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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月， 斌斌参加工作就满两

年了。这件事听上去没什么大不了，可

对于一个从小被诊断为中度自闭症的

孩子，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却

曾是他和家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斌斌最喜欢校长妈妈。 ”这句稚

拙的话里藏着一个难以向他人敞开心

扉的孩子全部的深情。 而斌斌口中的

“校长妈妈”， 就是闵行区启智学校校

长石筱菁。躬耕特殊教育十四载，她一

边牢牢牵着孩子的手， 一边努力重构

现代特教的价值： 心智和身体发育迟

缓的特殊孩子也要自理自立， 走出家

庭融入社会，支撑起生命的尊严，点燃

生活的希望。“虽然特教老师不能享受

到‘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但我会因

为孩子的点滴成长而满足。”这是石筱

菁的育人初心，也是她的幸福所在。

真心换来真心

2005 年，石筱菁来到启智学校接

任校长，在那之前，她已在普通学校工

作 13 年，骤然“转战”特教领域，实在

是个不小的挑战。她记得，刚来启智学

校时， 全校只有五个毕业于华东师范

大学特殊教育系的“科班生”，其他老

师同她一样都是特教的“门外汉”。 而

这里的 100 多个孩子却是 “特殊中的

特殊”，他们智商均在 50 以下，除单纯

性智障外，还有数十种残疾病症。

“教室里每天都充斥着喊叫声、哭

闹声，很多孩子大小便不能自理，不少

还有暴力倾向。在这里，没有一个老师

没遭孩子打过。”石筱菁坦言，她曾在和一个孩子打招呼时，

突然被打了一个耳光；还有个孩子在情绪不稳定时咬老师，

但老师没有挣扎，反而笑着安抚他。 在石筱菁看来，特教老

师不仅是老师，也是护士、保姆。教育就是这么神奇，即便在

特教领域，真心也能换来真心、耐心也能等来成长。 石筱菁

相信，斌斌不会是孤例，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特殊孩子通过教

育，成为自立的劳动者、社会人。

特教更需“有智慧的爱”

石筱菁一直坚持延展特殊教育的宽度和深度， 引入医

学、康复学、语言学、运动学等学科，为孩子们“设限的人生”

开拓更多可能。秉承因材施教理念，石筱菁带领教师团队针

对不同病症类型的孩子制定不同的训练方法。比如，针对自

闭症孩子， 石筱菁发现他们的言语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比

较弱，行为非常刻板，但他们往往有音乐、艺术等其它方面的

天赋。 为此，她在课程建设上动了很多脑筋。 如今，在集体课

程之外，她动员老师们着重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为他们“量

身定制”个性化课程，包括社交、言语、行为、绘画、音乐等。

在富含爱和智慧的教育中， 很多孩子身上出现了奇妙

的“化学反应”：擅长绘画的智障孩子举办了画展，出版了画

册；学校文艺舞蹈队走进了上海大剧院演出；“雪鞋走”运动

项目连续四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冬季特奥会，摘得 18 枚

金银牌……石筱菁知道， 这些成绩的背后饱含着多少学生

和老师的汗水、泪水，但是，能够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不就是

一个“妈妈”最大的骄傲吗？

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
本报西安 9 月 8 日专电 （驻陕记者韩宏）昨晚，由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陕西省政府共同主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第

六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在西安陕西大剧院举行， 陕西

省戏曲研究院青春版秦腔历史剧《杨门女将》作为开场大戏震撼

亮相，为中外观众奉上了一份文艺大餐。

本届艺术节秉承中华文化“和平、和谐、合作”价值理念，聚

焦“丝路核心、中华文化、国际元素”三大主题，坚持“丝路艺术的

盛会、民心相连的桥梁、人民群众的节日”办节宗旨，吸引了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与。

