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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专业编导加入上海市
民舞蹈创作

广场上

跳出 的感觉

    刚刚过去的周末，申城群

众文化的舞台光彩夺目。市民

舞蹈创作大赛展演决出 15 部

优秀作品， 浦江戏曲节涌现 6 岁的

小明星。而且，站在台上唱的、跳的，

都有模有样，颇具专业素养。

专业，首先是源于坚持。浦江戏曲节原

名浦江沪剧节，自诞生之日起，就依托沪剧

的深厚群众基础走向全市， 连续 7 年举办

下来，不仅拓展了参赛选手的年龄层，而且

通过“训、赛、秀”的方式，营造更接近专业

水准的戏曲交流平台， 选手水平有了很大

提升。市民舞蹈创作大赛，一个个精彩亮相

的团队背后， 很多是专业舞蹈人的血汗结

晶。 阿姨、爷叔们的表演，早已不是广场舞

的水平，而是跳出艺术舞蹈的水准和韵味。

专业，也是源于交融。不少专业编导乐

意下沉到业余文化团队， 是因为心里涌动

播撒艺术种子的热血。 专业的创编与多彩

的生活一结合，就迸发出新的火花。此次展

演的舞蹈作品中，有反映农民丰收的，有讴

歌友情万岁的， 甚至还有通过舞蹈语言展

现上海人家弄堂风情的。舞台与生活，真正

做到了水乳交融。

一位专业编舞说得好： 这些选手比我

更了解他们自己。 确实，艺术源自生活，用

对待生活的热情拥抱艺术， 用从事艺术的

品质来提升生活，正是如今申城市民文

化生活愈来愈精彩的缘故。不仅爱

玩，也玩出水平。 这也是上海人的

腔调。

马上评玩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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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后”的阿庆嫂稚气未脱却台

风稳健，“九零后”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传

唱红楼经典；韵味悠长的黄梅戏《夫妻

观灯》俏皮有趣……“我和我的家乡”上

海浦江戏曲节长三角展演周颁奖礼昨

日在慧音剧场圆满落幕。台上从 6岁到

60岁的戏曲爱好者， 用他们的深情演

唱和真挚表演， 让人们听见沪剧这一

“申之声”在这方土地上的力量。

百姓的沪剧品牌

沪剧是上海独有的戏曲剧种，闵

行是沪剧的发源地之一。 上海浦江戏

曲节已经走过了七年。 多年来，依托上

海市民文化节平台， 上海浦江沪剧节

从闵行走向全市， 成为上海沪剧艺术

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 承担着沪剧传

承和发展的使命。

2019年， 上海浦江沪剧节升级为

上海浦江戏曲节， 在传承和发扬沪剧

的同时， 积极搭建长三角戏曲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原创沪剧挑大梁”、“沪

剧民星上电视”、“最年轻的沪剧票友

从 40 岁发展到 6 岁”、“外国媳妇唱沪

剧” ……浦江沪剧节走过了一个又一

个里程碑，让沪剧从延续走向传承、创

新， 从单一年龄段传承走向全年龄段

发展， 从本土居民喜爱到外国友人一

起来参赛， 切实推进沪剧走进寻常百

姓家，地方文化品牌效应逐步彰显。

爷孙组合最灵光

今年的上海浦江戏曲节，“乡音和

曲”沪剧邀请赛依然是重头戏。 展演中

获奖作品半数以上都是沪剧演唱，其

中一对“爷孙组合”尤为引人瞩目，他

们合演沪剧《芦荡火种》中“智斗”一段

赢得掌声一片。

原来，由于爷爷是戏迷，自小跟随

其长大的孙女小紫恬也耳濡目染。 拥

有一家小小外贸公司的爷爷徐竞帆，

早在 15 年前就在企业里组了一支沪

剧沙龙， 后来不但每年都会自发组织

演出，还会送戏下乡村。 常年在后台玩

耍的小紫恬， 不知不觉中竟也能从跟

唱到表演。 发现孩子的天赋，爷爷高兴

得不得了， 更将此作为孩子的特长来

培养。 如今，徐紫恬已经是三林实验小

学两年级的学生， 被问到如果唱戏和

学业有冲突要怎么办？“总归是先做功

课，只要能快点把功课做完，就不会和

唱戏有冲突了呀！ ”

儿子替母亲圆梦

七零后的卫继红是此次最佳演唱

奖得主，她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唱沪剧，

至今已经四十余年。 工作后，卫继红也

未曾有一日放下过这一爱好。 由于嗓

音甜糯、仪态端方，她作为文艺骨干加

入了公司的艺术团， 登台演出成了家

常便饭。 如今，让卫继红最自豪的是儿

子刘仲昊在自己的影响下青出于蓝，

考入了上海沪剧院， 成为一名正式的

演员，“我最开心的就是， 儿子能成为

比我还要棒的沪剧传承人， 有他们这

批零零后接班， 我们的沪剧文化也会

越来越繁荣。 ”

