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们是‘横切面乐队’，听说台湾有个‘纵贯
线’是吧？”民谣歌手周云蓬在台上戏言，引发台下阵阵笑
声。这个平常在云南酒吧等小型演出场所流连的中国民谣
“神仙组合”，这两天首次登上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
不得不把大舞台“横切一半”，直接在舞台景深一半处挂上
天幕。两场“回到民谣”主题音乐会，在剧场开放 50%座位
后开票就被秒杀，文化广场不得不把平常不太用的三楼都
开出来。演出火爆的场面，印证了他们的代表作《这一切没
有想象的那么糟》。

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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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中旬的上海，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即便到

了傍晚，只要稍微一动，就可能大汗淋漓。然而，在

承载着几代上海人的体育记忆、有着“远东第一体
育场”美誉的江湾体育场周围，每晚都能看到不少

健身爱好者的身影。近期，这座至今已有 86年历史
的老建筑，因为场内健身步道的开放，焕发出了新

的活力。

资源再利用
傍晚 7时不到，不少市民已经在健身步道的入

口处排队。眼见候场人数接近饱和，几位安保人员

迅速?头行动，“记得提醒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可
以让一部?刚来的朋友先登记信息，节省一些时

间”“注意控制好入场人数”……几?钟后，看着人

们秩序井然地进场，安保队长松了口气，“步道开放
不久，这几天又刚好是周末，所以来锻炼的朋友不

少，还有特意从宝山和徐汇赶过来的，我们也没想
到会这么受欢迎。”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条热门健身步道的诞生，源
于一次资源再利用的设想。因为各种新场馆的陆续

建成，江湾体育场的处境一度陷入尴尬，不少软硬件
设施，更处于闲置的状态。“主场地里会有一定量的

足球爱好者，但是旁边的跑道就不是很理想了。”场
地管理方代表杨桃透露，无人问津的情况不仅浪费

了健身空间，也增加了运营的压力，于是，相关方面
便开始思考，尝试将体育场的设施重新“激活”，“我

们做了一定量的调研，发现市民对健身空间的需求
还是比较大的，又看到兄弟区的健身步道很受欢迎，

因此决定在体育场内打造一条（健身步道）。”
据悉，步道的修缮工程从去年开始，原本在今

年春季完工后便可对外开放，但由于疫情的影响，

直到全民健身日后，才开始试运营。“试运营期间我
们会定期收集市民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与相关方讨

论改进方案，在未来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告别“单独练”

年近七十的陆荣，已在江湾体育场附近居住多
年，也是健身爱好者。对健身步道的开放，老先生感

慨道：“终于可以告别独自锻炼的时光了。”
老陆不仅是江湾体育场和游泳馆的常客，也见

证了这座场馆的变迁。“这个步道最早是煤渣跑道，
长度 750?，应该是上海所有场馆里最长的了。内

场也很大，我以前来踢球的时候，捡个球都要跑好

长一段，累得很。”他笑着回忆，“我的视力不错，但
是有一次坐在最上面的位置看比赛，还是看不清

楚，因为场地实在太大了。”
多年来，老陆和几个朋友坚持每天 5时起床晨

跑，从江湾新城到殷行路来回，偶尔也会绕着江湾
体育场跑两圈。在得知江湾体育场健身步道开放的

消息后，老陆意识到，“单独练”的情况要改变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跑团群，基本每天都来这里锻

炼。”在欣慰的同时，老陆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
在步道是晚上开放，希望以后清晨也能有个开放时

段，这样就会吸引更多老年人来晨练了。”
江湾体育场健身步道目前开放时间为每天晚

间 6时半到 8时半（遇赛事活动及雷雨、台风等极
端天气时不开放），入场人数限制在 1000人。有意

前往锻炼的市民，只需在场馆入口处扫描二维码、
完成身份验证和人脸识别，并进行体温检测后，便

可入场。 本报记者 陆玮鑫

向往生活美好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有一段是这样唱的：“要爬

上山顶去看风景，可走到山腰脚已起泡。停下来在溪边喝一

口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如果不是疫情，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发掘优秀的本土

