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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育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近来，上海市民大联赛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比赛场地
也早已不局限于运动场，无论是在校
园还是到商圈，都让越来越多的市民
了解并且爱上运动，取得了非常好的
体育和文化推广效果。

说起极限运动，印入人们脑海的
往往是狂野和刺激，但如果把它放到
繁华热闹的商场中，会是一种怎样的
场景？近日，2018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极限运动公开赛便做了这样的
尝试。

上周，在虹桥南丰城和大宁商业
广场内，原本就比较热闹的购物中心
因为极限运动的到来而被更加挤得
水泄不通，从专业滑板场带到商场内
举办，让不少游客纷纷驻足观看，“通
过在人流密集的商场内举行比赛，让
赛事不仅仅是一个竞技的平台，也成
为了一个展示项目、推广项目的舞
台。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滑板和平衡
车这些极限运动的魅力，让他们了解
这项运动，参与这项运动，爱上这项
运动。”协会负责人说道。

关于安全问题，商场方面表示，
“在场地和观众之间会空出一片安全
区域，留出运动员出现意外后的缓冲
余地。而在设施的选择上，也不会挑
那些难度比较大的，因为主要目的还
是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运动。”

对于一项运动的推广来说，商场
模式好比打开了一扇窗，而校园推广
才是真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门。

“垂肩双掌，拍脚钳阳”，一阵阵
吆喝声从卢湾青少年体校篮球馆传
来，两百多名学生正扎紧马步，聚精
会神地打着咏春，这正是第二届上海
市中小学生咏春拳比赛的场景。

近年来，咏春拳运动在上海快速
发展，其教学和训练不仅仅只在专业
拳馆进行，还开始走进校园，让孩子
们从小就接受科学健身的理念和传
统文化的熏陶。作为本次比赛团体
拳操项目第一名的上海市黄浦区外
国语小学队教练吕冀南说，学校开设
咏春拳兴趣班是因为学校以“文化立
校”，希望传承中华的文化精粹，咏春
拳不仅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更传承了

武学文化。
来自黄浦区重庆北路小学二年

级的王安睿，不仅在参与的团体比赛
获得了第二名，个人项目也获得了冠
军。他表示，从一年级开始参加学校
的咏春拳兴趣班，一周两节课，“我周
末还会在家练，虽然学习很紧张，但
我还是会挤出时间来练，因为练拳后
不仅对学习有帮助，身体素质也提高
很多，越来越强壮。”

让市民联赛走进校园，对孩子们
来说是打开了一扇窗，而对于这项运
动来说同样是一次“孕育”，尤其是那
些小众运动，例如板球便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近日，2018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市民业余板球大联赛在同济大学
拉开帷幕，参赛人次逾 3000 左右。
尽管参赛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不过
相比动辄成千上万人参赛的路跑项
目，板球项目依然属于小众。不过继
老外把英式橄榄球带进上海，最近两
年板球项目也渐渐进入市民视野。

在上海，有一群板球运动爱好
者，他们中有老外，也有不少中国
人。目前，上海的板球俱乐部有30
多支。上海市板球协会竞赛部主任
冯坚介绍道，“虽然只是一个相对小
众的群体，但板球已从老外的社交圈
走进上海校园，目前上海有40余所
大中小学开设板球课程。”

除了市民业余大联赛之外，现在
上海已经有了定期的板球比赛，球队
竞技水平和受关注程度也在逐年提
高。”冯坚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市民
业余大联赛的机会，能让更多人了解
并参与到这项运动中，从而使板球的
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除此之外，而像健身气功这样一
个小众但在上海中老年人群中有着
不小人气的运动，依靠着科技和技术
手段创新，推广着自己。

在今年举行的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健身气功星级站点交流赛上，有来
自全市94支队伍，共1135人参赛。
作为今年健身气功项目系列赛的第
一场比赛，比赛采用了全新的电子打
分系统，还首次把太极养生杖、坐式
十二段锦、导引养生功项目也纳入了
正式比赛项目。

《敦煌女儿》讲的是敦煌研究院
荣誉院长樊锦诗的故事。作为一个
上海女儿，樊锦诗被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震撼，她在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
敦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在敦煌
的艰苦岁月中，她始终致力于敦煌遗
址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国内外享有盛
誉的敦煌学者。上海沪剧院从5年
前就开始了《敦煌女儿》的创作，前后
推出了数个版本，此次试演的是全新
打磨制作的版本。

《敦煌女儿》汇集了上海沪剧院
的一线力量。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
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茅善玉领
衔主演樊锦诗，钱思剑、凌月刚、李建
华、王丽君等著名沪剧演员共同出
演。而从首试演来看，这个版本的
《敦煌女儿》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首次从剧本创作来看，作品没有
过多地阐释“敦煌学”零碎的知识，而
是抓住了主人公樊锦诗几个人生片
段，反映出她扎根大漠，钻研科学的
精神。

