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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上，伴随着《天鹅湖》背景音乐
响起，34位来自义乌的“小鹅”穿着雪白色毛
绒服装，以跪游的姿态，排成一排缓缓“游”
进舞台，可爱的表情、灵巧的动作，一出场便
引起了台下阵阵喝彩。他们时而蜷缩成一
团，时而倒扎在水里做扑腾状⋯⋯短短 3 分
多钟的表演，将小鹅的天真烂漫个性和江南
水乡的韵味展露无遗，吸引了众多网友点
赞。他们平均年龄 8 岁，最大的 10 岁，最小
的只有4岁半。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精彩
的表演背后，是艰辛和努力。近日，记者走
访了其中几位“小鹅”的家人，聊了聊节目背
后的故事。

“这次女儿登上央视春晚，留下了很多
美好瞬间。”义乌市稠城街道绣湖小区居民
王晨晨打开手提电脑，向记者介绍起了女儿
王钰涵为期 47 天的北京之旅。相册里既有
王钰涵在舞蹈室认真压腿训练照，也有她和
同伴们在舞台上抱着舞蹈老师的搞怪合影，
还有表演结束后一家三口在酒店吃年夜饭
的照片⋯⋯

随着画面一帧帧变化，王晨晨的思绪也
回到了除夕晚上。当时的她，正端坐在北京
梅地亚酒店 919 房间里，掩饰着心脏怦怦直
跳的紧张情绪，拿出手机对准电视屏幕捕捉
女儿出现的镜头。

直到 3 分多钟后，整个节目表演完，王
晨晨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小鹅’们顶住了
压力，表现很棒。”说着，王晨晨一溜烟跑出
房门，来到酒店一楼大厅等待女儿的凯旋，
准备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与此同时，《鹅鹅鹅》舞蹈的主创之一、
义乌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周旭光的手机微
信群“叮叮咚咚”响个不停，远在义乌的家
人、朋友发来了一句句问候：“孩子们好棒，
表现超稳！”“太赞了！”

回忆起义乌少儿舞蹈团队首次登陆央
视春晚的历程，周旭光依然难掩激动。她
说，《鹅鹅鹅》舞蹈由上海芭蕾舞团、义乌市
旭光少儿舞蹈艺术团共同演绎完成，整个舞

蹈他们准备了小半年。表演中，无论是取自
唐代诗人骆宾王《咏鹅》一诗中的灵感而设
计出的“跪游”“翘屁股”和“矮子步”等高难
度动作，还是孩子们的面部表情，都很到位，
展现了小鹅生动活泼的个性，让整个团队感
到很欣慰。

赞美声不少，而在孩子们的家长看来，
登陆央视春晚这样的大舞台，让孩子们经历
了磨练，收获了成长。

为 了 让 节 目 符 合 节 目 组 要 求 ，早 在
2023 年 12 月 24 日，34 个孩子就在舞蹈机
构领队和家长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参加集
训。在北京的 47 天里，春晚导演组一遍遍
指导动作、服装等，《鹅鹅鹅》舞蹈也经历了
20 余次改编。一个动作，孩子们要反复练
习很多次。周旭光介绍，《鹅鹅鹅》里有一
个“小鹅栽水”动作，要求表演者在一刹那
间将自己的头部“栽”进双腿之间，肚子跟

膝 盖 之 间 不 能 留 有 空 隙 ，很 考 验 腿 部 力
量。集训期间，7 岁的小演员刘珈辰觉得自
己有一个动作做得不到位。于是，她就给
自己加练，每晚回到酒店房间还要再练 100
个劈叉，一坚持就是 20 天。“那段时间，她
的脚后跟三天两头红肿。”刘珈辰的妈妈鲍
巧丽说，孩子辛苦，大人看了心疼，但孩子
自己却十分要强，要求每个动作都要做到
完美。训练期间更是磨破了 5 双舞蹈鞋、3
双袜子。

“这是一次对孩子的重新认识。”领舞的
“小黄鹅”龚诗棋，是 34 个孩子中年龄最小
的，孩子的奶奶季碧芳说，自家孩子原本是
一个害羞、胆怯的女孩，但是经历北京集训
和春晚表演后，不论是胆气还是意志力都提
升不少，也变得爱跟人交流了。

