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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9汇文 体

    这个五月，注定了佟丽娅要来上海起舞。

原本五一节，佟丽娅要为上海带来舞蹈新作
《在远方·在这里》，回望一段新疆少女的舞蹈

情愫，遗憾的是特殊时期，计划暂延。不过，一
档全新的舞蹈综艺节目《舞者》，让佟丽娅可以

在上海一展舞姿。透过台上追梦舞者渴望的眼
神，她分明看到了少年的自己⋯⋯

20年前的一段往事
更多人认识佟丽娅，是因为影视剧，可是，

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曾经是个舞者。和大多

新疆女孩一样，佟丽娅天生爱舞，五六岁就去
了少年宫，不到 10岁就开始了专业练功，练功

房里，一双双磨破的舞鞋，不知踩出多少深深
浅浅的足迹；学校的食堂窗口，她要踮着脚，才

能看到里面有哪些菜⋯⋯

在舞校时，曾四处巡演、走南闯北，她走过
曾经万马疾驰的空旷原野，远古情思点染的花

海草浪，她学会了享受疾风骤雨的激烈，深夜
山溪的静谧。后来，佟丽娅做了演员，依然天南

海北地走，她感谢练舞的时光，让她面对风雨
淡定从容。有一次，在大草原上拍戏，晚上收

工，她回到帐篷开着顶棚望着夜空，忽然，天气
大变，雨水倒灌，与那些尖叫着的女孩不一样，

佟丽娅笃定地走出去把顶棚关上，“这点小事，
小时候都经历过。”

因为跳舞走过的那些路，最让佟丽娅难忘
的是 1999年，老师带着她们去北京。那是新中

国成立 50周年大庆，佟丽娅和同学们应邀去

北京演出。和所有第一次去北京的孩子一样，

她怔怔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比起脑海里想过
千百遍的样子，还要震撼。在北京，她上了大舞

台，看到了更多优秀的舞者。“去北京，让我第
一次觉得，尽管世界那么大，但是我们离梦想

并不远。”
去年，佟丽娅在北京推出舞蹈《在远方，在

这里》，借此表达了自己对舞蹈的热爱与执念，

“这是自己送给家乡的一封‘情书’，也是为自
己圆梦。”更重要的是，这是时隔 20年，佟丽娅

又以老师的身份，带着一群新疆爱舞的孩子来
到北京，就和当年的自己一样，让他们站上大

剧院的舞台，离梦想更近一步。“我想让他们在
9月开学前到北京，参加北京舞蹈学院的培训，

但开学前火车票很难买。”佟丽娅就和自己的
朋友去火车站排队，为少年们抢回了 80张火

车票，一片欢腾⋯⋯

今年5月的一个约定
按计划，《在远方，在这里》去年在北京演

完之后，这个 5月要来上海，“也是为了让同学

们来上海看一看，演一演。”虽然计划暂时搁
浅，但是佟丽娅还是来了上海，还是因为舞蹈，

参加东方卫视的新节目《舞者》。节目正在加紧
录制，5月下旬，观众就可以通过电视，看到佟

丽娅身为舞者专业的一面。

和观众一样期待佟丽娅跳舞的，还有她的
儿子朵朵,“他看过我几段舞蹈视频，他总说妈

妈是仙女，他也开始喜欢跳舞了。”这个 5月，
佟丽娅一定在节目里跳。《舞者》
节目的形式其实和很多素人选秀

节目差不多，佟丽娅和另外三位
嘉宾作为领队，先各自为自己的

战队选人，最终四个战队再捉对
厮杀，最后的大秀，佟丽娅也是要

上台和自己战队的队员一起舞一
段。上一次，佟丽娅在电视上跳舞

还是在 2011年，她以舞蹈选手的

身份，参加一档综艺节目。一晃，近
10年了，“再不跳，身体机能也跟

不上了，也更容易受伤。”去年排练
《在远方，在这里》时，她的肋骨骨
裂了，吃着止痛药坚持了下来，

“不知怎么了，现在伤不容易好，总是复发。”

节目已经录了几天，佟丽娅看到了很多舞
者为了舞蹈坚持到底的故事，“我看到有个胖

胖的男孩，身上都是伤，为了舞蹈放弃了很多，
有时候打动我的是这些为了舞蹈所做的努

力，技巧有时候倒是其次了。”佟丽娅说，“很

多舞种，都是我不会的，所以我也是来学

习的。”

