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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

体操队的“秘密集训点”

上海芭蕾舞团与中国体操结缘，始于去年 11月
的合作共建活动。2020年 11月 19日，上芭党总支

迎来新伙伴———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体操
运动中心。当天，体操运动中心的 56名教练员、运动

员来到芭团观摩授课，并观看了芭蕾舞剧《茶花女》
演出。

今年 1月 19日，趁着国家艺术体操队到上海转

训的机会，教练员和运动员再次来到上芭做客。排练
厅里，辛丽丽给队员们细细讲解技巧动作，不仅示范

了芭蕾之美，还分享了独到的艺术感悟。今年 5月，
上芭还邀请队员前往上海大剧院观看原创芭蕾舞剧

《宝塔山》的首演。
说起与上海芭蕾舞团结缘共建的感受，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体操运动中心———上海艺术

体操队领队张秋萍坦言：“都说文体不分家，我们算
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观摩芭蕾舞团的训练，给教练

和队员许多启发，“芭蕾演员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动
作的细腻程度和对于小肌肉群的控制都很到位，节

奏的把控也游刃有余，这些都是我们队员在训练和
比赛中需要提升的部分。”

前不久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艺术体操团体第四
名的中国艺术体操队队员刘鑫和郭崎琪，在谈及两

团共建的成果时表示，“其实芭蕾和艺术体操对美的
追求是相通的，为了做好一个动作，要重复成百上千

次，有时还需要付出受伤的代价。”两位姑娘透露，在
队伍集训备战的计划中，会穿插安排舞蹈课程，所以

感到很亲切。“芭蕾舞团的演员和我们交流了对音乐
的理解，让我们在训练中有了更广阔的思路，也为在

比赛中取得成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技能与美相得益彰
如果说，零距离的基训课以及观看《茶花女》《宝

塔山》等芭蕾舞剧，向体操队的队员们传递的是芭

蕾之美的细腻和震撼；那么上芭的演员们在两次的
交流共建中感受到的是奥运健儿们奋力拼搏、永不

言弃的精神。体育竞技和芭蕾表演看似两个领域，
但当两支队伍置身同一个排练厅进行基训课，竟毫

不违和且步调一致。就像是慕名已久却未“切磋”过

的高手相逢，双方都在默默观察，惊艳和赞叹都留
在心底。

“在舞蹈领域，跳芭蕾的我们当然算是专业的，
可以说无论是基本功还是技能都还是有信心的，但

是在看到艺术体操队的队员训练的强度，以及他们

所能达到的柔韧度、软开度、爆发力，还是让我挺震
撼的。”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吴虎生毫不讳

言：“他们对身体的掌控力，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肢
体表达空间，也给予我很多灵感。毕竟，不断精进的

技术才能让我们游刃有余地跳出更优美的舞蹈。”
同样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首席主要演员，自小学

习艺术体操的范晓枫深切感受着“文体不分家”这句

话的涵义。五六岁起，就背着绳、带、球、棒往返在家
和体育场之间的她，至今记得练习体操吃过的苦，也

得益于这份“童子功”，从未接触过舞蹈的她能在 10

岁时顺利考进上海舞蹈学校。她说：“竞技类的艺术

体操和表演类的芭蕾舞蹈，看来分属两个领域，其实
无论台前或是幕后都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比如都

要追求美，要是台前光鲜、台后吃苦，都要玩命地训
练，不断挖掘自身最大潜能。”

在感谢信中，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向上芭致谢，感谢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以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局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益求精
的敬业态度，支持了国家队的训练。而在上芭团长辛

丽丽看来：“奥运会上摘得的每一块金牌都是中国的
荣誉，是每个中国人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来源，体操健

儿在赛场上拼搏，我们能够提供点滴帮助很高兴。而
事实上，在交流互动中，我们芭蕾舞演员也被奥运健

儿们的精神所鼓舞，我们从运动员们身上看到的是
当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希望他们能再

来上芭交流，让奥运精神浸润演员的创排演出。”
本报记者 朱渊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艺术体操队和芭蕾舞演员同在一个
排练厅上基训课， 如若不是穿着不同的

训练服，单从身体的开合度、技能的纯熟
度乃至神情的专注度上其实很难分辨。

同样都是身姿挺拔、线条流畅，同样都面

带微笑、自信从容，甚至就连腿上、脚踝
上贴满胶布、 绷带这伤痕累累的模样都

如出一辙。

艺术体操的奥运健儿，要在赛场上拿
成绩，就要以最高超的技巧展现最艺术的

体操；上芭的舞蹈明星，要在舞台上拿成
绩，同样要凭借高超技艺来呈现最具感染

力的舞蹈。 对于健儿们来说，赛场就是舞
台， 展现的是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成果，

是摸爬滚打淬炼出的优雅和从容；于芭蕾
舞者而言，舞台就是赛场，容不得丁点差

错和丝毫懈怠，呈现给观众的永远要是最
美的那一支舞。

看奥运赛场上的比拼， 同看芭蕾舞台

上的表演一样， 带给人们的震撼除了视听

感受上的美，更有一份触动心灵的感佩。要
多少次磨合， 才能成就这样严丝合缝的团

操，才能在零点几秒内完成艺术化的动作并
接住同伴抛来的球、绳、带；要多少次练习，才

能保持稳定地跳出 32个“挥鞭转”， 将大

汗淋漓掩盖在优雅从容之中。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所

有看似毫不费力的表演，背后

都是无数次跌倒和爬起，

而这就是鼓舞人心的奥运
精神。 看比赛，或是

看表演，最动人

的也就是这

“励志一

课”。

高手对决， 当技能的比拼已在毫
厘，那么“诗外功夫”就是决胜的关键。

艺术体操比的不止是技巧， 在赛事胶
着、分数紧咬的情况下，谁能在艺术上

更胜一筹，谁就是王者！

第 32届东京奥运会上，体操、蹦床、艺术体操三
支国家队取得了 4金 5银 2铜以及艺术体操境外参
赛最佳的优异成绩。昨日，一封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的感谢信送抵上海芭蕾舞团， 信中
言辞恳切地道出了一段“文体联动”的动人故事，也
向世人揭开了艺术体操
队健儿备战奥运的另一
个“秘密集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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