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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停工不

停功，他们随时准

备着大幕拉开的那一

天。”2 天前，上海芭蕾
舞团的演员们戴着口罩

练功的图片被推上热
搜，疫情期间三次公开

课直播视频，也被重新
剪辑，登上了华为的公

众号。这段名为《梅花香

自苦寒来》的视频迅速
在网络传播。从华为一

家平台，到人民日报、新
华网等官微转发，再至

无数网友自发分享，百
万+，千万+的流量背

后，是人们点赞精神。这
是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

精神，这是逆境中不言
弃的奋斗精神，这是面

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无畏
精神。

视频中的镜头都
“似曾相识”。这仿佛是

一组集锦，既有上芭的
“天鹅”们戴着口罩练功

的身影，也有自 2月 29日以来三
次网络直播的片段。最眼熟的当属

那段“四小天鹅”，团长辛丽丽现场
教学“面授机宜”，借着“锤打”年轻

组“四小天鹅”的机会，也让屏幕前
的观众看懂这一经典舞段的窍槛。

“口罩芭蕾”意外出圈，源自华

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网上

看到了上芭公开课的直
播，他感动于艺术家在

非常时期戴着口罩练功
的精神，感动于他们在

困境中依然保持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

“芭蕾脚”在华为的

企业文化里具有特殊含
义。2015 年，华为曾将

一则“伤脚”广告推到公
众面前。广告画面中，一

只脚穿着优雅的芭蕾舞
鞋光鲜亮丽，另一只脚

却赤裸着，满是伤痕。
“我们的人生，痛并快乐

着”，这是广告留下的注
脚。任正非曾这样诠释

芭蕾脚：“我们起步太
晚，成长的年限太短，积

累的东西太少，我们得
比别人多吃点苦。”

剧场虽然“停摆”
了，但舞台不会“消失”；

演出虽然“延期”了，但
艺术的感动不会“缺

席”。暂别剧场的舞蹈家们纷纷操

练新技能，运用镜头和网络平台传
递美和感动，传递信念和力量。这

信念和力量并不会局限在哪个
“圈”内，它会不断被延伸和放大，

最终会点亮所有人。

本报记者 朱渊 叶薇

    当上芭团长辛丽丽戴着口罩

执导“四小天鹅”的画面，在朋友
圈刷屏；当歌舞团首席舞者、领衔

舞剧《朱鹮》的朱洁静以东方明珠
为背景，伸展双臂一跃而起时，我

们看到的是， 艺术家虽然失去了
剧场， 却把舞台延伸到人手一个

的屏幕端， 乃至城市美

丽天际线； 艺术家虽然失去了道

具， 却把自身的线条与动态的舞
姿，当作画笔，在文化地标前、鸟

语花香中，勾勒出动静相宜、天人
合一的无限美好与勃勃生机。 这

也不正是当下正需要的昂扬向
上、永不言弃的城市精神吗？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网上看
到了上芭停工不停功的视频，感

动地表示：“‘口罩芭蕾’所代表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精神和积极乐

观的人生态度， 和华为的精神是
一致的。 ”常人大约不能想象戴着

口罩跳芭蕾的难度。 虽然符合在

室内也可以抵御病毒的标准，但

是对于体力消耗大、 耗氧量大的

运动而言， 减少氧气吸入的同时
加强体能训练的感觉并不好受。

这就好比跑步或健身时的特殊训
练法———“阻氧面罩”， 减少氧气

摄入的最终目的是提升爆发力和
耐力， 但是过程感觉仿佛随时接

近窒息。 所以，辛丽丽一边示范指

导， 一边鼓舞演员：“戴着口罩练
两个月，脱掉口罩就会长功。 ”严

格控制体重、脚部伤痛不断、基本
断绝社交、 甚至不养小孩……顶

尖舞蹈演员的日常生活， 多的是
奉献自己，照亮舞台与观众。

然而，在疫情期间，出于防控

需求，剧场已经关闭了近 3个月，

目前尚不得知何时恢复。 艺术家
看起来不仅失去了主阵地———剧

场，他们也不是疫情第一线的“刚
需”，褪去了华服与追光，他们的

朴素仍旧美丽。

日前，领衔舞剧《朱鹮》的朱

洁静，身穿简单的百褶裙，以东方

明珠、 上海滩涂和薰衣草花丛为
背景，拍摄了一组名为《重生》的

城市形象照。 三幅画面， 意境三
重，腾飞、希望与暖阳，这也正是

我们这座城市给予人们的力量。

华为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他

们希望将“奋斗之美”传递给华为

在 170 多个国家的员工和家属、

客户、 合作伙伴等，“激励大家以
积极心态面对当前的挑战。 ”他们

还计划将视频字幕翻译为十几种
语言， 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广为传

播。 他们还将支付上芭版权费，且
承诺仅用于公益传播。

艺术家失去了让他们华丽亮

相的剧场， 但互联网传播放大了
艺术家朴素的本质、天然的美，反

而赢得了更多瞩目、“圈外”人心，

赢得了成倍增长的尊重、 全城乃

至全国的激赏。 他们以奋斗的美，

让失之舞台的“不幸”，转危为机，

跨界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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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时半，朱洁静准时出现在排练厅。

一个小时后，上海歌舞团一年一度的考核即将
开始，且首次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这意味着，

除了要面对评委，还有屏幕那一头的观众和舞
蹈爱好者。

在上海歌舞团三楼排练厅入口最显眼的
位置，终年悬挂着“艺衔榜”的排名。更新至今，

占据榜首的荣典·首席演员是朱洁静和王佳俊。
而朱洁静在榜首的位置已经稳稳坐了 12年。

公开的考核，无数双眼睛盯着，既有评委
的专业意见还有同行的“监督”，彼此间的差距

在哪里，一目了然。就考核内容来看，基训课考

察的是基本功、舞段检验的是艺术表现力，还
有最难的 20分，是要演员现场根据评委随机

抽取的音乐即兴创编舞蹈，展现的是实力、创
意和眼界的综合素质。朱洁静为了今天的考

核，在两个月前，就拉着王佳俊开始了新剧
目《告别》的创排。这是她首次独立创编舞蹈，

题材源自她在疫情期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疫情期间看到了太多的不告而别。很多爱人

来不及说再见就天各一方。”
听说朱洁静要参加考核，很多同行都惊

讶，一个能当评委的人，还要考核？她却乐在其
中：“考核就像一条鞭子，激励我不断自我突

破。”朱洁静看淡“榜首”：“跳到我这个年纪，更
看重每年是否能有一点点的进步和创新，我要

超越的是自己。”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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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也要参加考核
上海歌舞团今早年度考核首度网络直播

上午首发
11:00

■ 上芭停工不停功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今早参加考核的朱洁静拍摄上海城市形象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