本届艺术节 5 大板块精彩纷呈。其中，文艺演出板块包括意

大利、法国、德国、波兰、俄罗斯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 台剧目

51 场演出，以及上海、天津、浙江、湖南、山西、四川、西藏、甘肃

等 10 个省（区、市）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26 台剧（节）目 47 场演

出，舞台总演出场次 98 场。 演出剧（节）目囊括了戏曲、话剧、儿

童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芭蕾舞、音乐剧等艺术形式。 荣

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话剧《平

凡的世界》，以及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黄梅戏《邓稼先》、昆剧

《乌石记》、沪剧《敦煌女儿》、儿童剧《时间森林》、音乐剧《丝路恋

歌》、芭蕾舞剧《精卫》、越剧《苏秦》等精彩剧目将集中亮相。

美术展览板块以“丝路精神，时代丹青”为主题，涵盖了 1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件作品。 与此同时，还将举办“2019 年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 （西安）”“2019 国际现代艺术周”“2019 国

际儿童戏剧周”“2019 国际创意动漫周”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省优秀剧（节）目展演”等 5 项专题活动。

艺术节闭幕式将于 9月 21日晚在西安广电大剧院举行，并举

办颁奖仪式，闭幕式后演出上海民族乐团的音乐会《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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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3000公里，沪剧《敦煌女儿》
在敦煌大剧院收获掌声

导演滕俊杰希望明年能将该剧拍成8K全景声沪剧电影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跨越 3000

公里，沪剧《敦煌女儿》昨天回到“家乡”，献

演敦煌大剧院。 敦煌研究院部分学者、海外

“敦煌学”研究专家、当地观众与上海戏迷团

近千人观看了这场演出。 记者获悉，上海沪

剧院历时八年打磨的《敦煌女儿》，有望延续

沪剧电影实景拍摄的模式，计划在明年被拍

成 8K 全景声沪剧电影，导演滕俊杰正带队

在敦煌采风———舞台上一些难以展现的莫

高窟实景、大漠风情等都将通过影像画面进

一步丰富补充。

“这次来敦煌演出，对于沪剧来说是新

鲜陌生的，然而对于来此地演出讲述几代莫

高窟人守望大漠的沪剧《敦煌女儿》，又是亲

切熟悉的。”在昨晚的演出现场，上海沪剧院

院长、该剧主演茅善玉动情地说。临近尾声，

当“数字敦煌”在茅善玉的大气唱腔中娓娓

道来，舞台同时投射出洞窟佛像的三维立体

影像，观众席响起热烈的掌声———是为了吴

侬软语也能展现的磅礴之势，更是为了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以

数字技术将这一人类文明瑰宝留存给子孙

后代的远见卓识。

昨天的演出是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

国际旅游节闭幕系列演出之一。 此次《敦煌

女儿》西北巡演将先后历经兰州、敦煌和西

安三站。 9 月 3 日，应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邀请，该剧作为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参演作品在兰州音乐厅上演。 9

月 12 日，该剧还将应“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节”邀请于西安易俗大剧院演出。

三站演出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一关键

词。 眼下，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正再次成

为人们的焦点，掀起了新一轮热潮。 保护好

国粹，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

为构建“一带一路”服务，也成为越来越多文

化工作者正在践行的使命。

演出前一天，剧组全体演职员专程来到

敦煌研究院 ，与 “敦煌女儿 ”樊锦诗进行座

谈，实地探访敦煌人保护修复文物的艰辛和

收获。比如，樊锦诗初入敦煌，便被第 259 窟

禅定佛陀犹如“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所吸引，

但其在达·芬奇创作这幅传世之作时， 禅定

佛陀塑像已经在莫高窟“笑了”一千年；而樊

锦诗到敦煌第一夜住在了王道士发现藏经

洞旁的破庙，睡的是土炕，喝的是雨水……

这些鲜活的故事以及剧中所呈现的历史人

文、莫高窟文物保护等，通过敦煌人的讲述，

让演职人员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或许正是多了这份感同身受，舞台上百

余位演职员表现得更加动情，赢得当地观众

的认可。 专程来看戏的上海戏迷团，混坐在

西北观众之中， 也仿佛多了一重仪式感，演

出也让他们更觉感动。

就在 “西北之行” 的巡演过程中， 多

方机构、 团队已经找到茅善玉， 希望共同

打造 《敦煌女儿》 的衍生文化产品。 除了

计划在明年走上银幕之外， 沪上有机构邀

请沪剧院将 《敦煌女儿》 做成文旅结合的

常驻演出 ， 通过打造敦煌莫高窟的实景 ，

让游客感受敦煌文化与沪剧文化的交融之

美。 还有甘肃媒体找到沪剧院， 希望舞台

演出的原班人马打造一部普通话版的广播

剧 《敦煌女儿》。 八年的上下求索， 初见其

市场潜力， 茅善玉不无感慨： “只要把作

品打造好， 让老百姓认可， 就会有机会不

断寻上门来， 不断扩大影响力。”

