘉玮以及行政人员

都加入这支防疫先锋队。

前期街道已经摸排和统
计了一批独居老人、低保

低收入人员、残障人士

等，计划安排党员志愿者

定期上门配送，接续“最

后一公里”，将便利和贴
心送进困难居民的家中。

昨天，第一次配送启
动，黄海华成了首批志愿

者之一，他带着爱心菜敲
响了一户又一户居民的

家门。他全程步行送菜上

门。戴着口罩，居民们并
没有认出他就是书场里

出口成章的说书先生，一
句“我是社区志愿者”，便

足以让住户铭记。有些老

人连声道谢，还有些坐着

轮椅的老人，执意要出门
送到电梯口，让志愿者们

心里倍感温暖。
疫情期间，黄海华和

编剧周亚君合作了一首
弹词开篇《儿子的微信》，

深情诉说了一位上海医

生启程前对父母的嘱咐。
现在，他又在创作一回新

书《妈妈你什么时候回
来》，素材源自上海南翔

医院主管护师刘芬在儿
子患有肺炎住院的情况

下，仍然出征武汉救治重
症病患的故事。黄海华说

道：“和一线医护人员比
起来，我们的志愿者任务

并不重，有余力，大家都
愿意为社区助老、爱老行

动充实力量。”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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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命脉，摄

影师洪涛就把疫情中的镜头对准
了菜农和果农。他拍摄的《疫情防

控期间，确保供“菜”》的图片，被上
海摄影家协会挑中，放在了特别的

“抗疫”专辑里。为了这张照片，洪

涛在中环附近的批发市场里等待
了两个小时。画面中，菜农坐在高

高垒起的大白菜上，手托着刚从地

里收割下的新鲜蔬菜，背后是一条

标语，场景极其真实。
洪涛关于菜农和果农的照片

远不止这一张。去奉贤农村时，洪
涛在田里遇到 86岁还坚持下地的

老太太。老太太带着笑容，指着表
面什么都看不出来的黑黝黝的土

地告诉他，“底下有蚕豆正在努力
发芽。”大自然用它的方式，用一个

丰盈的春天，修复着冬天的伤口。

摄影师庄毅的作品是用拼贴
形式组成的照片《寄语战“疫”一线

的妈妈》———身穿防护服的医务

人员和举着绘画作品的孩子。庄
毅说，这两幅照片中的人物是一

对母子，孩子就读于金山区海棠
小学二年级，他参加了学校里组

织的“与抗疫一线妈妈说说心里
话”的活动，他的妈妈胡娜娜在金

山区亭林医院内医科担任护师，1

月 27 日，随着上海医疗队去了武
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三四个

人要管 30 位病人，工作辛苦而繁
忙，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与家人视

频的时间。孩子在父亲的帮助下，

画了一只握紧的拳头，欲把病毒
打死。“马上要开学了，我十分想

念妈妈。妈妈的工作辛苦又很危
险，希望妈妈能够平安凯旋。”孩子

的心愿简单而直白。
“抗疫”带来的改变，对于城市

里的每一个人，都详细具体到日常

的点点滴滴，这一些点滴，汇聚成
洪流，成为摄影师们镜头中真实的

上海生活。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东艺捧出“古典音乐

晚餐”、上交定制的“首席
音乐课”和“周末音乐

会”，还有上剧场的“云上
剧场”，周一到周日不重

样带你做吃的、看视频、
玩健身、听音乐，甚至是

“撸猫”。现代文艺之城，

人和剧场的关系不只是
进去看一场戏，而是即便

有着物理空间的阻隔，剧
场所营造的文艺气息照

样能够渗透生活的方方
面面。

度过了一个多月“居
家日子”，很多习惯进剧

场“修心”的观众都有些
按捺不住，所幸有个大剧

场带来贴心的“艺术便
当”，让“宅”也能“宅”的

很文艺。上剧场推出的

“云上剧场”就从电影、音
乐、美食、健身等各个方

面安抚了心灵。

“云之凡”

写来“亲笔信”

日前，“云上剧场”还
收到了当年扮演过“云之

凡”的林青霞的亲笔信。

信中，她向身处一线抗
疫的英雄表达了最真挚

的敬意：“我们知道，我
们明白，我们心疼，我们

流泪。但所有在抗疫前
线的伙伴们，并不孤单。

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地回

家。”
1986年，话剧《暗恋

桃花源》横空出世，创造
了华语剧场一个奇迹。

1992年，《暗恋桃花源》电影版登
场，林青霞塑造了一个别样美丽

的“云之凡”———那朵绽放在舞台

上的“白色山茶花”。如

今，在这样特殊时期，收
到“云之凡”的信，的确令

人感动。也有爱看话剧的
医护小姐姐表示，待到疫

情结束，要去“桃花源”里
再刷一次“暗恋”。

为“煮妇”

烹调“音乐餐”

当听到了一段沁人心
脾的音乐，我们通常会由

衷感叹，并感觉到由此带
来的心灵抚慰。

日前，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的线上会员课捧出了

一份近乎奢华的 《古典

音乐晚餐》，青年钢琴家
崔岚化身“女主播”，用

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
古典乐烹制了许多“美

味佳肴”。口感层次丰富
的“巴洛克色拉”搭配

浓郁的古典浓汤，还有
让人能量满满的“印象

蔬菜碗”以及让人回味
无穷的“亲子互动巧克

力”，让荧屏前的观众沉
浸在音乐的海洋，流连于

“美食”的王国。
抗击疫情“宅”在家的

崔岚和所有“煮妇”一样
料理着家人的一日三餐，

而这也是《古典音乐晚
餐》的灵感来源。节目中，

崔岚为大家呈上了三道
音乐菜肴。前菜是“巴洛

克色拉 &古典浓汤”。紧
接着是主菜“浪漫二重

奏”，为大家呈现浪漫主
义时期的两位作曲家的

经典作品。配合主菜还贴心地搭

配了“印象蔬菜碗”。
本报记者 朱渊

■ 图为上海评弹

团演员黄海华和
副团长赵倩倩成

了首批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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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期间，普通人的日常衣
食住行如何进行？“抗疫”生活在哪
些方面改变了我们？细微变化从人
们未被口罩蒙住的眼睛里流露出
来，被摄影师们敏锐地捕捉到了。
在上海摄影家的镜头下，生活在继
续，大家在期待明天的阳光。

菜农菜田菜场

镜头下的 抗疫日常
医生医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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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为上海评弹团演

员黄海华和副团长赵倩
倩成了首批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