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记记 者

    连续两年受邀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对任何一家剧团而言都是“殊荣”，尤其

是曾一度被视作十分“小众”的舞蹈。 要

让“小众”走向“大众”，要让明星演员和

经典舞段 “出圈”， 靠的可不仅仅是包

装，还得有让人“一眼万年”的画面、百

看不厌的舞蹈以及常看常新的感动。

熟悉上海歌舞团的舞迷都知道，这

不算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团，但却是

常出“爆款”的团。 《朱鹮》自 2010年诞

生以来，国内国外几度巡演，至今演出 250余

场。演这么多年，观众看不厌吗？有圈内人透
露，“点播率”之高，“回头客”之多超乎想象。

就去年和今年央视春晚的节目排布来
看，舞蹈类节目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无论是

从时长、数量还是到品质，舞蹈再也不是明星
唱歌时的“陪衬”，而是从“龙套”逐渐晋级为

“主角”。从舞台边缘走到聚光灯下，中国舞蹈
的“崛起”离不开每个从业者的努力，也离不

开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的助推。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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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央视春晚让人难以忘怀绝美画面，去

年的“晨光曲”无疑是难以跳过的一幕。这部由

上海歌舞团“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片

段“渔光曲”改编的作品，自那夜“出圈”后至今

在哔哩哔哩等各大网站刷屏。

今年春晚的节目单中，歌舞板块里同样

闪现一个熟悉又亮眼的名字———“朱鹮”。不

用怀疑，这就是在舞台上“圈粉”十余年，所

到之处一票难求的又一“宝藏舞剧”。舞剧

《朱鹮》诞生于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十

年来累积演出超过 250场，“圈粉”无数。

这是“朱鹮”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

台，之所以在“成名”十年后受邀，上海歌

舞团团长陈飞华直言：“舞剧《朱鹮》在当

下的上演有着特别的意义。社会的飞速

发展往往容易让人们迷失方向，一场疫

情提醒人们放慢脚步，关注环境保护、

关心我们的家园。”

将于今晚登场的“朱鹮”，时长约 5

分 30?，共有 25只“朱鹮”翩翩起舞，无论是时

长还是规模，在央视春晚舞蹈类作品中都可算
“重头戏”。“鹮仙”朱洁静带着“小朱鹮”们 1月

30日抵京进入节目组后每天都在进行排练、调
整和彩排。据陈飞华“剧透”，“朱鹮”取自舞剧中

群“鹮”初登场的那一幕，25只朱鹮神情各异、姿
态蹁跹，昂首走入水天一色，当她们展翅，翅膀下

那片绯红映照着霞光让人炫目。

昨天在彩排间隙，“失联”多日的朱洁静在朋
友圈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从 2010年上海世博会

萌生舞剧《朱鹮》到 2014年首演至今十多年了，
遇到这部作品，我愿意相信是命运的馈赠。闭上

眼睛，每一个灵动浪漫的音符和每一个潜心创作
的瞬间都在我的脑海浮现，回味无穷。如今，它的

舞姿和旋律仍在当今的中国舞台上飞扬、绽放！
朱鹮很珍贵，跳朱鹮的人很幸福……”

霸屏一年的“晨光曲”会被美丽的“朱鹮”取
代吗？舞蹈爱好者们摩拳擦掌，期待再次被惊艳

的人们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者 陆玮鑫）牛年

春节已近在眼前，绝大部分市民已

经开启“假期模式”。在这个有些

特别的假期里，除了调整休息，运

动健身也是不能被遗忘的功课

之一。

今年春节期间，全市有近

千处公共体育设施向市民开

放，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市民

球场、市民健身房及市民游泳

池等，其中既有像东方体育中

心、源深体育馆这样承办过

国际级顶尖赛事的申城地标

性场馆，也有以徐家汇公园

篮球场、康健社区体育公园

为代表的，备受草根群体欢迎的社区运

动场，以最大程度满足不同群体的健身
需求，进一步释放申城的运动活力，让市

民们“动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节假日期间，部分场

馆场地需要提前预约，具体的开放情况
也可能按照疫情防控等实际情况做实时

调整，市民可提前咨询或关注场馆方发

布的公告。相关方面同时提醒，前往锻炼
的市民需遵守相关防疫规定，配合体温

检测及健康码查验等工作，并在场馆内
尽可能保持安全距离，以共同度过一个

安全、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新春佳节。
广大市民可通过新民网及新民 APP

查阅场馆开放的具体信息。

我们都是
原年人

    上海民族乐团上午
为留沪人员特别演出

“

”

