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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9汇文 体

网上表演课为艺考生答疑解惑受追捧

找田老师辅导

从零学起
这不是文化人第一次“跨界”口罩圈。国

家级非遗“满绣”传承人孙艳玲也率领绣娘，

开了两家口罩厂，如今还接到了海外订单。2

年前在深圳设立了中国满绣博物馆的孙艳

玲，年初与中国妇联的一众姐妹联手，在广州
和湖南建了两个口罩厂，日均口罩的产量已

达到 50万个。“先是朋友圈里有人主动介绍

我们生产的口罩，渐渐地，意大利、伊朗、美
国、韩国、日本等等国家都有订单来买我们的

产品。”孙艳玲说。
满绣，即靺鞨绣，孙艳玲的作品里透着东

北人性格里的粗犷和豪爽。2005年起，她带
领着一群绣娘正式生产靺鞨绣产品，她回忆：

“那时候，我还是老师的头脑，光凭一腔热血
去做产品投放，完全不懂如何用商人的思维

去考虑经营问题。”正如孙艳玲所说，传统的
靺鞨绣具有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构图夸张的

特点，这曾是它的优点，也成为限制它融入现
代审美的缺点。

今年 1月 26日，孙艳玲接到全国妇联的
指示，口罩工厂正式启动，“妇联希望我们做

口罩工厂，是因为我们有场地也有劳动力，上
马比较快。”但是，生产线机器如何运输到位，

消毒车间如何建立，10万级的灭菌消毒如何

达标，她要从零学起：“作为一个有情怀的艺
术家，也是一个纯粹的外行，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受过骗、上过当⋯⋯”

从生产口罩起，孙艳玲和她的妇联伙伴们

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使出浑身解数，
“以前我不是党员，现在我入党了，遇到这样的

情况，党员就是第一时间要冲上去。去疫区采
购返回都要隔离 14天，我们好多伙伴一时家

也回不了，还不被理解，体重掉了十几斤。有时
为了多采购一点熔喷布，想方设法求人。”这些

都是孙艳玲之前做文化企业从未遇到过的。

做文化企业的人，投入口罩生产自然带
有文化企业的特点。孙艳玲及其绣娘在口罩

的质量品质上尤为讲究，对于口罩边线的扎
缝、耳挂的烫点更精致一些。绣娘还帮忙宣传

口罩的作用，“可最终绣娘把大部分口罩都捐
赠了。算来算去，我们企业其实倒贴了很多。”

说到此处，孙艳玲忍不住笑起来。
现在，随着国内疫情一日比一日稳定，孙

艳玲两处口罩厂的产品供出口的部分占比越

来越大。

实现盈利
上海也有文化人新开口罩厂短期内就实

现盈利的故事。从事影视节目制作以及设备

制作的蒙翰集团，通过增设口罩流水线，不多
久就发出了年前欠着的年终奖，缴上了房租

等，续上了现金流。该公司董事长薛来民透
露：“口罩厂已经开晚了，2月 21日才开工，

但是昨天就有一个日本企业订了 550万个口
罩⋯⋯”而这一单，正是刘亚军传递的信息。

此前，他们都是依赖小朋友的网课制作来“支

撑”的。为制作网课而开工，又四处买不到口
罩的状态提醒了薛来民，“干脆我们自己生产

口罩吧！”于是，他们很快就在嘉定找到了
300平方米的厂房，辟出 25平方米做了无菌

消毒房，进入了生产状态。”每天产量达到了
50万至 80万只。原本等疫情结束，公司可能

将一部分生产向劳防用品延伸，可是没想到，

去日本的朋友带走了他的口罩，又给他带回
来了日本订单，随之而来的还有韩国的订单。
“疫情之后，戴口罩也许会被许多人接

受，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以后公共场所的工作
人员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健康都会需要戴口

罩。”薛来民感叹，无论如何，这次紧急投产挽
救了一家文化企业，没有一个员工被辞退。他

甚至考虑延伸到劳防用品生产，为暂时还未

恢复的文化生意拾遗补缺。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分居三地 独自在家
1月 21日前，田蕤打电话给在武汉的父

