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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进社区，在以往指的是把演出

活动送到社区巡演，但这两天，艺术家进社

区的意义升华了——他们的身份转化为社

区防疫志愿者。这比先前，单纯在“场外”

创作各类温暖人心的作品的艺术家更进一

步。艺术家以作品鼓舞人、感染人，是无

法抵达现场的无奈；艺术家穿上防护服融

入社区，是投身现场的义举。

在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内，居住着不少

上海艺术家。面对疫情，居住在徐汇的著

名昆剧演员沈昳丽穿上了不透气的防护

服，但隔着面罩的微笑也能让邻居们认出

来是“最美杜丽娘”。位于虹口区的多伦美

术馆建造在社区内，工作人员平常就注重

与社区互动，如今更是把10位骨干深入社

区做志愿者，视为与社区的又一次融合。

上海音乐厅更有创意，在海内外艺术家

无法抵达音乐厅演出之际，把二楼阳台面向

户外草坪、花园、天空等自然美景之处，作为

“直播日落”的画面——可以视为以“最美大

自然”为“天幕”的舞台“布景”，伴以各类曾

经在这里上演过的音乐会全程录音……真

是“天作之合”。音乐和美景，最为治愈。

无论是公共卫生还是公共美育，前提

都是服务公众；无论是台上演戏还是台下

帮忙，目标都是服务观众。这一次，艺术家

不仅依然是心灵防疫的生力军，更是社区

防疫的空降兵。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羽管键琴的

乐音响起，一场慢直播治愈了万千网

友的心。昨晚，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

“云音乐厅”推出全新线上活动“从日

落开始——上海音乐厅绝美视角慢直

播”，在视频号、哔哩哔哩网站等各平

台吸引了60万人次的观看。

从昨天起，上海音乐厅每天在日

落前1小时开始直播，画面视角来自音

乐厅二楼的西面阳台，对准的正是城

市草坪远处的天空和楼宇。天气晴好

时，网友可以看到落日与霞云，天色一

点一点暗去，街灯一盏一盏亮起，配以

上海音乐厅往年音乐会现场录音音

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给疫情下居家

的市民朋友给予治愈慰藉。

昨晚在慢直播中播出的是“原味

巴赫——马汉 ·埃斯法哈尼羽管键琴

独奏音乐会”的音乐会现场，这场2017

年4月9日举行的音乐会昨天是首次

对外播出现场原声。“天黑了诶，羽管

键琴太治愈了！”“浪漫的人总是心怀

希望。”“疫情肆虐的春天，空气中依然

有悦耳的音符在飘荡……”直播中，不

断有留言涌出，大家看着直播，好像也

排遣了居家隔离的烦闷。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也在直播

中“潜水”，碰到提问的，她也会“冒泡”

解答。方靓表示，为了让暂时居家的

市民也能感受到现场音乐的美妙，特

地策划了此次慢直播。慢直播会每天

陪伴大家，一直到剧场重开的那一

日。未来，观众在直播中还将可以欣

赏到大提琴家阿尔班 ·葛哈德、挪威室

内乐团等音乐会的珍贵现场录音。

本报记者 赵玥

这轮疫情，让许多非医务系统的抗

疫者也毅然穿上了防护服，成为守护大

家、维持秩序的“大白”。位于多伦路上

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内就有10位业

务骨干作为志愿者参与了抗疫工作。

他们从3月12日开始支援虹口区北外

滩街道、四川北路街道、凉城街道负责

协助核酸检测和小区的封闭管理工作。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本职工作是为公众提供精神文化的服

