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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夫索夫》里重情重义的严兰贞、

《碧玉簪》里贤良淑德的李秀英、《红楼

梦》里性格泼辣的王熙凤……这些角色

都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派”创始

人金采风留给越剧艺术的宝贵财富。

随着斯人已去，“她们”将成为留在戏迷

心中的永恒回忆。昨天上午10时45

分，金采风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逝

世，享年92岁。“最好的严兰贞”“难忘

‘凤辣子’”“一代越剧宗师走好”……网

友纷纷留言，寄托对老艺术家的哀思。

祖籍浙江省鄞县的金采风原名金

翠凤，1930年11月生于上海，1946年考

入雪声剧团训练班，工小生，后转东山

越艺社改演旦角，与吕瑞英、丁赛君，被

称为“东山”的三鼎甲。1951年夏，她进

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团，得到重点培

养，主演了《碧玉簪》《盘夫索夫》《杨八

姐盗刀》《拾玉镯》《彩楼记》等一批传统

戏。1955年，她随团加入新建的上海越

剧院。金采风以闺门旦应工，兼擅花

旦，其唱腔在继承“袁派”的基础上，吸

收施银花、范瑞娟、傅全香等艺术家的

音腔成分，韵味浓郁，刚柔相济，自成一

格，被公认为“金派”。其表演细腻隽

永，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在感情，“严兰

贞”与“李秀英”是“金派”最具代表性的

艺术形象，金采风也被誉为“活兰贞，神

秀英”。

对全国越剧爱好者来说，金采风最

“出圈”的角色应该是第一代王熙凤，她

在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中饰演的

“凤辣子”一角。“来迟了，来迟了，老祖

宗我来迟了”，演红楼戏，“像”是最难

的，而金采风在《红楼梦》中“只闻其声、

未见其实”，甫一登场就是一个活脱脱

的王熙凤，身段俏丽顾盼生姿的“泼辣

货”。鲜为人知的是，因为出演王熙凤，

金采风还哭过好几回，“这个角色很难

演，八面玲珑，跟自己反差太大，心里压

力很重的，但也要自己更加去努力。”

“不敢相信老师真的走了”，金采

风的亲授弟子、上海越剧院“金派”

青衣樊婷婷说话间仍难掩哽咽。金采

风手把手教会了樊婷婷三出“金派”

代表剧目——《盘夫索夫》《碧玉簪》《汉

文皇后》，老师对于艺术的执着至今仍

深深影响着她。“我2001年进入上海越

剧院后，和老师几乎形影不离，她与我

讲的永远都是关于越剧的话题。”樊婷

婷对记者说道：“年纪小时难免有惰性，

早上最‘怕’接到老师的电话，她总会问

‘怎么还在睡觉’‘怎么还没去练功房’，

现在永远都接不到她的电话了。”

晚年的金采风始终关注着越剧和

“金派”艺术的发展与传承，樊婷婷犹

记得上一次与老师对话正是在她排练

越剧现代戏《山海情深》的时候。由

于少有演现代戏的经验，樊婷婷打电

话向金采风请教，并把演唱录音发给

老师，金采风在医院细致地纠正了她

的情感处理和咬字轻重等细节。“老师

鼓励我说要放大胆子，一切从人物出

发，唱腔一定要唱好，因为越剧就是

要听唱腔。”她回忆道：“由于角色的

职业是设计师，老师特别关照，服装

要新潮、时尚一些。”如今，上海越剧

院的“金派”弟子并不多，“演好‘金

派’戏，带好我自己的学生，传承好

‘金派’艺术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纪

念。”樊婷婷对记者说道。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派”创始人金采风昨天逝世，享年92岁

她在越剧《红楼梦》里，演活了银幕第一个王熙凤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讯（记者张鹏）“按照课程标准实施教学，不随意增减
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严禁高三上学期结束前结课备考”

“合理安排学生在校作息时间，充分保障学生睡眠和自主学习活

动时间，严禁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近

日，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明确评价内

容主要包括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

等5个方面，共18项关键指标和48个考查要点。

《评价指南》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构建起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明确高中应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

正确办学理念，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要求，大力发展素质教

育，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注重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高中阶段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

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对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引领

带动作用。《评价指南》把推动树立科学教育理念、加强普通高中

学校办学和招生管理等作为重要评价内容，有利于促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为更好落实“双减”政策创造良好条件。