乐队、拓展音乐剧之外的市场。”文化广场总经理张洁说。文化
广场的一名员工是民谣爱好者，她主动联系了民谣歌手小河，

小河又联络了民谣朋友圈，大家攒出了这么一台鼓舞人心的

演出———民谣的特质，就是即便身处穷山恶水，依然向往生活
美好。

不过文化广场的舞台对于民谣组合而言，太大甚至有些
“奢华”了———他们平常在一两百人的室内场所演出，贵在乐

器简单、歌词简朴，以“简陋”的物质条件表达丰富的精神向
往。小河、张玮玮、万晓利、莫西子诗，刚刚离开云南大理，穿

着棉麻衬衫，踏着回力球鞋，就出现在上海的大舞台上。
台下，包括三楼在内的全场观众隔座而坐，几乎每首歌

他们都能应和，乃至“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成为全场观
众的合唱。张洁把这句话配上了演出画面，发了朋友圈：“虽

然两场票子被秒杀，但是即便不计入我们的成本，依然亏了
2000元。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开拓新的观众
中国大陆的民谣最先出自大学校园，以上世纪 90年代

老狼、高晓松为代表。大学毕业后依然不愿意“堕入现实”的

一批民谣歌手，从 2001年开始在北京三里屯酒吧举行现场
演出，以“美好药店”“河乐队”为代表———正是万晓利、小河

等这一批至今不愿意把音乐商品化的民谣歌手，坚持了

20年。他们的音乐被称为“新民谣”。圈内有句戏言，

“万晓利与他的女粉丝之间隔着一万个前男友”。不少
女生在大学时被男友带入“新民谣”这个“坑”，但是毕

业后，男友就成了前男友。
疫情使得生活慢下来之后，大家都变得有时间反

思当下生活了。张玮玮说：“近半年我的存款‘日渐消
瘦’。现在我们全家每月开销 3000元，我的日子就是

睡醒练琴，中午等我妈喊我吃饭。午睡后，我起来继续

练琴。这日子简单、纯粹，比老是想着要去网购快乐多了
……”他继续说，“音乐被商品化之前，一首歌是没有长度的，

多长凭心情。有了唱片这个载体，它一面只能录制 4?半，两
面一共两首歌，所以歌才有了今天的格式———这才 100年都

不到啊！”
举办“回到民谣”音乐会让文化广场也开拓了一批新观

众。“我们明显感到他们不熟悉文化广场的场地，是第一次进
剧场听民谣。”张洁表示，“让更多人走进剧场，正是我们要做

的。”为什么 80元至 480元的票被秒杀？“民谣粉丝以 70后、
80后为主，带动着 90后，总体而言还是有购买力的。”当然，

更多的人只是在心里保有了对情怀的向往，所以抢票实际上
是为自己的青春和情怀埋单。这也是民谣观众里，男性不低

于一半的缘由。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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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道
江湾体育场健身步道你去过了吗

老体育场有了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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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街头，是体育爱好者的舞台。 每一天的

清晨都能看到专注跑步的锻炼者，城市大小不一的
健身房内，年轻白领们为健康挥洒汗水……体育已

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无穷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运动中获得幸福， 在科学健身里找寻健

康。 追求卓越的步伐永不停息，体育的幸福感正
以各种锻炼方式弥漫开来，渗透进这座城市的四

面八方———体育让申城更生动。

从今天起，本报体育部将推出“申”动专栏，

我们专注于寻觅、推介上海“申”动的好故事、好
去处。

编者按

■ 江湾体育场健身步道全景 记者 李铭珅 摄

■ 两场民谣音乐会观众“爆满” 郑天然 摄

■ 健身步道吸引了许多
市民 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