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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让街舞“唱”中文歌
“他们最初跟我说起这台街舞表演，我

最担心他们会不会要把我剧院所有椅子都

拆掉！”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开玩笑说。
乍听《假歌》的这个创意，感觉有些“疯狂”，

但在和这群街舞爱好者聊一聊后，她觉得
“这还挺酷的”！

以中文歌表演街舞的《假歌》，缘起于

2011年，曾经的街舞舞者，如今街舞圈知名
的 Battle MC主持人廖搏用中文歌《我怀念

的》完成了一次特别的街舞表演，惊艳全场。
2017年 4月，首个纯中文歌曲街舞表演活

动《假如这世界上只有中文歌》于北京启动
巡演。截至 2020年，《假歌》在全国已成功举

办 6 场演出，50 余位舞者带来了 100 余支
作品，相关视频浏览量 3?以上。

在“登堂入室”之前，《假歌》已经是上
海大剧院 2020年线上“巡演零号站”的一匹

黑马。据张笑丁介绍，2021年 1月，以街舞
舞种之一的都市编舞为叙述雏形的全新剧

场舞蹈秀《超越巴别塔》精华版，上线“巡演
零号站”，获得很高关注度，“这让我们看到

了街舞作为青年潮流表达的独特生命力，
也印证了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剧院演出

观众人群的契合性。”
之后《假歌》成了首个从线上“巡演零

号站”落地线下巡演的项目。在剧场版的创
作中，街舞艺术家们将融合中国和亚洲特

色的音乐、街舞和艺术创造，用青年潮流语
言讲述中国青年故事。

带街舞进大剧院
说到街舞，你的脑海中会浮想怎样的画

面？燃爆的音乐里各种听不清歌词的外语饶

舌，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舞者在地上灵巧地
翻转腾挪……但这一次，你们统统猜错！对

《假歌》来说，此次和上海大剧院的携手制
作，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当年的街舞少年已然成为国内街舞圈

“顶流”。石头是国内知名街舞厂牌“CAST－

ER”的创始人，他带着一群又一群、一代又

一代怀揣街舞梦想的少年在国内外打比赛，
也开设了 20多个街舞教学点，旗下街舞团

队多达 135人。
而始终“战斗”在舞台的汪珅炅俨然成

长为国内霹雳舞第一人。随着国际奥委会正
式将街舞中的霹雳舞列入为 2024年巴黎奥

运会的新项目，曾担任全球青年奥运会霹雳
舞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他将参与到更多中

国赛事选拔工作中。
汪珅炅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

我心目中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是不一样的，几
年前我们时常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能把

我们的舞蹈和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搬
到上海大剧院，那就太酷了！没想到就真的

实现了。”
早早转型幕后的石头则想得更多：“街

舞文化从诞生至今也不过 50来年，我们这
批 40多岁的街舞从业者，可以说是中国第

一代跳街舞的。我们入行 20年，到了现在这
个年纪，想法肯定和刚入圈的年轻人不同，

我们希望借着脍炙人口的华语歌曲能让街

舞更接中国的地气，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参
与进来，获得真正的共鸣。”

跨界表演有火花
把街舞艺术搬上剧场舞台，对制作团

队、对舞者，甚至对观众们来说，都是一次全

方位的突破挑战。

剧场版总导演刘艾表示：“不仅是舞者

们的创作，包括舞台设计、灯光、音效，甚
至现场拍摄来说，如何能在不影响舞者

发挥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给予观众全方
位的升级体验，是我们几个月来不断讨论

的课题。”
事实上，《假歌》的舞台，不仅是街舞舞

者的创作平台，也吸引了不同领域艺术家们

的跨界参与。现代舞舞者张娅姝邀请舞者张
傲月，以魏如萱的中文歌曲《你啊你啊》共同
创作一段为《假歌》特别定制的作品。虽然张

娅姝戏称他们是“两个跑错片场的”，但正是
因为不同风格的艺术融合，才让现场观众惊

喜不已。
《假如这世界上只有中文歌·剧场版》由

泓洋戏剧制作，上海大禾升平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和上海大剧院联合主办。自《假歌》宣布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以来，网络上收到许多粉
丝留言，纷纷求巡演。泓洋国际总经理曹冶