《评价指南》特别强调引导办好每所学校，促进普通高中

多样化有特色发展，促进学生能够理性选择适合自身成长发

展的高中学校，从而缓解义务教育学生升学压力，减轻过重课

业负担。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发布

为更好落实“双减”创造良好条件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 全球气候
变暖，夏季热浪突袭，植物如何安然度

过？科学家发现，除了调动能量主动

“防中暑”，植物还拥有“心静自然凉”

的佛系抗热法门。日前出版的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自然 · 植物学》发表了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林鸿宣课题组的新

发现，他们成功分离克隆了一种水稻抗

热基因，可降低热响应，未来有望通过

分子设计培育“不怕热”作物。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

世界粮食安全的一大重要问题。据报

道，年平均气温每升高1℃，将会对水

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带来3%至

8%左右的减产。目前，科学家已将此

次新发现的抗热基因成功导入广东优质

稻品种华粳籼74中，培育出了新的抗

热品系。在高温胁迫下，该品系的苗期

成活率提高8-10倍，单株产量增幅达

54.7%，结实率增幅达82.1%。

植物在与高温的长期对抗中，进化

出了不同的应对机制：一种是通过“积

极应对”来提高自身对于高温逆境的应

对能力，比如及时清除高温下积累的毒

性蛋白、活性氧等，从而减少高温对植

物体本身的损伤；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

“以静制动”，通过使自身钝感，减少热

响应消耗，从而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并在热胁迫结束后能够快速“灾后重

建”，以提高热胁迫下的生存能力。

通过遗传学手段，挖掘抗热自然基

因位点并对其调控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作物抗热遗传改良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其定位难度较大，尤其与抗热等

复杂性状相关的位点，挑战更大。

继2015年成功定位克隆了水稻首例

抗热基因QTL位点TT1后，林鸿宣研究

组最近又成功分离克隆了水稻抗热基因

位点QTLTT2。通过回交，研究人员成

功将其导入广东优质稻品种华粳籼74

中，从而培育成了新的水稻抗热品系。

由于TT2基因位点在各类作物中广

泛存在，并高度保守，例如在小麦中有

75.6%的同源度、玉米中有53.7%的同

源度，因此该抗热基因在抗热作物的遗

传改良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被挖掘、分离和克隆到的

很多抗热基因，几乎都是通过‘积极应

对’的方式来提高水稻的抗热能力。”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博士后阚义解释，然而在高

温胁迫下，植物光合作用受阻，能量处

于高度匮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

能量的主动应对策略会造成“能量惩

罚”，并最终导致产量降低。因此，“以

静制动”的方式则为植物抵御高温提供

了一种新策略。TT2基因位点就是通过

“以静制动”的方式赋予水稻抗热能力。而且，该基因在育种

应用上更为便捷，可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自然 · 植物学》同期在线发表了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司科

特 · 海耶斯博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蜷缩以避暑》，称其是抗热

研究领域的一大重要进展，有助于人类应对在快速变暖的地球

上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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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就要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为新年祈福。

昨天是农历腊八，为践行大学美育，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市高校“渊雷杯”师生

楹联书法作品展在普陀区美术馆拉开序幕。

何绍基、吴昌硕、启功在内的近现代书

法名家楹联作品30幅，让书法爱好者大饱眼

福。与书法名家作品一道展出的，还有上海

25所高校师生的113幅优秀楹联书法作品。

古今作品“隔空对话”，在为观众呈上书法盛

宴的同时，还提供把墨宝带回家的“福利”：

知名书法家和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系的学生

现场撰联、书联、送联、贴联，让观众把吉祥

带回家。活动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专家赏

联、专业人士导览，从楹联文本与书法艺术

两个角度传递楹联之美。

师生佳作“同台”，共书
“楹联三美”

自古以来，楹联以其巧妙的形式、精炼

的文辞为大众喜闻乐见。在华东师大图书

馆馆长胡晓明教授看来，楹联有三美：一是

诗意的美，二是书法美，三是情境美。“所以

楹联是一个综合的美学，是中国的国宝，楹

联的教育是一种生活美学的教育，也是一种

大地山川无言的教化。”

