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最早的发烧友看DVD学街舞

洪迅曾担任过海南省街舞协会的负责人，
也是海南最早玩街舞的发烧友。据洪迅介绍，
街舞在1997年左右，随着美国流行乐MV的
盛行，传入国内。“那时我和伙伴们通过VCD、
DVD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街舞的魅力，并
通过模仿MV里面的动作，学习不同风格的街
舞。”洪迅说。

洪迅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会跳街舞的男
孩子在学校里很受欢迎，用当时的话说就是

“很帅”“很时尚”。
随着跳街舞的青少年逐渐增多，海南各地

涌现出许多自发组建的街舞团体，这些团体的
核心舞者对日后海南街舞的发展起到很大的
贡献。如海口的战斗星座舞团、三亚的荣耀舞
团、文昌的舞道馆舞团、琼海VS元素舞团、万
宁LYJ舞团、儋州BNJ舞团等。

“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个阶段是海南初
代舞者最狂热、最纯粹的阶段。我们通过自身
的努力，自发地练习，甚至在全国的赛事中崭
露头角，得到了外省舞者的点赞。”洪迅说。

从民间走向专业

海南街舞就是这么燃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黎刚

6 岁时，吉喆在妈妈的影响
下，开始接触霹雳舞。之后他多
次夺冠，也和妈妈的支持分不
开。

吉喆的妈妈读中学时就是
一名霹雳舞发烧友。和吉喆妈
妈就读同一所中学的，还有当
时三亚有名的霹雳舞高手符飞
虎。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称
霸舞台的遗憾，得知符飞虎在三
亚当舞蹈老师后，吉喆妈妈二话
不说就把吉喆送去拜符飞虎为
师，学习霹雳舞。

学习霹雳舞要能吃苦，对舞
者的核心力量要求非常高，练
核心力量的过程一般人受不
了。“我带吉喆前半年仅是让他
把霹雳舞当成兴趣爱好练，没
有给他‘上强度’，看到他是真
心喜欢霹雳舞后，我才开始系
统、专业地教他练霹雳舞。”符
飞虎说。

在符飞虎眼中，吉喆的优点
是爆发力好，节奏快。练了不到
一年，吉喆第一次参赛就给符飞
虎带去了惊喜。符飞虎回忆道，
当时，他带着不满7岁的吉喆到
海口参赛，面对众多高手和国际
裁判员，首次参赛的吉喆一点都
不慌张，在舞池中跳得颇有大将
风范，战胜了一名选手，晋级32

强。
还有一次，符飞虎带吉喆到

福建比赛。那次比赛竞争激烈，
国内高手云集，吉喆虽然晋级了
32强，但他感觉“跳得很烂”，给教
练丢脸了，赛后还大哭一场。符
飞虎哭笑不得的同时，也愈发觉
得好苗子难得。

和国内的高手过招后，吉喆
的好胜心被激发了。回来就要求
符飞虎给他加大训练量。他发誓
要攻克“单手大回环”这个高难度
动作。

“单手大回环”要求舞者右手
撑地，身体快速转动450度（一圈
半），然后背部着地。国内舞者会
的人不少，但此前海南很少有人
能跳得出来。

为了练成“单手大回环”，吉
喆前后花了近1年时间，一次训练
就要练100次左右。就这样，练
了2万次后，吉喆才啃下了这块硬
骨头。但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
价，手腕、肘部和髋关节多次受
伤，睡梦中经常因为大腿肌肉抽
筋痛醒。

梅花香自苦寒来。吉喆能成
为海南霹雳舞高手绝非偶然，除
了自身的天赋外，和他苦练分不
开。符飞虎半是心疼半是敬佩
道，备战大赛，吉喆一天一练，平
时则是一周4练，一次训练最起码

3个小时。寒暑假期间，吉喆还经
常练到凌晨……

吉喆已经想不起来第一个冠
军是什么时候拿的，也忘了他赢
得了几次冠军，“太多了，记不
下。”说完他又投入到下一个动作
的练习了。

符飞虎在不远处看着正在练
舞的吉喆，目光里有隐隐的期待，

“还是想把他带到更大的舞台，看
他发光发彩。”

11岁霹雳少年吉喆

身手不凡的“舞”林中人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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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街舞大
奖赛收官，该项赛
事历时2个多月，
在海口、万宁、儋州
等地举办分站赛和
总决赛。