当然，演员的表演也是可圈可
点。尤其是主演茅善玉。在剧中，茅
善玉要演4个年龄阶段的樊锦诗，而
且剧情转换要求茅善玉也能在各个
年龄段中转换。茅善玉相当完美地
做到了这一点，青年时的樊锦诗有青
年人的活泼，老年的樊锦诗有老年人
的持重。应该说，《敦煌女儿》的首试
演是相当成功的。整个演出过程，台
上台下的互动很踊跃，有的观众还为
剧中人物流下了热泪。而此前，樊锦

诗也来观看了彩排。樊锦诗对《敦煌
女儿》评价也很高，认为这部作品反
映了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

主旋律戏曲作品如何吸引观众，
这是一个问题。有的主旋律作品往
往是教育性和观赏性不能兼具，被束
之高阁。而《敦煌女儿》显然摆脱了
这样的一种状况。中国戏剧家协会
秘书长崔伟昨天说，《敦煌女儿》虽然
是现代题材，是主旋律高昂的剧目，
但是能够通过人的真实的情感和精
神感召，让观众感觉到艺术家责任
感，同时感觉到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
合理感。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季国平也表示，《敦煌女儿》选择了
一个很难的题材，而这个剧主要是抓
住了樊锦诗的坚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刘锦
云说，《敦煌女儿》之所以能够打动人
心，关键就是遵循了写人的原则，没
有把人作为宣扬精神的工具，在剧
中，以一种俯下身来的姿态写了樊锦
诗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母亲、妻子和
科学家的本分。里面有很多真实情
感。当然，光有扎实的内容还不够，
正因为有了茅善玉等沪剧表演艺术
家的完美呈现，才使得《敦煌女儿》更
为打动人心。而这可以成为主旋律
作品创作一个范例。

据悉，《敦煌女儿》已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
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并入围2018年
全国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作品计
划，计划11月在北京大学上演。

《敦煌女儿》成为主旋律戏曲范例

市民体育大联赛推广从校园到商圈

让小众体育项目走进大众视野

由上海沪剧院历时五年打造的原创大型沪剧
《敦煌女儿》前晚在东方艺术中心试首演。作为一
部主旋律题材的文艺作品，《敦煌女儿》开票半个
月之内即一抢而空，这也成了近年最热门的沪剧
之一。主旋律题材戏曲如何符合当下观众的口
味，既有教育意义，又有观赏价值，这引起了专家
们的探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离开上海男篮9年后，
李秋平再次回归。昨天晚上上海东
方大鲨鱼俱乐部正式宣布，李秋平新
赛季将成为球队主帅。曾经带领球
队拿下队史唯一的联赛冠军，培养出
姚明、刘炜等国手的功勋教练，又回
到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帅位。9年
来，李秋平手中的剑磨得更锋利，留
洋充电更新理念，杀回CBA也是硕果
累累，去年帮助新疆队拿到了队史首
冠，如今回到大鲨鱼，续写他未完成
的篇章。

大约两周前，李秋平结束了与新
疆男篮的执教合同，回到了上海，其
间包括北控、山东等球队都希望邀请
李秋平出任主帅，然而作为土生土长
的上海人，这份故乡的情怀让李秋平

选择重拾上海大鲨鱼的教鞭。上赛
季大鲨鱼在常规赛几经沉浮，最终搭
上了季后赛的末班车，不过休赛期球
队的外籍助教高吉安前往新疆接班
李秋平，而李秋平则回到大鲨鱼，某
种意义上说两位名帅换了一个位置。

自己的黄金岁月都献给了上海
篮球，上海球迷对李秋平的感情毋庸
置疑，带队10余年，卢湾体育馆从未
听到过下课声，即便离开上海，每次
李秋平回到源深，上海球迷也会为
他喝彩，这次重返上海大鲨鱼，与上
海球迷再续前缘，堪称一段佳话。
此外上海篮球的另一位功勋老将刘
炜也已经结束了与四川男篮的合
同，有机会回到大鲨鱼，以助教的身
份与恩师再次合作，所谓落叶归根，
新赛季的上海男篮情怀无限，前景更
令人期待。

落叶归根 李秋平重拾大鲨鱼教鞭

京剧版《帝女花》日前在台北演
出。深受台湾地区戏迷欢迎的大陆
当红老生于魁智和梅派青衣李胜素
领衔的国家京剧院艺术家团队为台
湾京剧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国家京剧院改编的京剧版《帝女
花》于去年底创排完成后，于今年初
亮相香港艺术节，引起轰动。此番来
台，也备受瞩目与期待。

第二十二次来台演出的于魁智
说，他在谢幕时感受到了台湾地区观

众的热情，希望京剧能够成为纽带，
不仅带动两岸共同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也让两岸亲情更加紧密。

在台湾地区致力于京剧教学与
推广的朱明月说，京剧是国粹，希望
大陆同行多出杰作，让台湾地区的朋
友有更多机会观赏和学习。她的学
员来自各行各业，很多都能唱上一
段。这次为了近距离观看大师的细
腻表演，提前几个月就买好了靠近戏
台的座位，连看六天。 据新华社电

京剧版《帝女花》绽放台北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茅善玉领衔主演樊锦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