“为孩子的不怕吃苦、精益求精精神点
赞。”“小鹅”樵安娜的妈妈郑海榕说。

“妈妈，我要去动物园看天鹅。”从北京
回到义乌后，朱露媚给女儿傅韵清“放了个
假”，带着她去海南海口游玩。

旅途中，傅韵清却点名要去海口天鹅湖
动物基地看天鹅。虽然这次海口之旅行程
匆忙，但女儿提出要求后，朱露媚立马猜到
了女儿的心思，“孩子这次是带着角色去参
观，想更多地了解天鹅的习性，以便练习舞
蹈动作。”

一路上，傅韵清也不时跟朱露媚提起，
在央视春晚舞台上跳芭蕾舞的姐姐好美，手
脚修长，跳起来就跟天鹅一样很漂亮。未
来，她也想学芭蕾。

“孩子这是入戏了。”带着女儿游完海
口天鹅湖动物基地，朱露媚表示，从没见过
孩子去动物园时候这么开心激动。“她这么
爱跳舞，我们全家人会支持她继续学习深
造。”

34位“义乌小鹅”游进央视春晚——

千古名诗，动起来了
本报记者 钱关键 陆 欣 共享联盟·义乌 左翠玉 通讯员 黄 奕

身穿青色和白色的戏服，举手投足间尽
显默契⋯⋯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陈
丽君和李云霄以青春靓丽的扮相、清新洒脱
的表演、婉转悠扬的唱腔，登上 2024 年央视
春晚的舞台，演绎了新版《梁祝·草桥结拜》，
让全国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感受到了越剧
的魅力。

舞台上，祝英台（李云霄饰）女扮男装，
踏上求学之路，途经草桥时，与同去求学的
梁山伯（陈丽君饰）初次相会。二人一见如
故，义结金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
都充满故事。跟随二人的演绎，观众也仿佛
被带入了那个古老而浪漫的传说中。

陈丽君和李云霄的表演赢得了掌声，也在
网上引发了热议。春晚结束后，不少网友发帖
表示：“‘君霄组合’太棒了，她们把越剧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太短了，不够看！”⋯⋯

其实早在央视春晚正式开始前，“君霄
组合”就已成为很多人口中“最期待的节目
之一”。

2023 年，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与百越文
创、一台好戏联合推出新国风环境式越剧

《新龙门客栈》。剧中，陈丽君饰演的玉面修
罗贾廷，潇洒帅气；李云霄饰演的金镶玉，风
情万种。她们的表演片段经过互联网传播，
迅速俘获了万千观众的心，在网络上掀起一
阵热潮。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幕，是李云霄揽着
陈丽君的脖子，被她抱起来，两人相视对望、
笑脸盈盈，这让一大批粉丝“磕”上了“君霄
组合”。许多从未看过越剧的年轻人因为她
们而入了越剧的“坑”，《新龙门客栈》的演出
更是一票难求。

作为当下戏曲圈的“顶流”，此前让“君
霄”上春晚的呼声早已四起。而首次登上春
晚舞台的二人，既紧张，又兴奋：“刚接到通
知时还有点懵，觉得我们实在太幸运了，又
会担心能不能在舞台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有压力，也是一种鼓励。”

激动过后，陈丽君和李云霄更能冷静
看待上春晚这件事。采访时，记者从她们
的言语中，感受到那份谦逊之心。“从上世
纪 40 年代的戏迷俱乐部，到如今开始着迷
越剧的年轻观众，越剧发展的每一步，都是
与观众共同完成的。”她们明白，这一次，也
是所有热爱戏曲的观众把她们送上了春晚

的舞台。
如今，作为青年一代的戏曲演员，她们

正努力承接起这份期许，让越剧与年轻人双
向奔赴。

2006 年，在越剧百年诞辰之际，越剧表
演艺术家、梅花大奖（三度梅）得主茅威涛创
作、主演了新版《梁祝》，对梁祝原著与越剧
剧种进行了最大化的诗意与浪漫整合。在

经典的爱情传说中加入了《诗经·邶风·击
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诗句，并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
为全剧的音乐主题，以全新的审美及手法创
作出了传统戏剧的新演剧风格。