上海沪剧院历时八年打造的沪剧 《敦煌女儿》 剧照。 沈刚摄

《叶甫盖尼·奥涅金》用歌剧发掘文学“潜台词”
本周三起在沪上演，揭幕上海大剧院 2019/2020 演出季

今年是普希金诞辰 220 周年，由柴可夫

斯基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俄语歌剧

《叶甫盖尼·奥涅金》将于 11 日起在沪上演，

为上海大剧院 2019/2020 演出季拉开序幕。

昨天， 该剧导演亚历山大·泰特尔， 音乐总

监、 指挥菲利克斯·克洛波夫与上海音乐学

院教授、上海歌剧院首席指挥张国勇做客上

海大剧院，以“从普希金到柴可夫斯基———

从文字到音乐的转换”为题展开对谈。

普希金 1830 年完成的小说《叶甫盖尼·

奥涅金》，被批评家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生

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作

品成功塑造了贵族青年奥涅金这一俄罗斯

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柴可夫斯基将其改编成歌剧时，不仅遵

循原著人物性格，也十分注意挖掘普希金文

字里蕴藏的深厚诗意，尤其凸显那些在他看

来“能进入人灵魂深处的东西”。

自 1879 年由柴可夫斯基执棒首演以

来，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世界各地不

断上演。此次来沪演出的是俄罗斯国立莫斯

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

科音乐剧院，在其“主场”，歌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就演出了千余场，而该剧对于这座

剧院还有更重大的意义：戏剧大师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曾创立一个培养年轻演员的学校，

1922 年该校演员演出的首部作品就是 《叶

甫盖尼·奥涅金》，可以说这部歌剧促成了这

座剧院的诞生。

在 19 世纪俄罗斯经典歌剧名录中，根

据普希金著作改编的作品几乎占据半壁江

山。亚历山大·泰特尔介绍说，这些作品中一

类是根据神奇故事或历史题材改编的 “大”