经半年多筹备，此次展览共征得上海49

所高校师生287件来稿，其中教师138件，学

生149件。作者中，既有年近百岁的老教师，

也有大学新生。入选作品题材广泛，既有讴

歌伟大时代、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也

不乏体现文人志趣、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佳

作。作品书体丰富、风格多样，体现了“书联

俱佳”的效果。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一位专家介绍，楹

联作为汉文字学独有的题材，以骈文与律诗

为源头，以字数相等、平仄协调、对仗工整、

言简意赅为特性，形成了最为精炼的文学形

式之一，历来为文人青睐。楹联常借助汉字

书写来呈现，因此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表现

形式。随着楹联习俗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一传

统文化形式。

为让更多市民直观感受楹联及传统文

化之美，主办方特意设置了近现代名家楹联

特展。作品大部分来自于温州衍园美术馆

珍藏，也有部分来自苏渊雷先生家属所藏，

市民据此可一次性“打卡”包括何绍基、左宗

棠、吴昌硕等在内的30位名家之作。

定下“自撰自书”要求，培
养懂传统文化的书画人才

本次师生作品展还有一大亮点在于，入

选师生作品均为自撰自书的原创文本，不少

作品“文质兼美”。之所以定下自撰自书的

硬性标准，源自对人才培养的深度思考。

“纵观历史，不少书法名家可谓书联俱

佳。但反观当下，传统文化语境与新语境已

经有了很深的隔阂，特别是对从事书法创作

群体而言，传统文本创作匮乏已成不可回避

的问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华东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张索感慨，当下

许多的楹联书法展览，很多作品仅停留在抄

写层面，原创文本严重缺失。张索认为，作为

培养人才的重镇，高校必须要扭转这一现象，

“提升书法作品的文化品质，实现文本原创，

楹联的自撰自书或可成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这个秋季学期，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组织了“每日一联”的打卡活动。两个多月

里，研究生每日在微信群中进行原创楹联接

龙。书法系教师俞丰告诉记者：“从习练结

果看，青年学生不仅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还

有相当高的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只是他们

对诗词楹联的创作规范和学习方法还缺少

了解。”

张索介绍，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篆刻专业

自创办以来，专门开设诗词题跋、楹联创作

等课程。此外，学院定期邀请名家开展楹联

文化讲座。“我们不仅希望能培养懂传统文

化的人才，还希望他们可以再跨前一步，积

极发扬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火种。”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艺术教育委员会指

导，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

市楹联学会，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渊

雷文化艺术基金会等共同组织，展览将持续

至元宵节后。

迎新春，跟着名家共赴“楹联之美”
■本报记者 吴金娇

视力一点点被侵蚀，周遭一点点变黑

暗，直至再也没有一丝光亮透过眼膜，这样

的人生，好似一趟驶入长长隧道的列车，终

点是无尽的黑暗。11岁的小易（化名）就坐

在这趟列车上——从出生起，一种名为先天

性黑矇（LCA）的罕见遗传性视网膜病变便

困扰着她，随着年龄增长，仅有的0.1视力，

也在被慢慢夺走。

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黑暗”，但最近在

上海，有人试图逆转之。日前，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眼科临床医学中心启动中国首项针对

LCA的基因治疗临床研究，首批6位入组患者

已全部完成手术，小易是其中唯一的未成年

患者。入组患者的随访数据释放出明确信

号：这个眼疾中的“不治之症”可治了，基因治

疗遗传性眼病的时代或将就此开启。

十几盏台灯“照亮”11岁
女孩生活

门诊上，记者见到了来自河南的小易和

她的父亲。活泼、开朗，又有些话痨，若不细

看她的眼睛，很难想象，这名11岁女孩已被

病痛折磨近10年。

小易1岁时，父亲杨先生发现她有些不

同，一到晚上便会大声哭闹，分不清人，也看不

清路，时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那时，这名年

轻的父亲不知道，困扰女儿的“祸首”是LCA。

作为一类发生最早、最严重的遗传性视

网膜病变，大多数LCA患者在婴儿期或儿童

期就开始出现严重视力障碍。由于发病率极

低，样本数量少，很多医生对LCA不甚了解。

多年来，辗转全国各地奔波就医，跑遍

国内最好的眼科，杨先生的希望却一次次被

浇灭。十几盏台灯“照亮”了小易的日常生

活——吃饭看不清盘中的菜，放一盏照明；写

作业看不清字，加两盏补光；连考试成绩都得

取决于天气，只有阳光晴朗时，试卷看得清

楚，考分才能高些。小易极少向父亲诉苦，只

会偷偷写在日记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星

星，晚上没有独自出过门，连天上飞过的飞

机，也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样子……最怕

在学校里测视力，同学们都会笑话我。”