对于陈丽君和李云霄而言，曾多次在剧
场、晚会中演绎的新版《梁祝》并不陌生，对
所有动作、情感都已谙熟于心。不过，相较

从前，二人还是在细节上做了些许细微调
整。“戏曲讲的是传承，如何能在模仿、学习
前辈们塑造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对人物的理
解，并思考着把自己演绎的角色所拥有的魅
力延续给今天的观众，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
的。”李云霄说。

时代在变、越剧表演形式在变，但在陈
丽君和李云霄身上，我们感受到，从 08 级越
剧小百花班的同学到今天被许多人喜爱的

“君霄组合”，她们始终未变的，是对越剧那
份赤诚的热爱。

和戏曲相伴十余年，曾经，她们也有过
迷茫。

李云霄还记得，之前去看舞蹈剧《只此
青绿》时，几次都抢不到票。后来，她拿了一
张交流票进场，在音控台最后两排的一个角
落里站着。演员谢幕时，她看到台下坐着许
多年轻人，那时候她就在想，“什么时候越剧
也能这样啊？”

更早之前，陈丽君受邀参与一档综艺，
在等待其他嘉宾录制时，她就蹲在戏楼的一
个阁楼里。当录制到深夜时，她所在的阁楼
因为没有开灯变成了“小黑屋”。她说：“那
时候我就在想，这跟我们的越剧很像，都在
等待着远处那一缕光亮。”

因为这些经历，二人更加坚定。
这一年，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关注度，陈

丽君和李云霄变得忙碌。央视春晚前，她们
辗转北京、杭州、嵊州、临海等地，参加各种
录制和演出。“春晚彩排时，我们俩是带病
演练。”李云霄说，最后一次去北京彩排时，
茅老师特意给她和君君一人配了一瓶止咳
药，叮嘱她们注意身体，在春晚舞台上好好
表现。

这个春节，除了央视春晚，陈丽君和李
云霄还陆续登上了“百花迎春——中国文学
艺术界 2024 春节大联欢”、浙江卫视 2024
越剧春晚、河南卫视春晚、央视《2024 东西
南北贺新春》等舞台。

身体虽疲惫，但她们始终精神奕奕，珍
惜着每一次能展现越剧风采的机会。

对二人来说，站上央视春晚舞台，并不
是终点。就像陈丽君所说：“我能做的，就是
踏踏实实演好每一场戏，认认真真诠释每一
个角色，做好戏曲艺术的‘小石子’，让优秀
传统表演艺术被传承、被看见。”

央视春晚上，“君霄组合”唱响新版《梁祝·草桥结拜》——

让越剧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央视春晚上，“君霄组合”唱响新版《梁祝·草桥结拜》——

让越剧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沈听雨

“唱田歌，唱田歌，唱出个明星就是村里的顾阿婆⋯⋯”
最近，每天晚上 7 时许，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杨溪村文化
礼堂的排练室十分亮堂，优美的歌声在室内回荡。走下“我
们的村晚”舞台后，“菱乡阿妈文艺队”又开始忙着排练新节
目了。

她们并非专业歌手。在白天，她们有的是养殖场的劳动能
手，有的在家照顾孙辈，有的在厂里帮工⋯⋯但她们都喜欢唱
歌，一到晚上，就会相聚在村文化礼堂。在 2 月 2 日晚举行的
2024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上，“菱乡阿妈文艺队”
精彩亮相。她们身着碎花蓝布舞衣，手拿斗笠，踩着节拍，唱着

《采菱歌》。她们时而聚成一个圆，时而散开成一条线，身体前后
摇摆，力道从肩膀传至手上，轻柔地做着采菱的动作，很难看出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超 60 岁的阿姨。她们的表演收获了阵阵掌
声。场外，看直播的网友们也纷纷点赞：“阿姨们太可爱了！”“向
不服老的阿姨们学习！”

油车港镇被誉为“中国菱乡”，每到采菱季，村民坐在菱桶
里，总爱哼上几句歌。63 岁的周志英年轻时候是个采菱娘，天
生好嗓音。10 多年前，她在参加一场文艺活动时得知，好多地
方都组建了文艺团队，便萌发了组建文艺队的念头。想法一出，
得到了同村老姐妹的支持，大家一拍即合，8 人规模的“菱乡阿
妈文艺队”就这样成立了。

