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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尾声，一名女生“抢”到了话筒，不作提

问，只是表白，致敬乡村教师，致谢一部好剧让

大家看到了家乡的春光美景与乡村教育故事。

女孩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2024级博

士新生，从家乡贵州铜仁走到全国重点大学，她

说成长路上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乡村教师，就像

剧中那一笔笔令人感同身受的细节。

时值第40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乡村教

育话题剧《春风化雨》正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播

出。该剧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福得文化等

联合出品，是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引导扶持专

项资金项目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

创作资助项目。创作者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

时代背景，讲述一群甘于朴素无闻的乡村教师

用爱与心血浇灌一代代学子，帮他们追逐人生

梦想的故事。

昨天下午，《春风化雨》主创走进华东师大

校园，谈论乡村教育的温度、理想与现实，对话

师生、尤其是台下数百名师范新生。华东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感慨，教育，是伟大又谦卑的

事业。千万教师如同一个国家的地平线，他们

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更在广袤大地上星星

点灯、灌溉无数梦想，如电视剧中所表现的，“他

们是这世界上比春风更美的人”。

被他人照亮过的灵魂，也想用
微光感召更多人

导演王骏晔，编剧饶俊，主演佟丽娅、张峻

宁、康爱石——一众主创的年龄从50后到接近

90后，家乡也遍布天南海北，但大家聚到一起的

理由高度一致：被他人照亮过的灵魂，也想用微

光感召更多人。

饶俊说得动情：“我之所以跟你们遇见，是有

位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差不多20年前，生于贵

州农村的饶俊正上初三，是跟着奶奶长大的“留

守儿童”。按当地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参加完会

考，他就该怀揣初中毕业证外出打工了。少年

饶俊也被“读书无用论”扰乱过心思，直到某天

晚自习，班主任在谈话时递来5块钱，鼓励他坚

持读书。彼时的5块钱对贵州乡村的孩子，意味

着一周5天上学、每天都有新鲜的菜能吃。于

是，少年选择继续求学，上高中、考大学、成为职

业编剧。“我一直很想为我的老师做点什么。”饶

俊说，后来在他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一位老师为

他提灯引路，“报师恩，就是我的创作初心。”

编剧的人生经历被写进了剧中。故事里，

安颜一毕业就投身乡村教育事业，面对陌生的

乡村环境和迥异的教学理念，她有过困惑、不

解、无助，但随着与学生的相处以及家访中对乡

村深入的了解，她真正认识到乡村教育的意义，

将之奉为一生的事业。

谈及安颜，佟丽娅不吝以最高级的修辞赞美

新角色，“她是我饰演过的最美好的人物”。安

颜——出自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名字，寄托了人物的理想。自小

在教师家庭长大，她把这次出演称为“圆梦”。剧

中教师与学生的相处点滴，常常唤起记忆中似曾

相识的场景。学生时代，她和几个十二三岁的孩

子结伴，翻越几座山头，从伊宁到乌鲁木齐上

学。有时就住老师家，会带上土特产比如一麻袋

馕和老师分享，老师也做些荤菜给孩子们吃，甚

至捐款相助。所以《春风化雨》里“酸菜换肉”的

一幕，总会击中她内心共情、柔软的地方。

佟丽娅觉得，安颜身上凝结了许多乡村教

师坚定、善良、前赴后继的精神，“他们就像一道

微光，绵绵之力照亮了许多人”。

在时代变迁与山乡巨变中，读
懂乡村教育的本质

固然每个人成长路上都有老师的身影闪

耀，但从剧本创作到正式开机，主创们还是选择

深入乡村、扎根人民，再一次、更深入地走进真

实的乡村教师群体。

饶俊先后在贵州多所乡村学校进行田野调

查并挂职调研，30余次家访，获取大量真实案

例。王骏晔与佟丽娅、张峻宁等也深入贵州山

区，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进行交流，体验乡村教

师的工作和生活。当他们每个人隔着成长的记

忆重新走进乡村、走近乡村教师，第一手的感知

悄然补充、修正着过往认知。

《春风化雨》的故事从2012年切入，一边推

进至2023年，一边闪回2002年，双线叙事，将两

代学生的选择与命运相互映照。拍摄回忆的部

分时，剧组发现，即便在他们取景的贵州乡村，

“泥泞的山路也很不好找了”。佟丽娅感慨：“今

天再看乡村的学校，软硬件都有了很大提高。”

得益于乡村振兴，学生们上学的路程缩短了，吃

饭住宿的环境也好了很多，更不消说窗明几净

的课堂和教学条件。最让佟丽娅触动的是今天

乡村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我们到过一家，可

能房间简陋，只是简单的水泥墙，但一整面的奖

状就是家中最好的装饰品，我的眼泪瞬间就掉

了下来。”