近千公共体育设施向市民开放

春节别忘了“动起来”

又一部“上海出品”将登上春晚舞台

25只“朱鹮”
期待飞进观众的心

    开灯、试音、练习，辽宁小伙潘俊宇早早来到

了上海民族乐团排练厅，“《梁祝》很久没有和搭

档合过了，要对一对节奏。”1992年出生的他，皮
鞋和头发都锃亮，拿着自己心爱的二胡，他说：

“爸妈都在东北，我就自己在上海过年了。不过日
子也很丰富，我们乐团新春民乐演出我都会参

加，大年初四我们要一起去蔡兵美术馆、大年初
五到古美艺术中心、大年初六前往北站社区。”小

伙子笑呵呵地说，在上海过年，很忙很充实，“今
天肯定会是不同寻常的一场演出。”在大年三十

当天，能用音乐与一线城市建设者交流互动，“团
聚”的氛围同样让他倍感温暖。

“你再跟我合一下速度吧。”在新华街道文化

活动中心三楼休息室，小潘的搭档江珊换好了衣
服，化好了淡妆，戴上了红围巾，正做着上台前的

最后准备。不满 30岁的姑娘来自湖北：“我是荆
州的，在武汉念的大学，去年过年没回去，那会儿

真的特别担心家乡，担心家人，今年不慌了。”因
为，她把爸爸妈妈早早地接来了上海，一起过年，

“妈妈特地从家乡带了香肠和鱼糕来，我等下演
出完就回去跟她一起准备年夜饭。”带着对团聚

和新年的期待，小江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大家看这个乐器，琵琶反过身来，是不是像

一滴水快要落地前的样子？其实最早传入中国

时，它并不是长这样的，是像生梨，要比现在矮胖

一些。”在活动中心二楼多功能厅，

“民族乐团新春音乐导赏”正在温暖

进行。舞台后侧，还“藏着”上海民族

乐团赵臻、王晓犇、姜峰、潘俊宇、江

珊、李胜男、王世杰等演奏家。

观众席中，是一群“特殊”的观众，

他们有负责新华街道辖区地面清洁和

垃圾清运的环卫公司员工、有来沪务工

的建设者、有周边楼宇的安保工作人员。

今年，他们响应号召留沪“就地过年”，上

海民族乐团联合新华街道，专门为他们精

心准备了这场暖心民乐“年夜饭”。民族音

乐和互动导赏相结合的方式，为这群留沪

过年的城市建设者送去新春佳节的温暖陪

伴和美好祝福。

有别于以往的剧场演出，这样近距离、面

对面的演出形式更显亲近温馨。活动现场，上

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一一登台。从激昂明快的

《晋调》、热烈欢腾的《赛马》，到马头琴的悠扬音

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熟悉旋律、二胡与大提

琴跨界演绎的《梁祝》……风格多元的民乐作品，

让现场观众在充满地域风情的民乐作品中，用听

觉感受大江南北的浓浓年味。

演出最后，闹热高亢的唢呐名曲《百鸟朝凤》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路过民族乐团很多很多

次，但是真没那么近距离听他们演奏。很新鲜，很

棒。”平时在法华镇路负责道路清扫的工人李广付

这样说。散场时候，观众们带着满足的表情，提着新

华街道刚刚送上的“滚烫”的年货大礼包，准备要回

到工作岗位上去。李广付告诉记者，公司 431个外来

务工人员，有 405个都选择了在上海过年，“大家一起

也挺好的。单位也很体贴，之前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发

了鸡鸭鱼肉和瓜子汤圆，还有各种活动，很有过年气

氛，特别温暖。”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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