赛事举办在我
省掀起了“街舞
热”。2020年，街
舞中的霹雳舞正式
成为奥运会比赛项
目，海南的街舞发
展步入了快速轨
道。

街舞大奖赛已成城市名片

海南的街舞团队举办过一些小型交流赛，
比较有代表性的赛事是佳能杯街舞大赛和
freestyle hainan 街舞大赛。其中，free-
style hainan街舞大赛办了十多年，逐渐被国
内街舞爱好者知晓，他们也来海南参加这项比
赛。

如果说1997年至2005年是海南街舞的
“萌芽期”，2005年后，海南街舞则开启了技术
提升时代。洪迅说，从2005年开始，中国街舞
技术大发展，随着街舞逐渐商业化，全国各地
的街舞交流活动和赛事井喷式举办。极大地
促进了国内舞者之间的技术交流，海南街舞也
搭上了这班列车。海南第二代街舞玩家出现
了。他们此前通过更科学的练习，舞技更高，
多人还出现在全国性赛事的舞台上，甚至世界
级街舞舞台。

从2017年开始，海南涌现了不少专业的
街舞工作室、俱乐部、培训中心。海南的街舞
玩家开始设计适合我省青少年街舞教学体系，
并举办青少年的小型街舞赛事。其中，海口星
空街舞俱乐部从湖南引进了先进的青少年训
练体系，我省其他俱乐部则引进了众多世界舞
者的大师级课程，使得我省的青少年新生代街
舞者提升了见识，迅速成长。

洪迅介绍，2024年4月至6月，由中国体
育舞蹈联合会指导、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主办的“2024中国（海南）街舞大奖赛”应
运而生，这场街舞赛事参赛人数超过5000人，
已经成为我省体育赛事新的城市名片。

海南成立省霹雳舞集训队

街舞作为一种富有创意和活力的舞蹈
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和喜爱。2020年，街舞中的霹雳舞成
为奥运会正式项目。

我省体育部门对街舞这一新兴运动项
目也加以重视，并通过成立街舞集训队来推
动其发展。

洪迅介绍，2024 中国（海南）街舞大奖
赛3场比赛是我省成立霹雳舞集训队的初
次选拔赛，目前有160人进入了第一次集训
名单，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37
岁。第一次集训结束后，将从160人中选出
64人。

洪迅透露，8月至10月，我省将分别举
办海南省霹雳舞优秀运动队选拔赛、海南省
霹雳舞锦标赛，最终选出征战2025年第十
五届全国运动会霹雳舞项目的运动员。此
外，在海口、儋州、万宁、三亚等地设立专业
的霹雳舞训练基地。

在洪迅看来，海南霹雳舞选手虽然个头
不高，但胜在灵活，技术强。虽然海南此前
没有成立专业霹雳舞队，但这几年海南霹雳
舞一直和国内外高水平训练体系接轨，海南
霹雳舞选手的实力不俗。

据悉，海南霹雳舞队正式组队后还有
“大动作”——计划聘请国外高水平教练担
任顾问，邀请国内顶尖舞者担任教练，力争
在全运会霹雳舞正式赛事上有海南选手的
身影。

这首推广曲，十足海南味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杰

“五指山下百花开，南海波浪好澎湃；黎寨歌声飘
下来，椰树随风乐摇摆……”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的推广歌曲
中有一首歌曲《兄弟姐妹永相爱》，令人印象深刻。悠
扬的旋律，搭配上深入人心的歌词，余音绕梁，让人仿
佛置身美丽的海岛，共襄民族的盛会。

该歌曲由海南屯昌籍、广东省作协理事、广东省足协
主席谢昌晶作词。主歌歌词描绘了海南的特色美景以及
海南人民的纯朴好客，词中提及的五指山、黎寨、椰树等
都是海南极具代表性的景物。“海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对于海南的特色风光我了然于胸，加之我在工作、生活中
与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昌晶说，以
上元素汇集成了众多触动内心的画面，他创作歌词时有
感而发，可谓一气呵成。

一首好歌的诞生离不开动人的歌词，也离不开绝妙
的作曲。《兄弟姐妹永相爱》由旅德青年作曲家、星海音乐
学院作曲系副教授、作曲教研室主任李彦汶博士作曲。
她尝试将民歌与民谣相结合，让听众能以较为亲切的方
式感受歌曲中的深意，赋予歌曲生活化气息的同时，深度
挖掘了具有海南民族音乐特征的曲调特点。“间奏的开始
部分我引用了作曲家杜鸣心教授创作的《万泉河水》前两
句，加强了具有海南本土特征的音乐文化符号，以此来与
主歌的音乐内容共同体现和突出海南的地域文化特征。”
李彦汶说。