博表示，将有可能把《假歌》带到全国更多的
城市，让更多喜欢街舞的观众近距离参与到

演出中。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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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舞 进大剧院
这一次，只“唱”中文歌

    已有 25年历史的上

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
展演活动，昨起在网上发

放 5000张公益票中的第
一批舞蹈和音乐门类的

票张，在 25分钟内被抢
空。抢到票的观众不仅可

以观赏优秀演出，还可以

通过扫描节目册上的二
维码，品评表演———给演

出单位及创作者提意见
和建议并赢得奖品。今年

参加展评展演总数提升
20%，是历年之最，且近

来上海群文创作品质也
不断提升。分为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四大门类
的 172 个参赛节目将于

明天起至 23日在市群艺
馆的上海星舞台举行 11

场。
活跃其间的群文创

作者昨天也汇聚在市群
艺馆，透露了心声……

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
国家级非遗“锣鼓

书”传承人谈敬德，是获

得 2020“中国非遗年度

人物”提名的候选人。他
投身锣鼓书将近 40 年，

获得国家级等各类奖项
两只手也数不过来。谈及

群文创作，他虽然普通话
讲不太好但是语言极其

生动：“我的创作经验有

三句话———上接天线、下
接地气、勤于实践。”

“上接天线”的意思
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常

看新闻联播”，“下接地
气”自然是指关心身边的

“感动事、新鲜事、传奇事”。走在路上谈敬德会
发现农村仓库有好多锁，了解到管集体的账要

同时有 6个人知晓；走到楼道里发现有很多锄
头铁锹放在里面，提醒他可以创作如何消除楼

道安全隐患的故事……从 1986 年起整理、挖
掘、传播了 100余万字的浦东锣鼓书，成了“乡

下的草根明星”。

不做顾绣 要做混堂
松江区文化馆副馆长顾风庆是舞蹈编导，

20年前从部队转业回文化馆做舞蹈演员和编

导至今。“如果跳个 5分钟别人都不知道你在跳
什么，那是失败的，所以我一方面觉得舞蹈编导

要借鉴文学和电影，一方面觉得要有人间烟火
气。”有人建议他既然身处松江就以松江非遗

“顾绣”为题材，他却觉得“我要做老底子的‘混

堂’（浴室），这个舞跳得出生动有趣的样子，能
展现上海风土人情。”他觉得：“专业剧团能把肢

体动作做到极致，但是群文节目就应该接地
气”。

源自真事 传达真情
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叶笑樱有

多部作品获得过群星奖。她认为，“创作贵在传

达真情实感。”群文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小而
精”，音乐作品不超过 5分钟，戏剧作品不超过

15分钟，因而“短小的同时，立意高、情感深”，
而且要聚焦“身边事”，这样才能“看得懂”。这就

好比“短小的文章更难写”，而且创作经常会因

为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而形成同题作文，例如
有一阶段大家都在做“垃圾分类”主题，这样比

拼的难度就更高。
所以，她的“秘诀”是，“走访身边人，走到生

活里去。”她编创的获得群星奖一等奖的音乐作
品《和鸣》，就是源于她通过朋友介绍走入了一

户音乐人家———他们用中国古琴、竹笛、大鼓等
乐器和来自澳洲、瑞士、非洲等地的乐器合奏，

演绎出和谐动听的旋律，让不同国度和民族的
多元文化碰撞共振……“奖项，其实是作品成了

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创作的过程才是最幸
福的事。”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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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宣谕（小雨酱）等在表演

20 年前，还是街舞少年的石头（刘磊）和
Danny（汪珅炅）不会想到，他们扛着录音机、
画个圈就能跳舞的人民广场旁，会盖起一座“水
晶宫殿”，而他们居然能把街舞跳进这座艺术的
“水晶宫殿”。

昨晚，街舞第一次“唱”着中文歌，登上上
海大剧院的舞台。全新升级的《假如这世界上
只有中文歌·剧场版》（以下简称《假歌》）将中
文歌曲、街舞演绎和脱口秀等表演形式相结
合，融入剧场艺术特色，为观众奉献了一台高
水准又具有艺术观赏性的综合艺术表演。

诚如《假歌》发起人廖搏所说：“我们将街
舞文化与华语音乐结合在一起，邀请大师级舞
者将自己对于歌曲的感受表达出来，让更多对
街舞文化不太熟悉的人也可以欣赏街舞表演，
就是我们想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