就像喜欢学各种舞一样，佟丽娅喜欢
各种尝试，从舞者到演员，今年，她

还做了央视春晚的主持人，
在她看来，不断学习与尝试是

重要的，“一定要勇敢地先去
尝试，勇敢地去做！”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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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十点多，上海爱乐乐团的三楼创作室都会飘

出钢琴声，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从大年初一至今，他几乎每天都泡在乐团里，疫情对他的

工作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在这里，他完成了交响组诗《百年
颂》的初稿，新作钢琴协奏曲《大海》和交响叙事诗《忆·二

○二○》正在创作中，明年 4月 25日，他将带着这三部作
品亮相上海之春。

宅家不如上班
年初，龚天鹏搬进了曹杨路的新家，距离乐团只有

2站地铁，他每天花 35分钟步行上班。按理来说，在家

里办公也可以，但是乐团的创作室里电脑、钢琴等设备
一应俱全，这样的氛围实在太好，让这位年轻的作曲家

成了团里的另类上班族。龚天鹏笑言：“要说唯一的缺点
就是晚上有飞蛾，要不然我晚上都可以睡这里，当‘住

团’作曲家。”

乐团食堂没有开伙，只拿着基本工资的龚天鹏决定
“节流”，一顿外卖点上 6个包子或者两份水饺，既便宜又

抗饿。碳水含量爆表的饮食保持了 3个月，龚天鹏半斤都
没胖，秘诀是啥？“走路上下班呀！”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还

有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练指挥，以最大的幅度、10分钟可以
累趴下的程度，倒是真把他的体能给提升上去了。

抗疫曲目幕后
2月初，全国文艺界短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战疫文

艺作品。团里找到龚天鹏，希望他创作一些作品，展现

90后的担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封武汉 16岁少女陈
琪方写给患者的公开信。这个真实的故事打动了他，于

是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公益歌曲《我把妈妈借给你》。其
实，最初他只是把这首歌的小样转发给妈妈，妈妈发给了

自己合唱团的闺蜜，继而，在龚天鹏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

情况下，3天后，这首歌上了电视。他说，这首歌完全是自
己有感而发。

作为一名“退役”钢琴家，疫情期间他又重操旧业。去
年底，美国阿斯彭国际音乐节和中国上海爱乐乐团向他联

合委约了一部新的钢琴协奏曲，并邀请他担任中美各国首
演的钢琴独奏部分。龚天鹏介绍，标题“大海”的灵感来源

于他很喜欢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而在《忆·二○二
○》里，他将本着讴歌英雄、讴歌生命、深切关怀人类共同

命运的宗旨，以浪漫主义叙事风格记录下自己对整个
2020年的全面回忆。

跨越时间局限
钢琴前，龚天鹏一遍遍弹奏着《百年颂》的第四段英

烈篇，创作这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一位

位奔赴湖北抗疫的勇士与英雄。虽然作品里抒写的是建
党和建国初期时的英烈，但在这样一个节点，几代中国人

的身影重叠了。“家与国是一体的，就像我之前写的《启
航》，我们都是在同一艘时代的巨轮上。”龚天鹏说。这部

新作展现的是过去 100年里的民族精神，纯器乐的音响

表达描写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儿女砥
砺前行的壮丽史诗。

加入爱乐已经 6年，龚天鹏写了

很多节点意味浓厚的委约作品，从演
出的角度考虑，作品的热度可能会随

着节点的过去而下降，但他强调，写作
技法都是按古典乐的标准来写的。就

像《黄河》《红旗颂》这样的作品，可能
当下的年轻人并不会了解曲目的创作

背景，但旋律一响起，就能将听众带回

那个年代。他表示：“纯音乐受节点影
响是最小的，它可以跨越时代。我在创

作中只会考虑传达的情感力量，跨越
时间的局限，依然还能启迪听众，这是

我的目标。”
本报记者 赵玥

———访全新综艺节目《舞者》嘉宾佟丽娅

透过追梦舞者
看到少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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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天鹏在创作

■ 舞者佟丽娅

■ 《启航》首演前，龚天鹏在给观众做导赏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