母，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到上海来与他同住。这

两位在铁路上工作、有着 50多年党龄的老共
产党员很实诚：“不要给国家添麻烦”，就回绝

了儿子。1月 21日，把老家在长春的太太和孩

子安顿在北京之后，田蕤一人回到上海，“我
当时想，我的车在上海。万一有问题，我还可

能有行动自由。”结果，一家人就此分隔三地
至今———田蕤父母在武汉、田蕤妻儿在北京，

田蕤一人在上海家里待着，至今正好 2个月。
一人在家，田蕤开始读书。看到书里颇有

感慨的字句，他就会抄书，抄完拍张照发朋友
圈：“我就想着这样可以与同好交流交流。”可

惜，应者寥。作为青年艺术家，他与昆剧团演
员吴双、淮剧团演员邢娜和评弹团演员陆锦

花等同在一个微信群里。看着他们纷纷在抖
音上吹拉弹唱，而自己的学生纷纷在微信上

给他留言：“今年艺考怎么办？”此间，他又得
到了在武汉的姥姥去世的噩耗，所以，田蕤一

个人在上海的日子，每天也是过得“心情像过
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一日三课 各取所需
他决定要做点什么。他想起了自己曾经

在电视台录制过的“艺术课堂”系列———《走

近话剧表演艺术》，有十讲，每一讲有 4小时。
他是演技突出的演员，也经常做讲座，先前，

还应中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之邀，向艺考生做
过普及讲座。于是决定把课程《走近话剧表演

艺术》搬上网，使其成为抖音里的一股清

流———不搞怪、不求流量，只求让大家了解话
剧艺术。针对不同考生的各类需求，他一天讲

课三次，总共要讲 8个小时：“研究理论的会
早起，所以早上 10点至 12点的课，主要讲表

演理论；演员们早上起不来，所以下午 4点到
晚上 7点，专门讲具体实践，我也要示范；晚

上 9点到 11点，则是答疑释惑———解答当天

学生的提问⋯⋯”在抖音上课时，学生只能打

字或发表情，大家点赞的速度之快往往会把
提出的问题“冲”走，这就是要专门在晚上开

辟互动课的道理。
“我一个人对着屏幕，就像在舞台上一样

‘演戏’———以发声方法传递情感，结果，隔壁
人家来敲我门了！”田蕤还要隔着门与邻居解

释自己是在给学生上网课，“人家就表示理解

了！”

不为吸粉 专心学术
田蕤没考虑过如何吸粉，只考虑怎样让

学生掌握表演要义。一般学理论，就是学“名

家名作”，“但是，我要分析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一般去应考，就是学“应试技巧”，“但是，

我要破解他们的这种‘迷思’，学习艺术本质
上就是学习人生，讲究过程，并不是为了考

试。”还有学生提问：“戏剧学院的老师喜欢怎

样的作品？”面对这样有着“潜台词”的问题，
田蕤直接“戳穿”：“这是偷懒！”不能通过“揣

摩”考官的“喜好”而“发掘”考试的“捷径”。田
蕤强调：“我在网上开‘课程’，是学术行为，不

是消磨时间去聊天。日子不能白过，学艺没有
止境。”

经过接连 6天的集中教学，抖音粉丝纷
纷要加他好友，这样才能进行“一对一”辅导，

现在找田老师辅导就好像是银行排队，“要领
号”。学生木南说：“这是上半年经历的 5个工

作坊里干货最多的一次，田老师的技术提升
方法，一针见血！”皮皮格则称田蕤为“能演能

教有爱有思想有情怀的老师！”还有学生抓住
了细节：“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有田老师欢笑

的鱼尾纹，都深深印在心里了。”

本报记者 朱光

绣娘做口罩“跨界”传递爱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先前开发的“约口罩”微信小程序，连日来竟然接到
了许多来自日本的电话，这让该中心主任刘亚军颇为惊讶。“约口罩”小程序开
发的最初目的是便于居委会、街道等发放口罩，怎么会有海外问询者？得知日
本友人也需要口罩后，他回复日方：“我们可以无偿提供给友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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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原本是艺术类高校招考之际，
但教育部日前明确表示 2020 年艺术类
招生“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并且鼓
励以网上提交作品与面试视频的方式替
代———这是几十年来头一遭，让艺考生
尤其是准备报考表演艺术专业的学生陷
入了“迷茫”。主演过《大清相国》《秀才与
刽子手》、扮演过陈云同志的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演员田蕤是武汉人，此番一个人
在上海的家里“闭关”，灵机一动，把《走
近话剧表演艺术》课程搬上了抖音：“我
不想当网红，我以前做过老师，就是想着
为人民服务吧！”

■ 田蕤在《共和国掌柜》中扮演陈云

“田老师”的表演课在网上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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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艳玲穿着民族服装在刺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