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为孩子造一个更艺术更深刻的梦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设“儿童剧专业平台”

一片竹林深处，
钻出两 个 黄 头 发 蓝

眼 睛 的 异 乡 人 ， 把

金 、木 、水 、火 、土的

五行元 素 融 于 舞 蹈

与视觉呈现，把小观

众领上舞台，一起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这部有着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儿童

剧《稚子行·熊猫的家》，来自意大利艺术

家与中国团队的联合制作。 在本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设的 “儿童剧专业平

台”活动上，越来越多戏剧艺术家参与到

儿童剧的创作中， 不仅带来更精致的制

作， 同样也在思考如何为孩子们提供更

为深刻、严肃的内容。
继去年开创“儿童亲子板块”后，今

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首

次设置“儿童剧专业平台”，整合推介演

出、 主题论坛和展台交流等多项内容来

关注不断发展的儿童剧领域。
放眼海外， 以儿童戏剧为核心的艺

术节也不在少数。 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

的丹麦四月艺术节是专为青少年儿童举

办的国际性戏剧汇演。 爱丁堡国际儿童

戏剧节小而精， 专注扶持优秀儿童剧原

创项目。 澳大利亚“大梦想”儿童艺术节

则选择与政府的教育部门合作， 目前已

能覆盖当地 80%的青少年。 加拿大蒙特

利尔国际儿童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
一些肢体儿童剧在这一平台大量呈现。

随着更多平台的搭建和更多专业创

作者的加入， 儿童剧不再是人们以往认

知里幼稚、好玩、简单的艺术创作。 一些

严肃议题也被纳入儿童剧的表达范畴。
丹麦黑匣子舞团甚至为青少年观众排演

了一出现代舞版本的《七宗罪》。“在这样

表现深刻主题的儿童剧中， 或许有让孩

子伤心或者迷惑的地方， 对此我们并不

回避和担心， 因为艺术是帮助孩子们陶

冶灵魂、建立世界观的。”澳大利亚“大梦

想”儿童艺术节创意制作人苏珊娜·斯维

尼认为，这是艺术给孩子建立同理心，鼓
励孩子了解人类生存状况的绝好机会。

有了专为孩子创作的艺术态度，如

何把它变为一台具有国际水准的戏剧，
产生更大的艺术影响， 是业界人士探讨

的重点。如今，联合制作已成为国内儿童

剧人向全球艺术家学习的主要 途 径 之

一。在本次儿童剧专业平台上，《我要飞，
去月球》《稚子行·熊猫的家》等一系列中

外联合制作的剧目颇为引人瞩目。 前者

自首演以来不到三个月， 已经在沪上演

出两轮，而后者在国内演出前，已经在意

大利掀起一阵“熊猫热”。
两部成功儿童剧的制作方各自给出

经验。 《我要飞，去月球》的关键词是“动
画创意”，作品由上海儿童艺术剧场购买

西班牙版权， 以多媒体动画结合真人表

演。虽然全剧仅有一位演员和一块屏幕，
可屏幕上的大抽屉一拉开， 演员往里面

一站，就有了躺在被窝里的效果；屏幕中

挖出一块，演员把头伸进去，就能“登上”
各大报纸头条……这样的创意能牢牢锁

住观众的视线。 “互动性”则是《稚子行·
熊猫的家》努力追求的。多媒体设备在舞

台上投射出一条“魔毯”，舞蹈家将小朋

友邀请上台， 让他们自由活动。 中方制

作、 北京立里空间文化传媒联合创始人

任立竹表示，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出

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 由此

“打开这样一扇了解之窗，观众所能够触

及到的广度和深度是无法衡量的”。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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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在平凡人的故事里春风化雨
老百姓唱主角的综艺节目里，来的都是普通人，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际遇走进每个观众心里