歌剧，另一类则是着重探索人物心理和性格

的“室内”剧，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堪称

后者中的典范，因为剧中音乐不局限于为唱

词配乐，更试图以自身交响性，来挖掘和阐

释剧本中意犹未尽的潜台词。正如柴可夫斯

基常引用的那句海涅名言 “言语停止的地

方，就是音乐的开始”，作曲结束后，柴可夫

斯基还为作品发明了一个体裁的专称“抒情

场景集”。

菲利克斯·克洛波夫表示， 今天不少剧

场上演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音乐经过了改

良，而根据柴可夫斯基最早的总谱，该剧音

乐会更加绵长和平静。 此次来沪演出的版

本， 将原汁原味呈现柴可夫斯基最初的想

法：整出歌剧具有流动的美感，不依靠刻意

放大的音响来完成转场。与音乐上的相对安

静、温柔和简练呼应，该版《叶甫盖尼·奥涅

金》 舞台布局简约， 且剧情中有不少留白。

“整部作品颇具象征性， 缺乏琐碎的生活场

景，有些演员甚至没有台词，这样做是为了

引导观众把更多注意力集中于主人公内心，

想其所想、忧其所忧，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

子。 ”亚历山大·泰特尔说。

“眼下有些歌剧，把大量资金放在灯光

舞美和布景上，试图以华丽的外在引起观众

兴奋。”在张国勇看来，歌剧不应该只用来吸

引人们眼球，勾起大家拍照和发“朋友圈”的

欲望，优秀的作品能够引发听众省思，展开

心灵的交响。

“我和我的祖国”在如画古镇荡漾开来
快闪 MV 今晚首播，《航拍上海·青浦篇》明晚首播

本报讯 青浦区近日在朱家角古镇举行

了一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吸引了近

千名市民和游客参与。 巨幅五星红旗自古镇

小桥上展开，人们欢呼“我爱青浦，我爱上海，

我爱中国”。

清晨的古镇朱家角， 俨然一幅美妙的水

乡生活画卷。嘹亮的小号声响起，人们停下脚

步，循声而去。 晨风中琴声缕缕，上海音乐学

院的学生们站在放生桥上，一声“我和我的祖

国”荡漾开来，飘过河面，穿过小巷，引来众多

游客。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歌声

中，赛艇运动员在河水中击水前行；“每当大海

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全国最美家庭入围

者陈君芳家庭歌唱着奔上桥面……指挥家萧

白、雕塑家杨冬白、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陈劭龙、志愿者代表丁小木等青浦各行业代

表和海内外游客来到放生桥上，共同展开巨幅

五星红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歌声。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由中共上

海市青浦区委员会、青浦区人民政府主办，快

闪 MV 今晚在东方卫视《东方新闻》首播，《航

拍上海·青浦篇》将于明晚首播。

《我和我的祖国》上海各区快闪 MV 展播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闻

办共同主办，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报业集

团、东方网承办，各区展播片将在东方卫视等

本市主流媒体播放, 展播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10 月。 目前，各区快闪 MV 网络点击量已逾

亿次。

左图：人群展开国旗高呼 “我爱中国”。

(青浦区委宣传部供图)

人物小传
石筱菁， 闵行区启智学校校

长兼党支部书记、 闵行区特教指
导中心主任。 坚守特教阵地 14

年， 凭借一腔热忱和教学钻研，

帮助一批心智和身体发育迟缓的
特殊孩子实现自理自立。 曾获全
国特教园丁奖、 全国 “十一五”

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 、 上海市
“五一” 劳动奖章等。

金融加码，“航运生态圈”呼之欲出
（上接第一版）试想一下这样一幅画面：当某

一货物装船后， 相关信息马上推送至相关承

运人、船舶运营方、港口码头运营商，这些企

业和单位可以安全可靠地实现数据共享，提

前追踪货物轨迹，确定其进港、通关时间，这

将大大提升货物贸易运营效率。

浦发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如果包

括银行在内的一些金融机构也能被吸纳进

入，将为货物贸易提供更好的融资支持、结算

支持，更好发挥金融与航运的协同效应。

助力绿色化转型， 推出专项
金融服务

从内外部需求来看， 中国航运业总体走

势令人欣慰。一方面，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进博

会将有利于中国扩大消费品进口， 对增加集

装箱回程货、 促进双向货量平衡起到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总额预计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虽然航运业需求正旺， 但受到明年即将

生效的国际海事组织（IMO）“限硫令”影响 ，

许多船舶开始进港完成脱硫塔等设备的安

装。 三年前，IMO 决定进一步减少全球航行

船舶硫排放限额，从 3.5%降低到 0.5%，并将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强制生效。

作为 IMO 成员国，今年以来 ，我国航运

业绿色化转型进入“快车道”。 针对航运业激

增的船舶改造计划、绿色港口建设需求，浦发

银行推出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能效融资、清

洁能源融资、环保融资、碳金融、绿色装备供

应链融资等， 可为包括中远海运在内的众多

航运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强强联手， 长三角港口群实
现协同发展

不久前， 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上半年我国

各大港口“成绩单”，长三角港口群整体表现

亮眼，已公开数据的 24 座城市累计货物吞吐

量达 256623 万吨，占全国的 38.2%。

下一步， 浦发银行将与中远海运强强联

手，进一步提升航运生态圈服务能力，提升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能力

和辐射能力， 对内促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 对外发挥好国家

“一带一路”桥头堡功能。

航运业处于全球贸易市场前沿，一头链接

原材料、制造型企业等货主，另一头则是港口、

物流企业等服务提供商， 构建了一个庞大的

“生态圈”。 只有将相关企业、单位更好融合在

一起，才能不断提升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以浦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 “生态

圈”中扮演的角色是敏锐洞察、精准满足各类

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进一步提升航运业整

体运营效率。

石筱菁在对学生进行手部精细动作训练。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