对于这点，张峻宁感触颇深。剧中，他饰演

的卢广斌经历了内心的巨大转轨，角色从乡村

走进城市，又在机缘推动下重回乡村，出任驻村

书记。演员说，戏里戏外，驻村书记的日常都让

一个“观察者”为之震撼。戏外，张峻宁跟着驻

村书记挨家挨户地走访，“事无巨细，起早贪黑，

经常饭碗一放，就又出门了”，第一次切实地了

解到易地扶贫搬迁下的山乡变化。戏里，卢广

斌因忍受不了夫妻异地导致婚姻破裂，直到他

重返乡村，在驻村书记的日复一日中再度审视

他生长的土地，人物命运、学校命运、时代命运

交织到一起，感召着他心头的使命。

在时代变迁与山乡巨变中，读懂乡村教育

的本质，或许正是《春风化雨》创作的深层次课

题。在华东师大教授毛尖看来，剧本跳开了苦

难叙事，以温暖治愈风刷新了乡村的视觉感受，

还动态展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基层教育与时俱

进的发展。但同时，剧本也直面乡村教育的痛

点和难点。比如通过安颜在两所学校的任职经

历，带出老一辈乡村教师的教育精神、新一代教

师的选择与彷徨、几届农村学生的困境，融入对

教育公平、留守儿童、原生家庭、乡村伦理等社

会议题以及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心理教育等话

题的思考。

作家周轶君坦言，这或许正是剧组了不起

之处：“让观众看到了一群非常需要被看见的

人。”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走进中西部地区，用

青春点亮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更是在时代进程

中以久久之功传承教育家精神。

上海出品《春风化雨》剧组走进华东师大，对话未来教师

扎根乡村教育，他们比春风更美

■本报记者 王彦

30?13′44.42″N，122?45′31.14″E，这是“里

斯本丸”沉船事件救援点的地理位置，在很长

一段时间不为人知。今起公映的纪录电影《里

斯本丸沉没》将揭开尘封82年的历史——

1942年，1816名盟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武装运

输船“里斯本丸”号船舱，在中国舟山东极岛

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255名中国渔民

划着木船和舢板救出落水的384名战俘。

“听了‘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我大受触

动，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随着“里斯

本丸”号的故事在短视频端传播，昨天在上海

影城举行的首映式，吸引了很多影迷专门为

这段历史而来。一位年轻人现场哽咽：“这是

我今年走进影院看的第三部纪实片，也是最

好、最翔实的一部。”

抢寻历史的尾巴

“你们为什么要到处打听一艘船？”电影

团队在英国街头询问路人是否听说过“里斯

本丸”号，两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这样反问。

当时，少有盟军战俘的后辈知晓他们的亲人

如何受苦、如何死去，更别说不相干的民众。

重新打捞历史，循着被触动的线索前

进。从勘测与验证出“里斯本丸”号沉没的坐

标，到邀请著有《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

的战时悲剧》的托尼 ·班纳姆博士和英国退役

少校费恩祺担任顾问，再到满世界寻得380

余名亲历者及其后人，终至电影的制作与上

映，导演方励与他的团队历尽八年辛苦。对

于方励来说，将这份寻觅如实呈现，是一种本

能。“我就按照当年被触动的方式，再带观众

们走一遍。我们搜集到的素材量极大，但电

影中用了不到20%，从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

是叙事，而非仅仅讲述历史。”

抢救式采访“抢到了历史的尾巴”。在

世的亲历者所剩无几，苏格兰皇家军团成员

丹尼斯 · 莫利、米德尔塞克斯团第一营的威

廉 ·班尼菲尔德以及东极岛渔民林阿根在影

片中接受采访时，皆近百岁高龄。战争的残

酷、军人的韧性和人性的美好在采访中纷然

展露，“如果再延迟5年或10年，那么这些资

料可能就不存在。”电影出品人之一韩寒在上

海站路演现场坦言。

“展现整件事情的真相，超出了电影的范

畴，扩大了电影的意义。”该片策划焦雄屏曾如是表述。电影不仅

找到战俘幸存者，还对话了当年按下鱼雷发射钮的潜艇机械师

加菲尔德的儿女，让这个故事有了更丰富且切实的讲述。日本

船只当时并未挂出运送战俘的标志，加菲尔德在得知真相后退

役，得了战后心理综合征，数年后与战俘幸存者相拥而泣。影片

历史顾问托尼 ·班纳姆认为，说起战争，幸存者也没有真正幸存。

中英友谊在真情中缔结

在东极岛，方励曾给村民们放了一场露天电影，他们才发

现，自己的父辈当年是如何将这些战俘从何种生死绝境中拯救

而出。方励说：“他们救起的人，远超384这个数字。有些幸存

者现在四代同堂，当年没有他们相救就没有这些大家庭了。”