“民族健儿四方来，快乐运动夺奖牌；天涯海角共记
载，兄弟姐妹永相爱。”该歌曲的副歌部分，歌词突出了

“民族团结一家亲”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特
质，音乐上则突出了大爱情怀与大型运动会宏大场面的
渲染，展示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奋斗，
共促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图景。

⬆➡ 吉喆。受访者供图

国潮风街舞是近年来街舞新风尚。

一张破渔网的重生之旅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

除了被丢弃，一张破渔网还能有何归宿？悬挂墙
面，变成独特饰品；巧手制作，成为有趣摆件；回收重
塑，成为一顶帽子、一个包，甚至一张披肩……近日，
海口高兴里，一场名为“把海带回城市”的展览，勾起
了观众对人与海洋关系的思考。

走入其中，就看到大片的渔网被悬挂在入口一
侧，其中挂满用塑料瓶碎片和黏土制作的挂饰，上面
用油性笔书写着人们对海洋的祝语。

“这些渔网和塑料瓶，都是我们从琼海渔村收集
而来。”展览发起方——“好瓶HowBottle”的品牌负
责人范庭瑄介绍，展览的初衷，来自一则关于“幽灵渔
具”的消息。

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披露，每年有超过64万吨
“幽灵渔具”被丢弃在海洋里，超过10万只海豹、海狮、
鲸类等海洋生物死亡。

“幽灵渔具”指的是，被丢弃在海洋里的废弃捕鱼
用具和设备，包括渔网、鱼鳔、鱼钩等。它们如同“幽
灵”一样，长期在海中漂荡，由于不易被看见，鱼类、海
龟都可能被缠绕致死，吞食入肚。甚至浮游者、潜水
者也可能被渔网困住而陷入危险。

海龟被渔网缠绕在海底，因长时间无法呼吸而被
淹死；去世海鸟的肚子里全是鱼钩和鱼线；海狮被渔
网绕颈，难以进食而被饿死；大片珊瑚被渔网覆盖，无
法接受光照，逐渐白化最终死去……“幽灵渔具”造成
的悲剧，越来越多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深入了解后，众多惊人数据和触目惊心的场景让
“好瓶”团队深受触动，也让她决心要为这些海洋生物
做些事。

“2021年，我们发起‘把海带回城市’项目，在渔村
进行废弃渔具回收与监测巡护，设计渔网再生产品，
并以此号召人们持续关注‘幽灵渔具’现象，提高海洋
保护意识。”范庭瑄介绍，从2021年4月开始，公司在
琼海市潭门镇排港村，与环保组织合作，雇佣两名渔
民作为巡护员，在渔村的港口和海边收集废弃渔具。

3年多的时间里，两名巡护员在102次巡护中，从
海里捞出2285斤渔网等渔具，还陆续从村民手中收集
来近7000斤废弃渔具，共计9285斤废弃渔网、渔具，
回收金额约1.7万元。

这些废弃渔具被收集后，“好瓶”与原料制造商合
作，经过清洗、颗粒化、纱线化、染色等一系列工艺，制
作成渔网再生环保面料，经过设计加工，摇身一变成
为各种潮流产品。

在展览一角，一顶黑色帽子前身可能是黑色胶丝
渔网，一个蓝色背包可能是尼龙渔网的化身，甚至一
张披肩都曾乘风破浪、满载渔获让人们看到“把海带
回城市”的另一种可能。

展览中，4家海洋环境保护公益组织，设计了独具匠
心的展陈方式，将人与海洋的特别互动呈现在人们眼前，
有潜水员潜入深海、回收渔网的图片记录；有净化海滩的
VR体验；也有将海中收集来的渔网和浮标放到现场，邀
请观展者制作出别出心裁的手工艺品。

“我们希望在多元的互动中，唤起更多人的关注，
让大家知道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兴里运
营相关负责人彭安琪认为，在海洋生态保护这条路
上，或许还需要走很久。但新的尝试和探索，能引发
对人与海洋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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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万宁WMB 琼岛少年街舞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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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舞小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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