家是什么？ 他们说， 是跟父亲聊

聊篮球赛； 是教姥姥认认汉语拼音卡

片； 是每天出门时妈妈总会送到电梯

口；是每到橘子成熟时一家子孙从四面

八方回来陪爷爷摘橘子；也是冬日里哪

怕坐得再挤也要在一张桌子、 一口锅

里 涮 羊 肉……跟 荧 屏 前 的 大 多 数 一

样， 他们是平凡中国人的一分子。 正

因为平凡普通 ， 他 们 所 描 述 的 有 声

音 、 有画面 、 有 温 度 、 有 香 气 的 日

子， 会让观众感同身受。
近日， 荧屏上播出了一批老百姓

唱主角的暖心综艺：湖南卫视的《儿行

千里》、安徽卫视的《百家姓》、辽宁卫

视的 《中国好家庭 》等 。 节 目 形 式 不

一， 或聚焦一个家庭里远行的人，或

找同姓不同乡 的 人 来 讲 讲 姓 氏 里 的

传说，但有一点相同：没有明星，没有

争议，没有炒作，有的只是中国大地上

发生的真挚感情和鲜活故事。
当 普 通 人 遇 到 不 普 通 的 人 生 际

遇， 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深沉力量， 会

让普通观众找到生活里的暖意， 能走

进每一个有家的人的内心柔软处。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涓涓细流汇成时代洪流

“我小时候特别崇拜爷爷， 觉得

他很有学问。 镇上赶集时， 他走到哪

儿 ， 哪儿就有 一 群 老 乡 跟 着 请 教 问

题， 从教育孩子到土地承包， 问什么

的都有。” 今年 47 岁的吴松说， 他打

小立志要成为爷爷那样的人， 一名乡

村教师。 而今， 已执教鞭 29 年。
新播出的一期 《儿行千里》 给观

众介绍了一个大家庭。 在四川成都邛

崃天台山镇太和乡， 吴松家三代人有

七位接茬守着 乡 村 学 校 。 学 校 办 了

66 年， 吴家人在那教书 63 年。 如今

镇上 9000 多人， 几乎每家都有吴家

的学生。 学校里第一次开化学课， 第

一次自己动手建篮球场， 第一次有老

师被评上成都市优秀班主任， 都跟吴

家有关。
鼓励孩子勤学善学， 是吴家人的

信仰。 即使大半辈子文化水平不高的

奶奶， 也一直记着她曾祖父的训言，
“不读书不知天下事”。 所以， 她在人

生古来稀时问小辈借来 《新华字典》

重新学习， 也是从那时起， 她给全家设

立了一个重要的仪式。 每年腊月二十七

即奶奶生日这天， 她会颁发年度家庭教

育基金奖。 基金取名 “好好学习”， 里

面的钱是奶奶从平常小辈的孝敬里积攒

而得 。 2016 年 ， 吴家第四代娃娃有人

因为考了 100 分 拿 了 奖 ， 也 有 的 因 为

“学会走路” 获颁一奖状。
就这样， “好学不倦” 的家风根植

在吴家人心里， 也从吴家几代人的身体

力行中影响了乡里乡亲。 这所乡村学校

的学生， 在多次邛崃学区的联考中名列

前茅。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 “在大

山里， 一位乡村教师可能就是一个区域

中心， 一个教师家庭的家风可能会辐射

到当地的民风。 家风相连成民风， 民风

相融汇成国风。”
这片土地上 ， 一 家 人 投 身 一 项 事

业， 一个个小家之力聚合成磅礴之力的

案例不胜枚举 。 在辽宁 ， 《中 国 好 家

庭》 请来了张光伟一家 ， 他们全家 15
人里有 11 名工作在祖国铁道上的各个

岗位。 从绿皮火车到动车高铁， 正是许

许多多如他们那样踏实工作的人， 中国

铁路才把亿万乘客安全送往祖国各地。
在海南琼中， 湖南人肖山已守了 12 年，
把一群女足姑娘从零开始带上了俗称“小
女足世界杯”的哥德堡女足世锦赛冠军宝

座。 寒来暑往，肖山继承的是父亲的志愿，
也感染着他的妻子。 妻子辞去海口的工

作，夫唱妇随，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浇灌着深

山里的铿锵玫瑰。在陕西榆林，张立强从父亲

手里接过剪树苗的剪子，跟着母亲———全国

劳模牛玉琴一起，扎根沙漠，一家人 30 多年

终换来 11 万亩荒漠变绿洲的奇迹……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每个人都

用心经营一个家 、 一件事 ， 做成的是小

事。 但万千涓流终汇成澎湃洪流， 中华民

族的优秀美德在无数 “献完青春献子孙”
的故事里生生不息。

温情但不催泪， 有爱有
益也有趣才能照得人心一片
皎洁

有人说， 温情类节目爱煽情， 爱

“卖苦”。 但眼下这几档节目， 不刻意

发催泪弹， 都力图做得有爱有益也有

趣；不仅有感动，还能照见人心底的一

片皎洁，让观众在看完后有所启迪。
以《百家姓》“高”这一期为例，科

普作家高士其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
耗费三个月投奔延安， 成为第一个抵

达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留美科研人员。
他报国的事迹绝对是励志的教科书，
而他把本名改 作 现 用 笔 名 的 心 路 历

