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手、高踢腿、劈叉、肘回环、倾斜手转，国内街舞高

手叶正的一连串高难度动作，让在一旁学街舞的小学员
们直呼：“太酷了、太酷了！”这是昨晚在东方艺术中心排

练厅举行的东艺街舞首场课程现场。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与策划，继东艺童声合唱团

与少儿芭蕾舞团之后，国庆假期，东艺少儿街舞课程火热
上线，首批推出了零基础少儿 HIP-HOP以及成人 Jazz课

程，并邀请资深街舞文化人担任特别指导。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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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你还会时不时地想到去逛逛家

附近的公园吗？几十年前公园里随处可见
捧书苦读的人，如今，那些人在何处？正在

多伦现代美术馆里进行的以公园为主题的
摄影师联展———“公·园”近日吸引了不少

观众前来参观，有人在这里找到了几十年
前公共空间的回忆，有人在影像中看到了

当下种种不可思议却又理所当然的行为。

展览特邀 btr、蔡东东、弗搭界小组、甘
莹莹、顾铮、郭盈光、陆元敏、鸟头小组、徐

杰、许海峰、薛宝其等参与，意在呈现艺术
家所看到和讲述的关于“园”的故事，进而

延伸至“园”及其背后的城市的“公”的话
题。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

院教授、摄影史论与评论家顾铮认为，展览
名“公·园”之间辅以一点，为“公园”赋予更

多的含义———强调了公共性，也是城市自
然生长形成的必然需求。

今年 87岁的薛宝其声如洪钟，是此次
参展的 15位摄影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摄

影生涯跨度接近五十年时间。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他挂着相机在家附近的复兴

公园拍摄多年，完成了“读书热”“夕阳赞”
“独生子女”三个系列。近 40年后回望这些

作品，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近
乎狂热，当然，也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向

往。按照薛宝其自己的阐述，读书热的兴起
代表着在 80年代中国准备进入高速发展

的时刻，个人改变命运的渴望与国家的发
展前景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

性。这是读书热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是他历
时七年耗费大量胶片对这一现象进行长期

记录的根本原因。

80后艺术家郭盈光的作品《顺从的幸
福》结合了录像、装置、艺术家书的形式，人

民公园的“相亲角”成为她录像中的主要场
所，那一个个前来为自己的子女寻找幸福

的老人在镜头前毫不遮掩的急迫却又挑剔
的神情与口吻令人印象深刻。殷漪的作品

《为了告别的聚会》位于美术馆的一楼，从
三楼往下看，一张中国传统的“圆台面”成

为被赋予更多衍生情感的声音装置作品，
作品以 15个放在聚餐式“圆台面”玻璃罩

中、收录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中歌唱声
音的扬声器，配合每半小时发生的小号演

奏。小号演奏的曲调都是为了这个展览而

特别制作的。这件作品源自殷漪对于鲁迅
公园每周末自发形成的百余人的合唱团的

疑问：这么多退休老人何以会在每个周末

聚集在公园唱响属于他们时代的歌？为什
么他们会选择使用这种方式发声？又是为

什么他们会选择在公园？他们之所以来到
公园，又与他们的居住状况、人际交往和社

会关系相关。
正如策展人施瀚涛所言，“公园是都市

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常又充当都市生活的
仪式之地。”只是，时间一往无前，公园池水

依旧如昨，人群却无法再回到从前。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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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剧院里跳街舞

长征路线3D绘
2020 年是《长征组歌》首演 55

周年。上海音乐学院以师生结合方

式复排并创新打造新时代版《长征
组歌》。

“开心啊，祝捷啊，中间部分唱得
不能太死板，要有欢快乐观的情绪。

大家注意，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浪

漫主义精神，战友间互相爱护的情谊
始终贯穿……我们一起再试试看，一

二三，走！”廖昌永为同学们讲解并示
范着。廖昌永说，用音乐来讲故事，用

音乐来讲红色传承，是上音的优势和
特色。“我们在排练过程中，其实一边

在排练音乐，更是一边在讲内涵讲底
蕴。”廖昌永发现，同学们非常愿意听

故事，事实上，也只有当他们听懂并
理解了，所呈现出来的音乐作品才会

是带着情感温度的，好听的。
制片人尤继一也提及，当时大多

数红军战士比现在大一大二学生还
要小。如今，启用许多学生班底，也是

一种青年人的致敬和缅怀。尤继一还
剧透，届时长征路线全景 3D地图，

也将以艺术的方式再次绘出，这是一
种再普及和再教育。

唱歌之前讲故事
在声乐歌剧系主任方琼的手机

里，存有一个“中国工农红军转移路

线文字脚本”的 excel表格，她时不时
要打开揣摩一番。更重要的是，这份

表格，所有的参

演师生都人手一份。

“坦率地说，这些孩子已

经离那个历史时代有点远了，

这样一来，初唱的时候，他们没有太

充沛的情感，力量源泉还很缺乏。”这
是方琼最初的印象。

为了让年轻的同学更了解长征，
剧组还就此想了一个办法，把长征故

事掰碎了讲给学生们听。《告别》《突
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飞越

大渡河》……方琼说：“每一个唱段的

时代背景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就来和
学生讲讲长征故事。他们在知道文化

历史背景后，演唱就能获得情感的支
撑，不会那么空洞和苍白。”

理想信念今犹在
声乐歌剧系教授黄英坦言，自己

是第一次参与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的

排演，“我参演的是《四渡赤水出奇
兵》。这一段，过去都是用民歌来演唱

的，这次也算洋为中用，用美声唱法去
演绎。”黄英感到，这不仅是专业学习

的机会，更是精神的洗礼。“我们有三

组演员，有年轻老师的版本，有学生辈
的版本，希望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奉献

给观众我们上音版的《长征组歌》。”长
假里，排演中心灯火不熄。黄英说，除

了有一天休整外，其余每一天，大家都
在加班加点地排练。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学生
蔡程昱领唱《过雪山草地》一段。在他

看来，这部 55年前创排的作品在当
下仍有强大的时代魅力。“我觉得，红

军精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不可忘记，
最关键的应该还是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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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昌永指导学生排演

■ 摄影师联展

部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