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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随着春

天的脚步临近，复工的书店数量正
在增长。除了上海书城新华书店 42

家门店之外，位于上海中心大厦 52

层的朵云书院旗舰店也将于明天恢

复营业。“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
始为君开。”昨天，大隐书局创始人

刘军的一篇复工献词“你我的心跳

竟如此铿锵”在朋友圈流传，宣告大
隐书局部分门店今天复工。

尽管人们爱书阅读的心此时已

经按捺不住，但是，各店负责人提醒

大家，如必须去书店，请按照规定做
好个人防护；如非必要，还是在家静

候快递小哥的电话吧⋯⋯
“这几天，接了无数的电话，几

多关切，几多呵护！大隐书局能不能
挺过来，走下去？感谢命运的眷顾，

我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能爬起来，打

开窗！要知道，今年有多少人回不了
故乡，走不出村庄！”据刘军透露，今

天起，大隐书局各门店（武康大楼

店、创智天地店、大隐湖畔书局、大

隐精舍、白玉兰广场店）恢复营业，
营业时间暂定为 10:00-18:00。

大隐书局在岗员工上岗前全部

完成隔离和健康监测。每日上岗将

先进行体温测量，每两小时对店内
所有公共接触面消毒，包括桌椅、

吧台、门把手、书柜等。在岗员工每
过一小时，或与顾客触碰交流前

后，均会洗手消毒。各门店关闭中
央空调，保持室内通风，店里均配备

免洗洗手液，供读者使用。在各门店

门口，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顾客
测量体温。

    昨天的课后彩蛋，

是越剧名家方亚芬现
身网络课堂。下周六，

她将作为袁派传人来给大家讲解示范袁派剧
目，所以提前来征求大家意见想学什么戏。戏

迷纷纷“表白”，蔡望荣说看了方亚芬在武汉演
出的《祥林嫂》，兴奋得几天没睡着觉。戴竹筠

激动得一时口误把方亚芬喊成了“袁老师”，她
的父母都是武汉越剧团演员，看了电影《红楼

梦》之后开始痴迷越剧，最近她正在学习《玉卿

嫂》里“我本是清白人

家出身好”一折，希望
下节课可以汇报几

句，请方亚芬指点。

魏蜀慧说，老年大学的同学都是上越的粉
丝，大家经常跑到上海看戏。对于疫情过后的最

后一节课，吴柏伟已经有所设想，上越可以到武
汉，或者武汉朋友们来上越，从线上到线下，面

对面交流一次，以越剧独有的魅力去温暖武汉

越剧爱好者。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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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2时整，上海越剧院一团党
支部书记吴柏伟看着电脑屏幕，晓青、菜菜、
卫然……一个个网名跳出来，准时加进了他
的线上会议室。这是上越专门为疫区戏迷推
出的“越爱飞扬，情系武汉”网络越剧课堂，
一周一次，昨天下午已经是第四期。

虚拟的会议室里，有 4位上越的老师，
15 位武汉当地的越剧迷，戏迷魏蜀慧说：
“大家每天在群里讨论、练唱，就盼着周六
早些来，上越雪中送炭的善举鼓舞着我们，
让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感受到了希望。”

    1小时讲座，15分钟互动，有人录音，有人做笔记。

昨天的主讲人邓华蔚是越剧吕派创始人、著名越剧表
演艺术家吕瑞英的学生，她着重给大家讲解了《打金

枝》《花中君子》两出吕派代表作。唱完一段《我本是金

枝玉叶驸马妻》，她开始详解：“转肩膀、抬头、再转眼

神，是有分解动作的。”吕瑞英老师教的话，她铭记至
今，“演升平公主，最重要的是骄、娇二字。”

邓华蔚介绍了吕瑞英一戏一腔的特点，甚至连过
门都非常讲究。在《花中君子》“别弟”一折里，弟弟说出

“要卖卖我！要卖卖我！”两句念白之后，感情达到一个
高峰。每一次唱到这里，邓华蔚都泣不成声，吕瑞英曾

告诉她，这里哪怕唱断了、唱破了也不要紧，观众的欣
赏与演员的表演是同步的。戏迷蔡望荣课后忍不住说：

“邓老师你教得太好了，我听了都要流泪了。”

    早在元宵节前，吴

柏伟就和同事邓华蔚、
顾爱军筹划，想为湖北
越剧迷做些什么。他联系上武汉老友戴晓筠后，

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召集到 15名越剧迷，为困

在家里的他们上起了网课。原定第一期课程在
2月 15日进行，大家觉得太晚了，于是，第一期

流派简介课就在 12日率先开班了。下了课，微
信群里的消息一下子刷屏了，“让我们学唱越

剧少走了很多弯路”“讲得浅显易懂，业余爱好

者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

会”⋯⋯（见右下图）

这群戏迷的老师胡

晓青也重新当起了学生，今年 72岁的她原是武

汉越剧团演员，如今在洪山区老年大学教学。听
了 4期网课，她感觉对自己教学也很有帮助，她

的学生大部分是武汉人，学越剧首先要训练他们
的咬字发音，其次才是唱腔身段。如今，这帮越友

已经可以撑起一台演出，大家对越剧的热爱也感
动着胡晓青，每天在群里纠正指导学生们的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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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不只是春风拂面，向好时

节时的锦上添花， 它也是迷茫无助时的
炬火，慰藉人心。 上海文艺，庚子年的初

春，在温暖的云端，几多思量，几番计议
后，打开了不一样的格局。

越剧院的虚拟会议室里，上海老师
与湖北学生，互动加彩蛋，不幸中的一

点小确幸。 除了特别定制，面向湖北群

体的真情一课， 其他上海文艺团体，也
频频试水新业态。 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

“云端课”，从大提琴到单簧管、小提琴，

精品配送人人叫好；上海歌剧院策划的

“陪你艺起宅”线上艺术赏析系列，深入
浅出地帮助人们读懂“咏叹调”；被誉为

“舞蹈之家” 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公益
品牌“舞空间”录制推出舞蹈基训课视

频，让很多拥有舞蹈梦的“零基础”小白
有了晋级的阶梯。 上海大剧院也推出

“艺术课堂”网络版，5年来 100多次“艺

术课堂”被剪辑成 15-20分钟的音频节
目持续上线……这些院团不约而同地

透露，这条新路让他们收获了更多的追

随者。

文艺有担当，我们抱团，在云端开
拓。与此同时，文艺团体的尝试、拓展、

进阶， 或也让他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
向。 上海文化，与百姓越来越贴近，上

海文化， 与生活越来越交融。 可以畅
想，从云上回到地上，万物复苏的明媚

时节，上海文化添缀的，不仅仅是应对

险峻的勇气，还有多渠道、多姿态的生
长手段，由此，文化进万家才能更快速

更深层地达成。

□ 华心怡

■ 大隐书局创智店外景

中找危危 机机上海
文化

云端有生机

越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