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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上海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美术、摄影主题展》正
在中华艺术宫展出，前日，上海

芭蕾舞团百余位演职人员也来
到现场参观，为正在创排的两部

“抗疫”作品汲取灵感。现场，800
余件包括美术、摄影、民间艺术、

装置、影像等艺术形式在内的作

品，真实记录了两个多月来，全中
国人民同新冠病毒间的生死较量。

一幅幅静态的作品却仿佛道出千
言万语，将演员们带到抗疫一线，感受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的激烈和悲壮。
巧合的是，当日上海市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亦受邀观
展，当被问到剧场何时能重启大门，线

下文娱活动何时能展开，他坦言：“如果

哪天，你们看到我正津津有味地欣赏芭
蕾舞了，说明疫情就控制住了。”

能在“召唤”展上偶遇“张爸”，让芭蕾
舞团的小演员们兴奋不已，面对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何时能够回到剧场跳舞，何
时能够和观众面对面。张文宏的话语让人看到

曙光：“国家已经开始在考虑复学的事情，后面
紧接着应该就是艺术群体活动。”他直言，“精

神生活很重要，饭吃饱了自然要有精神生活。
艺术对你们来说是‘生活’，对我们来说是‘精

神’，所以我们‘精神’了，你们就‘生活’了。精
神生活包括艺术、包括舞蹈、包括电影，我相信

这些一定会打开。只不过疫情有时间节点，在

专家、国家管理人员对疫情风险有一个充分的
评估以后，会选择比较合适的时机全面打开。

请全国人民放心。”

据悉，上芭新近创作了《天使的微笑》《惊

蛰》等抗疫主题的舞蹈，正在精打细磨中，即将
在现代芭蕾专场演出中与观众见面。而以抗疫

为主题的现代芭蕾专场《起点Ⅲ———记忆的碎
片》正在紧锣密鼓地创排中。上海芭蕾舞团团

长辛丽丽坦言，演员们渴望舞台灯亮的那一
刻，更希望把第一场演出献给一线医护工作

者，“是他们的坚守和忘我牺牲，换来我们的健

康安宁。”
步入“召唤”展展厅，率先引入眼帘的便是

巨幅油画《召唤》，上芭首席明星、《起点Ⅲ———
记忆的碎片》的编导之一吴虎生在这幅油画前

驻足许久，画作上定格的一幕幕抗疫一线最真
实的场景震撼着他，从医护人员到建筑工人乃

至清洁工，一个个普通人在这场战役中发出
的光芒让他印象深刻。而这些画面也激发了

他的创作欲望，为作品的提升和打磨带来新
的灵感。

主演《天使的微笑》的戚冰雪在展览入口
处“召唤”大字前留影，无论是得以偶遇“张

爸”或是通过美术画作、艺术影像近距离感受
这场抗疫之战，都让年轻的她深深震动：“看

着展览中的那些画作，我觉得自己也被‘召
唤’着。如果说之前跳《天使的微笑》是凭借脑

海中的想象来塑造医护形象，那么现在我可

以尝试着真正走进他们的心，体会那种不断
和时间赛跑，在绝境中抓住一丝生机、一线希

望的感觉。”
此次组织观展，既为寻找灵感，也为汲取

能量，辛丽丽说：“由于疫情的特殊性，我们无
法到一线采风，但是通过这场展览，那些让人

就像亲临抗疫一线的画作，也让演员们有了更
直观的感受。”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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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

日前结束了他们在湖北地区的救
助使命，凯旋返沪。当天下午，一堂

面向广大援鄂医护工作者的特殊
舞蹈“私教课”在“云端”展开，“授

课老师”是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
员朱洁静，“学生”则是刚刚返沪的

援鄂医护工作者。

为让援鄂医疗队员们健康快
乐地度过返沪后的 14天休整期，

上海市卫健委、市妇联与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合作，推出

“舞空间”云课堂———慰问援鄂医
护人员主题课程，陪伴上海援鄂医

疗队员们顺利度过休整期。
作为系列线上活动之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
展基金会聚合上海芭蕾舞团、上海

歌舞团、上戏舞蹈学院、上海市舞
蹈学校的优质资源，将“舞空间”云

课堂送进了援鄂医疗队员当中，让
他们可以在返沪休整期间内，用舞

蹈丰富生活。

“舞空间”云课堂在朱洁静学
跳的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中拉

开序幕，直播课程持续了将近 1个
小时。面对镜头，朱洁静在排练房

里演示“热身运动法”。“援鄂医疗
队员刚经历过高强度的抗疫工作，

长时间穿着防护服，身心疲惫并不

适合大运动量的训练。为此，我专
门挑选了一些坐在沙发上，看着电

视也能进行的基础热身动作，帮助
他们舒缓身心。”朱洁静透露，整套

动作从勾绷脚的练习开始，再到
踝、膝、胯等关节旋转和韧带拉伸，

进而延伸到下肢、脖颈、胸腰部位
练习，循序渐进。课程后半段，医疗
队员跟朱洁静聊起了“家长里短”：医生护士适合学什么

舞蹈，舞蹈演员日常饮食有什么讲究，家里的孩子几岁
能学舞⋯⋯应“学员”们的邀约，朱洁静在现场跳起了舞

蹈《晨光曲》的片段。这段改编自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作品，曾经闪耀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王延告诉记
者：“我们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舞蹈艺术最美好、

最精华的内容送到最辛苦的医护人员身边。”为此，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多方联络，整合资源，面向上
海援鄂医疗队员推出了一系列“舞空间”云课堂线上课

程。继朱洁静之后，还将有上戏舞蹈学院院副院长周蓓、
优秀青年教师唐文，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吴虎

生、国家一级演员陈艳，英国黑池国标舞青年组亚军孙
佳等陆续登场，教授芭蕾、普拉提、华尔兹、民族民间舞。

据悉，除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舞空间”云课堂之
外，市妇联、市卫健委在援鄂医护队员返沪的 14天休整

期间还相继推出了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短视
频制作、彩虹室内合唱团的线上音乐教室、以及市妇联

心理公开课线上课程等众多内容，一起陪伴他们度过轻
松、温暖的休整期。 本报记者 朱渊

特殊时

期， 舞蹈演

员们的主战场（剧

场）虽然尚处“停摆”中，可他

们无论是修炼内功或是转
战网络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在“召唤”展览现场，上
芭演员们惊喜看到了两幅

自家的“复工照”，照片摄于
2 月 17 日，上芭“复工”的

第一天，照片上的演员们戴

着口罩翩翩起舞，美妙的舞
姿传递着对 “春暖花开”的

期待。而后，这组“戴着口罩
跳芭蕾”的照片也被送上了

微博热搜，就连国外同行都
发来致电，称赞中国的芭蕾

舞者真了不起。

为让最后一批返沪的

援鄂医护工作者能够度过
14日的休整期， 朱洁静等

青年舞蹈家纷纷加盟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 “舞空间”的

“云端私教课”，让平日忙碌

的他们借着休整期和舞蹈
艺术来个亲密接触。

若说，抗疫专家们能给

出的是治病救人的良药；那
么，艺术工作者提供的则是

治愈心灵的心药，“双管齐
下” 才能更好地帮助

人们从伤痛中走

出来，看见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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