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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唱边跳，她们越来越自信

这个合唱团脱胎于小区居民自发组建的育儿协

会，最初是组织亲子活动、分享育儿经验的平台。

2021 年，有人提出，能否组织一些不带孩子的

活动，让家长有自己的生活。就这样，合唱团成立

了，一位住在小区的声乐老师，成了第一位指导教

师。

虽然大家点赞合唱团的成立，但一开始凑人数练

习并不容易。育儿协会会长子夜（化名）回忆道：很多

人都有顾虑，五音不全不好意思唱、要带孩子没时间、

练了一两次就打退堂鼓⋯⋯

好不容易凑了 10 个人，第一期练习拉开序幕，没

有场地，就在合唱团团长梅妆家里练，唱起了当年很火

的《萱草花》。

合唱团成员大多为全职妈妈，家里有适龄儿童要

照顾，寒暑假、周末节假日也往往需要留给家人，训练

时间都从琐碎日常里挤出来。

从发声开始，每一句都要单独练习，基本功练好，

再练配合。团里先学会的成员当起“学习委员”，随时

给同学们“补课”。

断断续续练了半年，第一期课程结束，正在练摄影

的梅妆想记录大家的成果，于是就在小区里的茶山拍

了第一期视频。在漫山绿意中，录完了她们的合唱首

秀，那会距离她们刚开始练习已过了半年。

平时穿着家居服碰面、素面朝天聊孩子的邻居，摇

身一变成了明艳大方的美人，在如画风景里唱着歌，这

样的反差惊艳了很多人。

看到发出的第一期视频，不少妈妈迈出第一步，主

动报名加入合唱团。

到最新发布第四期合唱课程《Mojito》时，合唱团

已有30名成员，年龄跨度从70后到95后。

回顾这几期视频——第一期时，大家穿着白上衣、

黑裤子，站在茶树间，没什么动作，显得很是拘谨；第二

期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大家稍微放开了一些，服装的

选择也大胆了许多，会选浅蓝浅绿的轻快色调。

“第三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当时选择

的《声声慢》是一首颇具古风韵味的歌曲，她们走出小

区，到留下古街录制。

这次她们选择了旗袍。子夜开玩笑说：“要是往回

推一两年，打死我也不会穿。”

很多妈妈会存在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她们不愿意

暴露自己的小肚腩。但是逐渐自信后，她们在镜头前

摇曳生姿，自信的状态也蔓延到了神情中。

到录制第四期时，妈妈们穿起小礼服，蹬上了高跟

鞋，跳起了舞。

小目标：办一场演唱会

目前，第四期合唱视频已经发布，成员们马不停

蹄，已开始了第五期——《雪落下的声音》。子夜预计，

在明年春天，新视频就会和大家见面。

录制第一期视频时，她们去了专业的录音棚，声音

的瑕疵被专业设备放大。不够自信的妈妈们在后两期

选择了简易录音室。不过最新一期，她们又迈进了专

业录音棚里，大声唱出了更好的自己。

唱得多了、听得多了，现在耳朵也变得灵敏，她

们互相交流着：这个音不准、这句唱得感情不够充

沛⋯⋯已经成了半个专业人士。

梅妆就是一名全职妈妈，组织合唱团给她带来最

大的改变是更聚焦自己，“以前生活重心是孩子，现在

有了家庭之外的获得感。”作为合唱团的“宣传委员”，

自己的摄影技能也在稳步提升。

“等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这些多年走来的好朋

友，就可以一起过老年生活。”她说，“希望能一直唱一

直跳，到白发苍苍，想想都很美好。”

妈妈合唱团还有个小目标——明年春暖花开的时

候，育儿协会合唱团可以和小区里的老年人合唱团一

起开一个演唱会，邀请亲朋好友前来欣赏，“我们除了

是妻子、妈妈、女儿，还可以是自己。”

第四期合唱视频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Mojito⋯⋯”灯光暖黄，花香隐约，约30名女子唱着歌，音

色高低相和，裙摆摇曳缱绻。这是杭州市西湖区和家园育儿协会合唱团，一个以全职妈

妈为主的小区合唱团的演唱视频画面。

2021年4月，这个合唱团成立。组建了两年半，她们一共才练了4首歌，每一个视

频背后，都是3~6个月的练习。

但是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有人变得更敢发声，有人更注重自己的精神面貌，有人对

美的热爱更强烈了，还有人说：“在歌声里，慢慢找回了失落在家庭里的自己，在歌声里，

我就是我自己。”

小区里的全职妈妈合唱团，成立两年半练了四首歌

自信从歌声蔓延到神情，有人说：找回了失落在日常琐事里的自己

春暖花开时，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本报记者 徐婷

本报讯 穿上合体的小香风上衣、短裙、

白袜，迎着和煦的阳光，身高 1 米 52、体重

130斤的小武自信展示穿搭。

试衣服、拍大码女装搭配视频、经营自媒

体账号，为她开在杭州萧山老城区拱秀路上

的大码女装店引流，这是她今年 8 月份后的

日常工作。如今小武的服装店在圈内已经小

有流量。

“我只是微胖，不是不漂亮”这是小武贴

在店门口的标语。夜色中，微胖大码女装的

招牌闪闪发亮。

小武想给和她一样的大码女孩一个信

念：“大码”应该被包容，胖并不代表不能漂

亮。

小武1996年出生，新萧山人。

“我从小就比较胖，一直都在减肥。”小武

说，她曾经吃过半年水煮菜。

小武称曾经有段时光是跟着别人的言语

在过日子。别人说她胖，她赶紧减肥，盲目瘦

身，甚至会因为用极端方法减肥，导致健康亮

起红灯，内分泌紊乱。

“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却活在别人对胖的

口诛笔伐中。”突然有一天，小武觉得一定要

做出改变了：今年三月底，她辞掉了做了四年

的稳当会计工作，出去玩到六月底才回杭州。

小武决心让自己的人生不被别人的期待

和想法裹挟。

8 月份，小武开了这家大码女装店。大

码女孩点赞这家店是“逛街宝藏地”，在这里

她们能找到合适的衣服，并喊话小武“千万不

要关店”。

在面对大码顾客时，她也时常鼓励那些

不自信的女孩勇敢对别人的看法说“不”。

“有一些顾客会和我说，在生活中被家人

朋友有意无意的言语刺痛，我都会用我的经

历鼓励她们。”小武说，事实上，大码女孩有时

的不自信，不仅来自于言语恶意，还来自于自

己：“没办法接受自己胖”。

“我想，如果大码女装店，能够解决大家

买衣服的问题，是不是大码女生会更容易接

纳自己一些？”小武说。

小武开店后，一直在寻找大码

女装的货源，“进货挺难，尤其

是 体 重 180 斤 以 上 的 人 群 。

我 自 己 130 斤 ，也 需 要 穿

2xl尺码。”

虽 然 开 店 不 容

易，但粉丝们给小武

很多鼓励。“有些

顾客说，在我的店

里 试 衣 服 很 治

愈。”

小武的大码

女装店火了，大码女

孩群体被忽视的需求

正被看见。“已经有

一位传媒研究生联

系我，想拍一部大码女

孩的纪录片。”小武说。

本报记者 章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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