务。但面对疫情，街道一线工作压力

大，人手缺。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基层事

业单位的美术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

支持抗疫工作。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

面对困难从来没有退缩。”刚刚从一线

岗位下来，脱去了“大白”装束的美术馆

副馆长顾佳君告诉记者。

只有投身参加抗疫工作，面对疫情

才真正体验到一线抗疫工作者的辛

苦。社区核酸检测工作，最近几天正是

高峰期，一个点位通常要接待至少4000

人次以上，志愿者一站就是9个小时，

许多老年人不会用手机进行网上核酸

检测预约，需要志愿者帮助预约，工作

繁琐而持久。美术馆馆员表示，当听到

面前的老爷爷老奶奶道出一句感谢，就

仿佛重新为他们注入了工作动力。

馆里有位女同事小曹，夫妻两人都

参加了抗疫工作，家中还有两个正在上

网课的孩子缺人照料，但她在岗位上全

情投入，从不提及家庭中的困难。

在抗疫的一线需要穿着防护服，一

穿就是四五个小时，其间无法上卫生

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不喝水。但无

论天气如何，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

体感都会闷热难受。美术馆馆员小李

虽然有腰伤和胃病，也毅然加入了志愿

者队伍，穿着防护服支援封闭小区的管

控，连日工作，直到晕倒在岗位上。

在疫情期间，美术馆一方面是提供

人员参与直接的抗疫工作，另一方面在

场馆因疫情临时闭馆的情况下，提供了

可供观众线上分享的艺术形式，尤其是

“多伦Voice”自2020年至今已经做了

71期线上的音频和文字，让观众用聆听

来感受艺术家和作品的故事。在疫情

期间通过不间断的艺术工作，来抚慰大

众的心灵，给人以战胜疫情的希望。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这两天，天平街道的“最美”

核酸检测点火了，不少市民第一

次走进汾阳路150号上海沪剧院

的小白楼，边做核酸，边把这份

海派优雅“拿捏”得死死的。戏

曲人也没闲着，上海昆剧团闺门

旦沈昳丽意外获封“最美杜丽

娘”，在自家小区封闭期间，她穿

上蓝色防护服当起了志愿者，用

自己的行动告诉左邻右舍：“没

有一场‘倒春寒’不会过去。”

沈昳丽家住徐汇区南丹路，

周围不少酒店成了隔离酒店，楼

下也因为有次密接被封楼，她也

提早开始为闭环做准备。紧张

之余，她想到徐汇区防疫压力

大，人手可能不够，便走进了居

委会，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很快，小区的大门在凌晨关上，闭环第一天，沈

昳丽就上岗了，换上防护服，戴上透明面罩，帮助大

家打开健康云扫码、分组排队、解答大家的疑问……

“其实很多问题我也给不了答案，只能靠语气缓解邻

居们的情绪。”

第一天大家做核酸都很积极，有阿姨七点多就

来排队，医护人员们都还没准备好，就和沈昳丽说：

“我排第一个，好吧？”搞得沈昳丽哭笑不得，这又不

是排队买鲜肉月饼。有些居民第一天没有注意到核

酸通知，于是第二天，沈昳丽和其他志愿者们开始一

层层楼通知，争取不漏一人。到了第三天，核酸检测

再次开启，大家问得最多的是明天还要做吗？还要

做到啥时候？有的住户干脆不下楼了，志愿者只能

继续挨家挨户地敲门，“换位思考一下，每个人都不

容易，笑一笑吧，坚持就会看到希望”，这是沈昳丽写

在日记里的话，鼓励大家，也是鼓励自己。

排队的人多，沈昳丽就和大家聊聊天，缓解大家

的焦虑情绪，她是小区里的名人，邻居们都夸她长得

漂亮、声音好听。面罩戴着也能看出漂不漂亮吗？

她很意外，没想到“小蓝”的装扮也被赞美，果然这内

在美才是真的美，诚不虚也。

工作之余，沈昳丽发了个自拍的朋友圈，头戴面

罩的“小蓝姐姐”收获了几百个点赞，好多戏迷都留

言道“最美杜丽娘”。一位小朋友在她的防护服上贴

了一个爱心贴纸（见上图），写着“加油”两字，有爱的

留言和行动让沈昳丽倍感温暖，即使在没有演出的

日子里，她也在生活中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赵玥

一次与社区的真正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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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艺术家进社区 □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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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

“在”上海音乐厅的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