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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
去了……”浑厚低沉的嗓音带着颤抖和哭腔，

一下子让听者对鲁迅先生心中的沉痛感同身
受。在 82岁的朗诵艺术家过传忠新书《开口

学诵读》随书附带的示范音频中，他一开口再
度令人惊艳。对于老一辈观众，他是总在电视

里普及文学知识和朗诵技巧的“过老师”；对

于 00后一代，他是小学语文课本配套音频里
未曾谋面却又再熟悉不过的“爷爷老师”。

身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的过传忠从事教
育工作数十年。在口语表达、朗诵艺术上的优

势，让他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可称得上是一种
艺术享受，也因此深受学生喜爱。他认为，文

学作品中蕴含的美和情感，需要通过语言来

展现。

2007年，过传忠接受上海教育音像出
版社邀请，为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录制了古诗

词配套音频，边诵读边讲解，让小学生在跟读
中领略到了古诗词之美。这套音频，已经陪伴

了上海小学生十余年。
最初，《开口学诵读》是过传忠准备写给

孩子们当教材的。但该书出版后被许多演员、

播音员参考借鉴，过传忠也因此有了一个更
大的梦想———希望朗诵成为一项独立的学

科、一门专业的艺术。
早年过传忠结识了艺术家孙道临。孙道

临在被称呼为“专业朗诵艺术家”时谦虚道：
“朗诵还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我希望在朗诵

这个领域闯出一条路。”这番话深深触动了过

传忠，在他看来，诵读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口语体现出语气、语调、语境、预感
等，能更丰富、生动地表达情感。许多诗人自

己读诗，都不如朗诵艺术家读得精彩，正是因
为朗诵“另有一功”。

发展朗诵艺术，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
液，需要“从娃娃抓起”，从

小培养孩子们讲究发音、揣

摩语调、表达文本逻辑关
系、体现神情意态的习惯和

能力。这也是耄耋之年的过
传忠，毅然提笔编写新书，

并再度献声录制音频，一字
一句教孩子学诵读的原因。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今天的大考不仅限

于基训课的成果检验，还
包括舞段的排练及独舞
的展示，可谓 360度无死

角全方位考核。上芭首席
主要演员吴虎生挂着 1号号码牌，站在 C位，“一

哥”自然是标杆，无论是从动作的准确程度还是一丝
不苟的态度上都可见一斑。尽管在这个“家”一样的

排练厅日复一日进行着差不多的训练，但他内心也
有忐忑：“毕竟是年度考核，内心总有波澜，但芭蕾舞

演员，在台上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观众，心态调整也
是必备技能之一。”他过硬的心理素质也源自实力和

自信：“再说芭蕾舞非一日之功，现在再来抱佛脚是

肯定来不及的，就跟平时一样发挥即可。”
接受检验的不只是演员，还有平素负责演员日常

训练的带教老师。教官也要考？自然！芭蕾舞最讲究功
底，而功底源自最普通的日常训练，教官是确保演员训

练是否到位的第一关。为此，团长辛丽丽今日亲自上阵
当起主考官，既带训观察每一个演员的进步和不足，也

通过他们的表现来检验教官们的努力。她说：“从基训
课的编排和演员一年的进步，也能看到教员的心血花

在哪里。我们说‘严师出高徒’，就是这个道理！”

将芭蕾的日常放上“云

端”，把“公开课”“大师班”
“内部考核”直播给你看，上
芭这一系列动作最初始于

疫情影响下，为缓解“宅家
隔离”的舞迷观众对演出和舞台的思念而推出的举

措。未承想，“试水”试出了新的“见面方式”。自去年
2月 29日上芭官方抖音账号首次上线公开课至今，

直播推送 11次，圈粉 46.5万，单次收看人数最高达
98万。现如今，上芭的直播也被视作爱舞者的“粉丝

福利”，亲子群和朋友圈里，甚至有机构的舞蹈老师
群发打 Call，让孩子们不要错过这“免费的大师课”。

镜头前，是演员全力以赴的考核；镜头后，“大众

评审”的关注点五花八门。直播画面一出，弹幕里就
热闹起来———“哎哟，抬腿 90度，对我们这种韧带硬

的人，看着筋都疼！”“支持 1号，眼睛在吴虎生身上
转都转不开了！”“锁定冰雪小姐姐，颜值体态统统在

线。”外行看热闹———颜值、体态、技术、舞姿，“吃瓜
群众”称这哪儿是考试，每一帧画面都能截图做屏

保，简直“美呆”；内行看门道，柔韧性、开合度、弹跳
力，舞蹈爱好者和学舞蹈的孩子啧啧赞叹“专业的就

是不一样”！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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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公开课做成一场秀，而是向更多人

展现芭蕾的日常，普及这门高雅艺术。 ”这是
上芭开通抖音官方账号， 并坚持不懈做直播

的初衷。 团长辛丽丽坦言，人们在舞台上看
到的光华璀璨的芭蕾明星， 都是从一个个

下蹲、一个个小跳慢慢练成的。 芭蕾舞是一
门深奥的艺术，却也是一门透明的艺术，

时间用在哪里，一舞便知。

“演员真辛苦，看他们大汗淋漓，这

运动量，要是我大概休克了。 ”镜头后的网友

不会知道，即便运动量再大，为避免抽筋等意
外，排练厅里几乎不能用空调。 而今天，因为

直播考核，排练厅里的人数又多了一倍，一个
半小时跳下来，强劲如吴虎生也说：“太热了，

要透不过气了。 ”

当然，直播考核不仅仅是千金难买的“粉

丝福利”，对于上芭的演职人员来说，弹幕中

那些角度奇特的评点也给予他们莫大启发。

上次直播有人点评说演员发型老土，

吴虎生昨晚特地去理了头发； 看到很
多学舞的孩子求买练功服，资深舞迷私

下回帖给出购买链接；有网友调侃上芭
直播是“直男”审美，负责抖音直播的小伙

伴们决定要重新研究下直播角度。

直播如同双面镜， 市民观众看到的是

演员们台后的艰辛； 演职人员照见的是能更

上一层楼的台阶。

略显拥挤的排练厅听不到一丝杂音，保持微笑的演员难掩眼神中那一丝紧张，舒缓的钢琴曲
中加插着辛丽丽关切的叮咛———起，手往上走，慢慢回头，注意内收……上海芭蕾舞团 2021 年度
业务考核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今天是首席主要演员以及领舞演员面对的关键一考。

上午 9:30，上海芭蕾舞团官方抖音账号及新民晚报 APP等多个网络平台上，上芭年考线上
直播准点推送。演员在面对考官火眼金睛的同时，也接受着舞迷朋友的“云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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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丽丽（左）辅导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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