程，才更具现实的借鉴意义。 节目中，
高士其学术成长资料研究小组的成员

告诉观众，高士其原名高仕錤。后来他

把“仕”去掉“亻”，把“錤”去掉“金”，可
见其淡泊名利之心。

更典型的是 《儿行千里》 中维和

士兵的苦中作乐。 作为中国第三支赴

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成员， 杨

帆和他的战友们在远离故土一万多公

里的地方执行 国 际 维 和 任 务 。 危 险

吗？ 掂掂他们每人身背的 30 公斤装

备就知道。 苦吗？ 听听一百多人里有

30 多 位 得 过 疟 疾 就 知 道 。 想 家 吗 ？
杨帆说： “后半夜两三点守夜哨的时

候， 手电筒照向前方， 莹莹的光束立

马被黑暗吞没。 再听后面有海浪声，
那就是大西洋。 每当农历十五， 海上

升明月， 不想家不现实。 但一想到国

家赋予我们重任， 就不那么想家了。”
但渲染苦或累并非全部， 节目里

还展示了中国维和战士们的中国 “神
器”。 比如一年到头食物单一， 大伙

就看 《舌尖上的中国》 解馋， 想吃什

么就看哪一集望梅止渴。 又比如中国

寻常可见的蚊香、 蚊帐、 防蚊面罩，
在那个蚊虫肆虐、 埃博拉病毒流行的

地方， 都是稀罕物， 为杨帆他们狠狠

刷了把自豪感。 更不消说中国科学家

发现的青蒿素对于当地的疟疾大有裨

益，中国大阅兵的豪迈，让当地机场的

海关人员冲着中国战士直比大拇指。
通过荧屏上中国家风的讲述者，

观众得知： 有人在自家受灾后把还清

老乡的债务摆在第一位， 还债路走了

整整七年； 有人为母亲掌厨 700 多天

不 重 样 ，88 岁 高 龄 的 老 母 华 发 抽 青

丝；还有人 17 年骑行 40 多万公里，背
破 12 个出诊包， 为周边 28 个村的数

千村民看病， 为的是用一辈子行医来

回报当年凑钱供他上学的乡亲……
感动之余更催人奋进， 这就是中

国家风的真谛。
每到春节， 有副对联是很多人家

的选择：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风

吹日晒，字迹会模糊，好家风却会如化

雨春风，护着家、护着国。

文化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宁波分会场揭幕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昨晚，英国小

提琴演奏家查理·席姆携手捷克国家交

响乐团为宁波观众献上一台音乐会，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宁波分会场揭幕。
去年起艺术 节 首 次 设 立 宁 波 分 会

场， 这也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拓展区

域文化辐射力的一次尝试。 据悉， 本届

艺术节宁波分会场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

25 日， 在此期间 ， 《芬兰国宝级钢琴

家佛克·格拉斯贝克独奏音乐会》 《比

利时奇异二人钢琴组合音乐会》 《英国

瑞托卡双小提琴音乐会》、 田沁鑫导演

的话剧 《聆听弘一》 等 10 台国内外精

品舞台演出将一一呈现， 为宁波观众带

来丰富的艺术享受。
与此同时， 宁波市演艺集团以诺贝

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为题材创作的民族歌

剧 《呦呦鹿鸣》， 也将在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舞台上呈现。 屠呦呦出生于宁

波， 2015 年 12 月， 宁波市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受邀， 赴瑞典为屠呦呦领奖之行

系列活动演出， 见证了中国科学的荣耀

时刻。 今年 5 月 30 日， 民族歌剧 《呦

呦鹿鸣》 首演于宁波。

我们见证祖国的强大，我们为伟大祖国歌唱
平均年龄72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以歌声欢庆十九大胜利召开

日前，一首饱含深情的《我爱你中

国》让一支平均年龄 72 岁的合唱团家

喻户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他们

忙碌着为下一场演出认真排练， 用一

首《祖国不会忘记》纪念他们的青春，
纪念那段投身火红的建设事业的光辉

岁月。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

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
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排练厅里，他
们的歌声浑厚嘹亮， 他们一生最自豪

的就是，亲眼见证了祖国越来越强大。
排练间隙， 这群爱唱歌的老人接

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面对国家发展的

日新月异，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

团的成员们无 疑 是 最 有 感 触 的 一 代

人，他们不仅是见证者，同时也是参与

者。他们中间，有新中国第一代飞机的

设计师、 有土木工程的领军人物、有

“两弹一星”功臣，以及化工、电气、船

舶领域的专家和高级工程师。 他们在

戈壁荒漠间日复一日地钻研技术，把

宝贵的青春和毕生所长奉献给了国家

的建设事业。

无论 70岁还是 80岁，都
不会忘记自己的“青春之歌”