一张拼命救下的亲人照片，一封珍藏在钱包里的战时信件，

一张偶现于《香港邮报》的全家福，一行留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战俘的生命痕迹如此有限，但中国渔民的出现让更多生命

有了延续的可能。威廉 ·班尼菲尔德忘不了中国渔民“光一般的

存在”。他冲出被封锁的船舱后又遭日军扫射，只能拼命向外

游，生死未卜间看到了中国渔民的小船，“我不懂中文，但我知道

我获救了，他拿出刀削了一个萝卜给几天没进食的我”。

方励告诉记者，岛上没有农作物，威廉口中的萝卜，其实是

白番薯。并不富裕的东极岛渔民为几百名英俘披上外衣，穿上

套筒裤，接到岛上的老庙休息。三名会说中文的战俘在岛上的

孩子洞中逃过了日军搜寻，最终经“十五个身手最好的渔民”护

送，几经辗转被送回大使馆。

1942年中国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号船英军战俘

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

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

历史佳话。“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包括勇气、英雄主义和一个人

在面对人类最恶劣的暴行时所施予的善。”这是当年最后一位参

与营救的渔民林阿根去世时，盟军战俘后人发来的唁电与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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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20世纪初，一批有志于艺术创新的中

国学子奔赴欧洲学习西洋绘画，另一批活

跃于中国画坛的艺术家则在不断借鉴古典

传统绘画中重塑自我。两股艺术力量交相

辉映、推陈出新，开创出一片繁星闪耀的艺

术天空。昨天在上海东一美术馆揭幕的

“行云流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现当

代中国绘画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

林风眠、傅抱石、溥儒、谢稚柳、常玉、潘玉

良、赵无极等36位艺术名家的89件精品以

及珍贵历史影像、档案文献，带人们“重返”

近现代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

这是海外收藏的中国绘画大师真迹首

次大规模回到中国内地展出，也是迄今为

止作为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赛努

奇博物馆在中国举办的首个特展。今年恰

逢中法建交60周年，该展览被纳入“中法文

化旅游年”“中法文化之春——中法建交60

周年特别呈现”，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推出的城市形象推广重点项目《奔

流》首季“上海—巴黎”双城系列对话活动。

与数代中国艺术家渊源深厚

以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为线

索，展览分九个展区，系统呈现百年来中国

艺术家的不懈探索——从世纪之交对中国

书画现代化的不同尝试、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赴法留学的热潮、抗战内迁时期在西部

的创作发展，再到战后中国艺术家重返国

际舞台，并以当代的水墨实践结尾。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步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康有为的书法作