音乐的道路并不通畅。“我们农村阿姨文化程度低，最难的
就是学新歌时候要认字识谱。”周志英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
张打印的曲谱，这是原嘉兴市音协主席傅尔宁为她们定制的《嘉
兴水乡好风光》。上面满纸的方块字，对她们来说都很陌生。为
了学会一首曲子，她们把傅老师唱过的录音存手机里，对照歌词
反复跟着唱，有拿不准的字就请教子女，再在“生字”旁标注只有
自己才认识的符号。

傅尔宁是嘉兴当地小有名气的作曲家，也是周志英最感激
的人，每次提到傅老师，周阿姨总要念叨几句：“原来我们就是

‘小打小闹’，直到遇到傅老师，我们的歌才开始‘上了档次’。”
平平无奇的乡村文艺队如何出彩？要打出“差异牌”。她们

最拿手的自然就是本地方言了。在傅尔宁的提议下，“菱乡阿妈
文艺队”开始采用原生态唱法。

“杏花雨落来么水汪汪，嘉兴水乡好风光”⋯⋯傅尔宁为她
们创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嘉兴水乡好风光》在第十二届嘉兴市
乡村文化艺术周获铜奖，此后《再唱油车港》《麟湖幸福谣》等多
首作品相继出炉，让更多人认识了这群“菱乡阿妈”。

如今，“菱乡阿妈文艺队”的固定队员发展到了9人，年龄最
大的 75 岁。“走出秀洲，唱响嘉兴”是“菱乡阿妈文艺队”的心
愿。为了帮助她们实现心愿，杨溪村文化专管员戴春凤为她们
争取到了在省级舞台亮相的机会。

去年 12 月，当接到浙江省“村晚”导演组的邀请时，周志英
心里又激动又忐忑。省级“村晚”节目丰富，怎么让《采菱歌》唱
得出新出彩，令她犯了愁。在编导老师王浩的指点下，“菱乡阿
妈”把去年爆火的抖音舞曲《科目三》融入到节目中。“《科目三》
很动感，我们平时看抖音时也不自觉地跟着扭起来，这次也尝
试一下，跟年轻人学学。”周志英笑着说。

从1月初确定节目，到2月2日登台演出，短短20多天的排
练，“菱乡阿妈”拼了一把“老骨头”。那些天，她们每晚都在反复
观看老师录的舞蹈视频，一帧一帧截图跟着摆动作，周小英、周
秀英等更是连炒菜的时间都不放过，放起《科目三》音乐跟着
扭动。

她们舞台也越来越大，从乡村庙会，到镇里、区里、市
里、省里，还唱到了香港。在周志英家的橱柜里，一本本红
色证书，一个个金闪闪的奖杯，都是她们的“战绩”：油车港
镇“麟湖好声音”一等奖、秀洲区第六届全民健身节排舞比
赛最佳活力奖、2023 年嘉兴市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歌”
大赛银牌⋯⋯她们还参加过首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嘉兴（秀洲）庆祝活动、2024
年嘉兴“村晚”等。

最近，她们又打算排练一首名为《姐妹
唱田歌》的新曲子。“落秧”“牧牛”“村里百
业红火火”⋯⋯她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
她们的歌声中传达着生活在新农村的幸
福感。

平 均 年 龄 超 60 岁 的 秀 洲

阿妈从田间走进省级村晚——

一首采菱曲
唱尽农人喜悦
本报记者 郁馨怡 共享联盟·秀洲 史 意 许张裔

陈丽君（左）和李云霄在央视春晚。 受访者供图

央视春晚上，孩子们在表演《鹅鹅鹅》。 拍友 周伊豆 供图

“菱乡阿妈文艺队”在 2024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上
表演《采菱歌》。 受访者供图

用音符和舞蹈，拥抱春天
编者按：从央视春晚到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戏曲演员、歌手、舞者为观众带来了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也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与继续前行的力量。我们走

近其中的三个组合，聆听精彩演出的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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