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但绝非少数，

在我国有数万名LCA患者，病程进展到后

期，等待他们的便是失明。“医生，我什么时

候瞎？”市一医院眼科中心遗传病医生陈洁

琼告诉记者，门诊上总能听到患者失去一切

希望后的“灵魂发问”。每当这时，她总会心

头一酸，“遗传性眼病是一大类疾病，已知相

关致病基因近300种，但现代医学能解释的

仅占60%-80%，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仅仅

是明确诊断和遗传咨询，尚无有效疗法。”

“总有人要跨出第一步，
失败也能得到一份有用数据”

2017年，转机出现了。一款名为Luxtur 

na的眼科基因治疗产品在海外上市，能治疗

患有LCA的儿童和成人患者，据说疗效不错，

但治疗费高达85万美元。“这价格，真是想也

不敢想。”高昂的治疗费成了横亘在绝大部分

家庭面前的“天堑”，但杨先生不知，上海有一

支研究团队，也正发力这一新赛道。

“基因治疗，这是撬动遗传性眼病‘绝对

盲’的契机。”当时，市一医院副院长、眼科临

床医学中心主任孙晓东教授组建了一支遗

传性眼病诊疗联合攻关团队，涉及临床、基

础研发、转化等，向基于RPE65基因病变的

“2型先天性黑矇”基因治疗研究发起攻关。

该项目终于在2021年与朗信生物合作

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室及临床前研究，进入临

床研究阶段，开始招募临床试验志愿者。得

知消息，杨先生第一时间给孩子报了名。“每

位入组患者都怀着对医生极大的信任。”市

一医院眼科中心李彤博士很感动，第一位入

组者甚至表示，即使失败了也接受，“她说，

‘总有人要跨出第一步，得到一份有用的数

据报告便是值得’。”

这是一个医患双向奔赴光明的故事，共

同的对手是LCA。孙晓东说，为保证手术安

全、顺利进行，研究团队共制定几十条细则，

厚厚一沓预案是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对临床

研究的审慎。2021年9月16日，市一医院

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王泓在高倍显微镜下为

小易的右眼进行了中国第一例LCA未成年

人基因治疗手术。

稳稳走夜路的孩子让一
切都“值得”了

出院这天，小易和爸爸到家时天已全

黑。陈洁琼收到了杨先生发来的一条视频：

夜晚的停车场，小易独自在路灯下走着，时不

时踩着爸爸的影子。看到这一幕，她很感动，

孩子能稳稳地走夜路了，无数日夜的辛劳在

看到这个视频后化为泡影，一切都“值得”了。

12月16日，接受注射后的3个月，记者

再次在市一医院见到小易和她的父亲。“我

现在隔着很远也能看见这么大的字啦！”小

易一边笑着，一边对记者举起了小拳头。王

泓解释，基因药物的特点是“理论上一次注

射，可以实现长期表达”，因为药物会持续诱

导RPE细胞表达出正常功能的蛋白质。复

查结果显示，小易接受注射的右眼情况稳

定，视力持续恢复，团队也将持续评估观察，

寻找合适的时机，治疗她的左眼。

此次入组的6名患者视力均得到不同

程度的恢复，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们的夜晚

不再是“一片漆黑”。“第一款LCA基因治

疗药物的成功研发，不仅有望使LCA患者

摆脱失明，也意味着该药物研发生产体系

得到了临床验证。在许迅教授领导下，市

一眼科从通过高质量临床研究推动中国首

个大分子1类新药康柏西普上市，到全球新

药IBI302的临床试验，再到如今的基因治

疗。我们搭建的临床研究体系，成功打通了

‘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生物医药产业

闭环。”孙晓东说。

这群上海医生勇做拓荒者，只为更多人

守住“光明”。

上海市一医院开启中国首项先天性黑矇基因治疗临床研究

逆转“注定的黑暗”，为更多人守住“光明”

逝 者

市一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王泓为小易检查视力。

金采风表

演细腻隽永，

善于刻画人物

的内在感情。

图为金采风在

《碧玉簪》 中

饰演“李秀英”

一角。

展览展出作品书体丰富、风格多样，体现了“书联俱佳”的效果。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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