品《念奴娇 ·赤壁怀古》。这位清末维新派领

袖以苏轼著名诗句抒怀，采用的北魏碑刻

粗犷有力的风格彰显雄健力量美，和书写

者的改革思想如出一辙。据赛努奇博物馆

馆长易凯介绍，法国外交官乔治 ·勒孔特在

1920年代赴汉口时见证了康有为书写此轴，

并在1947年将其赠予赛努奇博物馆，成为该

馆收藏的第一幅近现代中国艺术作品。

东一美术馆执行馆长谢定伟告诉记

者，赛努奇博物馆与数代中国艺术家有着

深厚的渊源。该馆以其创始人亨利 · 赛努

奇的名字命名，自1898年落成以来致力于

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收藏，1946年就组织了

一次大型“当代中国绘画展”。1953年，郭

有守博士慷慨捐赠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

千、林风眠、傅抱石、谢稚柳等24位名家的

76件精品，使该馆逐渐建立起在欧洲独树

一帜的近现代中国书画收藏。“七八年前拜

访赛努奇博物馆，馆长接待时给我看了父

亲谢稚柳的作品，我当时非常惊讶父亲的

作品竟会被一个法国博物馆收藏，然后了

解到这是收藏家郭有守捐献的。”谢定伟透

露，郭有守是中国绘画艺术走向世界的重

要推手之一，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先驱之一，

1956年至1961年张大千在法国一共办过三

次展览，都是他参与策划的。他曾前往法

国学习经济学，结识了众多留法艺术家。

所有展品皆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

此次展出的所有展品皆为首次在国内

公开亮相，许多来自郭有守的捐赠，是艺术

大家们巅峰时期的作品，有些在国内也极

为少见。比如，齐白石以宿墨入画，通过墨

色的浓淡变化，大刀阔斧构建画面层次，并

在牵牛花处借鉴吴昌硕的着色，大胆使用

来自西画的“洋红”，成为其艺术标志之

一。本次亮相展厅的《牵牛花图》，正是这

一色彩运用的代表作。

与齐白石并称“北齐南张”的张大千画

作，是本次展览的重头戏。除了巨幅墨荷

及早年的山水精品，还有他在敦煌之行不

久后绘制的两张人物画，分别描绘了两位

唐代女性——杨贵妃和曹议金夫人，即回

鹘公主李氏。其中，李氏像临摹了敦煌16

窟甬道里的供养像，并大胆上色，尽显敦煌

人物画的风采。杨贵妃像则为原创之作，

但透露出唐人壁画的印记，采用的是工整

流畅的白描手法。

从本次展览中，亦可以看到庞薰琹难

得一见的西南民族风情艺术作品。他于

1920年代后期赴法留学，发展出对现代艺

术和装饰艺术的浓厚兴趣。抗战内迁时

期，他与中国最早的民族学家之一芮逸夫

深入80多个贵州村寨，考察以苗族和布依

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此次展出的

三幅画作都源于这次考察，他精心设计画

面场景和人物造型，以充满装饰性的语言

描绘了理想中的苗族桃源之乡。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中国首个特展揭幕，  位名家  件珍品齐聚沪上

“重返”近现代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讯 （记者姜方）黄浦江上，传来
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悠扬乐声。上海

爱乐乐团2024—2025音乐季昨天在“上

海之星”号游船上揭晓节目内容，由东方

明珠塔与乐团共同打造的“浦江水上音

乐厅”主题航班启航，动人音符与城市景

观相交融，将为来自各地的乘客打造独

特的文旅新体验。

记者获悉，东方明珠旗下首艘全新

五星级标准的豪华游船——“上海之星”

号不仅具备高规格的设施和服务，还将

携手上海爱乐乐团在船上定期举行特色

演出。“届时，游船上的乘客既能欣赏到

浦江两岸美景，也能听到高品质的音乐，

感受上海文化的多元魅力与深厚底蕴。”

上海爱乐乐团团长高山峰介绍，乐团希

望通过与东方明珠塔跨界打造“浦江水

上音乐厅”主题航班，进一步推动上海文

旅融合发展，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

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按计划，乐团每个月将在‘上海之

星’号上演两次小型室内乐演出，预计最

快10月份就会有乐团的小分队亮相游

船，为乘客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上海

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介绍。

据透露，由上海爱乐联合J.MEET

VIANDS打造的上海爱乐主题空间也将于

下月在上海衡复风貌区核心区域亮相。

这里拥有打卡武康大楼的黄金景观位，

能体验美食与美景，还能聆听高雅音乐。

这一乐季，上海爱乐乐团计划共带

来24场音乐会，演出内容涵盖大师与经

典、乐游地球、音乐多棱镜、节庆、走近爱

乐 ·室内乐五大系列，体现乐团在音乐创

作与演出领域的多元化追求与创新精

神。全新音乐季不仅有向经典作品的致

敬，也有对交响艺术不断探索与革新的

新实践。在昨晚的2024—2025音乐季

开幕演出中，由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张艺执棒，曾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国际小

提琴比赛金奖、艾弗里 ·费舍尔职业大赛

金奖、林肯中心新兴艺术家奖等多项荣

誉的陈思蕾（StellaChen）亮相东方艺术

中心带来她的中国首秀，为听众献上塞

缪尔 ·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塞缪尔 ·巴

伯的另一首作品《芭蕾组曲“纪念品”》、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同样

为这个乐季的启幕奏响新声。

上海爱乐乐团2024—2025音乐季

不仅彰显乐团在专业艺术领域深耕细作

的坚定决心与多元化发展的蓬勃活力，

更体现了乐团通过精心演绎经典巨著、

深入挖掘冷门瑰宝、携手国际音乐名家、

推动青少年艺术教育、创新文化旅游融

合等多重举措，致力于提升乐团艺术水

准、拓展文化影响力的不懈追求。“未来，

我们将继续连接传统与现代，为乐迷带

来更多震撼心灵的音乐体验，让交响乐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妙旋律，

引领文化潮流。”高山峰说。

动人音符与城市景观相交融带来文旅新体验

“浦江水上音乐厅”启航

《春风化雨》剧照

“上海之星”号游船。 (受访者供图)

昨天，“行云

流墨——巴黎赛

努奇博物馆藏现

当 代 中 国 绘 画

展”在上海东一

美术馆揭幕。

（馆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