越来越多的小朋友通过沪剧邀请

赛喜欢上了沪剧。 第一届浦江沪剧节

参赛者多为中老年， 最年轻的选手为

43岁，而今年 18 岁以下进入决赛的选

手超过了 50 人，最小的仅有 6 岁。 上

海浦江戏曲节已成为年轻人了解中华

传统经典的重要平台， 推动着传统戏

曲文化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朱渊

越来越年轻的上海浦江戏曲节推动薪火相传

唱出光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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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支舞蹈的编导是来自《永不

消逝的电波》的演员邓韵。”广场舞《弄堂

烟云》昨日在中山公园贝壳舞台上，赢得

观众满堂彩。 事实上，通过这场“上海市

民文化节市民舞蹈创作大赛展演暨曼舞

长宁舞蹈艺术季”的舞台，可以看到如今

的广场舞“江湖”已经有了新变化，所有

舞团跳的都是原创舞蹈， 而且有越来越

多像邓韵一样的专业舞者， 都参与到广

场舞的创作中来。

“舞”术指导 高手如云

就拿这段《弄堂烟云》来说，不仅编

导邓韵是这两年热演的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主演，另一位编导解坊也曾是一

名专业舞者， 还曾拿下过代表中国专业

舞蹈艺术最高成就的奖项“荷花奖”。 来

自“上海小白鸽从心舞蹈团”的阿姨们用

舞姿表现了弄堂女性的美， 不仅有洗衣

做饭的勤劳的美， 也有上海弄堂女性对

镜化妆的美……

走进本次展览的后台， 可以发现编

舞的编导们，大多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崇明文化馆舞蹈老师李新磊今年 37 岁，

曾经做过十几年的专业舞蹈老师， 去年

来到崇明成为群文舞蹈老师。 崇明区新

河镇胖大嫂艺术团团员是一群 50 多岁

的大嫂，“我们都是农村人，长得很胖，但

也想展示自己的风采！ ”队长王菊林乐观

又坦率。 这位城市来的青年人为她们创

作的是展现她们日常生活的《丰收乐》，

舞蹈以劳作丰收时的工具筛子为道具，

通过肢体运动展现农民们丰收的喜悦。

35 岁的吴菁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舞

蹈老师， 今年才受聘于浦东陆家嘴海尚

男舞团，这也是他第一次创编广场舞。他

先深入了解了爷叔们的生活背景， 团员

们年轻时是小学、中学同学或邻居，因为

都喜欢舞蹈聚在了一起。 吴菁选择了激

情时尚的主题，编了一个维吾尔族、蒙古

族、藏族和鼓子秧歌彼此融合舞蹈串烧，

表现这群不服老的上海爷叔激情时尚的

气质。

自由舞蹈创作者由洋是杨浦区文化

馆艺韵舞蹈团《花雨蝶》的编导，他认为

还是要把艺术舞蹈的风格与广场舞的感

觉进行融合与甄别，便于推广和传播，便

于业余舞蹈爱好者模仿学习。

“舞”出本色 感受生活

本次展演，舞蹈团队展示了从 14 日

决赛 47 个作品中脱颖而出的 13 个优秀

作品及 2 个历年优秀作品， 优秀团队将

被选送参加 2020 年“戴爱莲杯”人人跳

全国群众舞蹈展演。主办方表示，现在市

民舞蹈团队多， 但是广场舞的审美和艺

术方面普遍有待提升， 供市民跳的舞蹈

也不太多， 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到

广场舞的创编中来。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将开启上海

市民广场舞三年培育计划， 在未来几年

中积累百部优秀舞蹈作品。 大赛启动之

时正值疫情期间， 广场舞团队成员无法

排练， 主办方将目光转向背后的创作提

升，融合培训、辅导和展示，策划了市民

舞蹈创作大赛。前几个月开展编创培训，

首先邀请各地专家开展线上大师班培

训，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小燕、中国

文化馆协会舞蹈委员会主任委员曹锦

杨、 上戏舞蹈学院副院长周蓓等专家的

参与，为创作工作开拓思路。

虽然如今参赛团队越来越重视赛

事，投入也很多，但是主办方提倡广场舞

大妈和爷叔们“本色出演”，“我们不提倡

投入太多，不提倡服装道具过于豪华，希

望大家运用自己的智慧体会人民生活本

来的精神面貌，拒绝‘过度包装’。 我

们最后还将大家的整体预算也列入

大赛考核项。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

主任叶笑樱表示。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