自从在综艺节目《出彩中国人》上
连续亮相，合唱团感动无数国人，视频

在网上广泛传播， 收到远在大洋彼岸

的几十年未见老同学、老朋友的点赞。
社区活动、演讲邀约请求纷至沓来，合
唱团的演出邀约甚至多了好几倍。 但

最重要的是， 合唱团一下子多了很多

孙子孙女辈的“粉丝”，这让这些甘于

平静生活、 自娱自乐的老人们有点惊

喜，有点意外。 “我们每周聚在一起唱

唱歌，原本只是丰富老年生活。但没想

到影响了那么多人， 尤其是年轻的孩

子们， 心里挺高兴的， 觉得自己还有

用。”艺术团成员们不约而同地对记者

说道。
成立十年来， 这支艺术团如今已

聚集起了 70 多名清华校友。他们多才

多艺，年轻时起就对艺术充满热忱。钢
琴、小提琴、葫芦丝、二胡、琵琶、山东

快板……很多人都身负所长， 艺术团

团长刘西拉常常把他们的乐器特长与

合唱表演融合在一起。 排演的各种艺术

歌曲不少，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共青团

员之歌》《走向生活》 这些洋溢着青春朝

气、充满干劲的歌曲。
清华大学化 学 工 程 系 出 身 的 严 成

钊， 毕业后前往贵州参与我国首个维尼

纶生产配套大型化工项目建设， 一干就

是 24 年。 刚起步的头两年，严成钊身为

技术人员， 干的却是土建队的活儿，木

工、混凝土工、瓦工，什么都是自己上。他
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贡献给了国家的化

工事业， 如今回顾过往， 是一本厚厚的

书。 严成钊总是想起歌词里唱的：“阳光

照耀着平原和山岗， 歌声飞扬在祖国的

大地上。田野的麦穗向我们招手，工厂的

汽笛为我们欢唱……假如祖国需要我们

去到哪里，我们就张开翅膀。 ”这些充满

激情的旋律和他们的青春记忆紧紧相连

在一起，每当唱起这些歌，热血又涌上了

心头。

唱哭了无数人的 《我爱
你中国》， 唱的是不变的初心

人老心不老。 古稀之年的他们， 歌

声中依旧回荡着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宛如少年时， 这是最打动观众的地方。
刘西拉说 ， 艺术团 里 的 每 一 个 人 都 有

自己的故事 。 每个人的故事都 是 不 同

的 ， 但又都是相同的 ， 那是时 代 对 青

年的召唤 ， 那是扎根土地 、 投 身 一线

的 生 动 经 历 ， 那 是 激 情 燃 烧 的 岁 月 ，
“只有真正劳动过的人， 唱出的劳动号

子才是响亮的”。
他们的 演 奏 与 歌 唱 之 所 以 能 打 动

人心， 并不在于技巧有多么高超纯熟，
而在于他们 的 情 感厚重 、 深切 ， 更无

比真实。
张利兴将军和朱凤蓉将军伉俪， 在

条件极其艰苦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奋斗了

大半生。 朱凤蓉动情地告诉记者， 他们

当时生活条件虽然异常艰苦， 却一直充

满自信， 觉得什么都难不倒自己， 什么

艰难都能够克服。 昔日苦难， 今日云淡

风轻， 他们被誉为民族的脊梁， 受人尊

敬。 朱凤蓉却希望， 社会能把目光更多

地 聚 焦 在 “螺 丝 钉 般 的 人 物 ” 身 上 ，
“最终的实验数据从我们这些科研人员

手中诞生， 但不能忘记那些打钻取样的

工人。 我们事业的成功是在集体中取得

的成功， 绝非个人的胜利”。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了

一辈子， 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国家怀

有深刻而独特 的 情 感 。 刘 西 拉 的 妻

子、 同时也是艺术团的钢琴伴奏陈陈

说： “《我爱你中国》 就好像是引言，
唱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变的初心， 而

《祖国不会忘记》 像是我们光荣的结

语， 毕竟我们都退休了， 能发挥的余

热有限了。” 她的话， 代表着这批平

凡又伟大的老人们的心声： “我们终

将回归安静的退休生活。 但在年轻一

代蓬勃的朝气里， 我们看到了民族无

比美好的未来。”
去年， 艺术团一行人在参观西南

联大旧址的过 程 中 ， 走 进 了 一 间 教

室 ， 这间教室依 然 保 持 着 当 年 的 原

样。 “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现年

82 岁的张开惠感慨 ， 很难想象是如

何从中走出了杨振宁、 李政道、 邓稼

先 、 朱 光 亚 那 么 多 的 大 师 级 人 物 。
“当时我们坐下来开始唱起当年的歌，
唱了两句 ， 眼 泪 就 止 不 住 地 流 下 来

了。” 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就像细雨

绵绵， 润物无声。

▲中国第三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杨帆。
（均节目组供图）

▲在 肖 山 老

师一家子承父业、
夫 唱 妇 随 的 投 入

下 ，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海 南 琼 中 走 出

了 一 支 女 足 世 界

冠 军 队 。 图 为 女

足队员们。

荩吴 松 一 家

三 代 出 了 七 名 乡

村教师，63 年的接

力坚守下，他们一

家 几 乎 教 遍 了 全

镇家家户户。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成员们在为演出认真排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