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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为了观看晚上六点半的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惠民演出，唐爷爷特
地提前吃好晚饭带小孙女一起来到

中山公园，却意外发现换了节目单。
昨晚，原定在中山公园大草坪举行

的“广西杂技团杂技专场”更改为

“当流行遇到爵士”———上海轻音乐

团音乐会专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场演出本应该是广西杂技团

带来的杂技专场演出，但天气原因
导致航班延误，团方根本无法准时

出现在中山公园。得知这一消息后，

十二艺节组委会立即启动了应急机

制，决定更换演出团体。组委会一边
联系了近期参与十二艺节演出的各

地在沪院团，一边联系上海本地的
文艺院团。外地院团因为忙于彩排

与演出，档期难以调整，上海各院团

都积极响应，昨天下午 2点，在距离

演出还有 4个半小时的时候，组委
会最终确认，由上海轻音乐团来救

场，并对外发布公告。
轻音乐团负责人表示，能够以

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十二艺节

非常荣幸，虽然天气不尽如人意，但

是所有的参演人员都情绪饱满。风
雨中，数百名穿着雨衣的市民被轻

音乐团带来的演出感染着。下班就和
朋友赶来现场的市民陈小姐表示，之

前非常期待观看杂技节目，但发现现
场是轻音乐团演奏，演出同样非常精

彩。她说：“当我了解到轻音乐团是来

紧急救场之后，更加感受到了上海

的艺术温度。” 本报记者 赵玥

    就像平日每个傍晚，伴着夕

阳的余辉，阿姨妈妈们身着自己
钟爱的服装，踩着有节奏的步伐，

在雨后湿漉漉的广场上跳起了
舞。舞蹈让她们忘记了白发和皱

纹，妖娆婀娜仿佛还是当年那个
的少女。

许多上海阿姨喜爱舞蹈，广场

舞成为了她们的主要娱乐和爱好，
她们热爱，她们坚守，她们用汗水和

时间换来自己的荣誉。她们也在思
考，如何让自己的广场舞更上层楼。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给了她们一次
从实践走向理论的机会———昨天下

午，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本
届群星奖舞蹈评委于平来到长宁艺

术中心，一边讲述“群众舞蹈”的文
化之根和精神之源，一边告诉大家

广场舞也能编排得更精彩。

高手指点
“十二艺节期间，由文旅部推荐

八位不同艺术门类导师来到上海，

在全市范围内走进基层开展 10场
讲座。”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馆长叶笑

樱说，“我们长宁这里有两场，一场
是戏剧的，一场是舞蹈的。”昨天是

个工作日，又是下午，可是会场里还

是坐得满满当当，放眼望去，都是平
日里“广场舞”的骨干和精英。

“今天能参与到这次活动

中的，都是群众舞蹈

中有一定基础的，

其中很多人还是

负责编排的，大家
之所以热情这么

高，也是想通过高
人指点，让自己的

舞蹈更加出彩。”
白发苍苍的

老 教 授 见 多 识

广———于平在全
国各地都为广场

上的舞蹈爱好者

指点过，因此驾轻就熟开门见山。

“你们知道广场舞的来历吗？”看着
阿姨们面面相觑，于平告诉大家，其

实广场舞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相传
古人阴康氏（一说陶唐氏）因为民众

‘筋骨瑟缩’而教舞‘以疏导之’。正
如《乐记》所言，‘情动于中，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阿姨们一边

做着笔记，一边互相感慨，“原来我

们这广场舞也是有文化传承的！”

现场指导
到了现场指导环节，于平对大

家说，“我们的舞蹈和专业的不一样，

专业的舞蹈演员选材前甚至都要去
医院拍片检查，看看身体条件是否合

适，否则会伤害到身体的。而我们上
了年纪的舞蹈，一定要选择适合自

己的动作，不要勉强自己做一些高

难度的，我们的编排一定要结合
自己生活的特点。”他跳起

了一种民族舞蹈，两只
手不停在身前绕

动，“我第一次看
也很好奇，后来

看了他们那里的
人撒网捕鱼后，

我才知道，原来
这个动作就是收

网的动作，他们
每次收网都要收

上二十分钟。”

这一下，便让大
家豁然开朗，上

海是个移民城市，台下的阿姨妈妈来

自五湖四海，她们各显身手，老教授
在一旁看着，告诉他们各自的民俗风

情其实都可以编排成舞蹈动作。
阿姨们和老教授的年龄相仿，

都有了孙辈，于平和阿姨们说，“如
果孩子喜欢舞蹈，千万不要扼杀他

们的想象力。”于平坐在阿姨中间，

回忆起当年儿子在幼儿园的一段经
历，“那次他被老师罚站了，说是跳

舞不认真。后来我回家问他，原来，
老师教小朋友跳草原上的马背舞，

老师教的是一手伸前，身体靠后，优
哉游哉的骑马。我儿子说自己看到

电视上的骑马都是快马加鞭，身体
向前趴在马背上，所以他就一定要

这样跳，结果被罚了。”阿姨们听后
有些不平，认为舞蹈本就是需要孩

子般的想象力的。
时间过得很快，老教授早上搭

乘 10点的火车从南京赶来上海，下
午又搭乘 5 点多的火车返程，2 个

小时的交流，让阿姨妈妈们受益良
多意犹未尽，散场时分，大家相约在

广场，继续舞动，不负韶华！
本报记者 吴翔

广场舞其实有几千年的历史

静一静，听老教授敲黑板拎重点

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杂技表演为何变成音乐会了？
一场惠民演出临时更换背后的故事

    当群星奖舞蹈评委于平教授在向阿姨妈

妈传授广场舞秘籍之际，2019普陀区基层文
化干部培训班也开班了。 他们在两天时间

里，会了解到上海公共文化服务概况、群众文
化活动的策划，还将前往徐汇、闵行等区各个

居委会， 在实践中学习基层文化工作的优秀
做法……一方， 是全国群文最高水平舞蹈比

赛评委直接向群众普及舞蹈常识；一方，是基

层文化干部忙着提升自身素质， 以期为群众
更好地服务———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让市民

百姓的文化生活更美好。

美育是终身
教育，也是遍及学

校、家庭、工作场所、公共空间乃至全社会的

精神享受。而且人类向善向美的本能追求，永
无止境， 对文化、 对美的追求历来是随着

GDP的增长而增长。 在打响 “上海文化”品

牌、迈向亚洲演艺中心之际、举办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之际， 市民百姓对文化和美的追求

日益突出，尤其会集中在舞蹈方面。“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这一段文字不仅点明了“手舞足蹈”这

个成语的出处，也解释了舞蹈为何最具有群文

代表性——当言、 嗟叹、 歌都不足以表达情感
时，人们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因

而，舞蹈、舞剧是易于让观众理解、感受的艺术
形式，此番十二艺节的舞蹈、舞剧比例比以往大

大增加；广场舞，则是群众参与面最广泛的文艺
活动，阿姨妈妈也最期待能得到专家指导和技

术提升。 事实上，就连近年来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舞蹈类节目也是票房最高的。

因而， 各类群文培育活动，

不妨以舞蹈来“点睛”，

那也最为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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