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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夜，刚从医院挂水归来的张桂梅

尚未进校门，耳畔朗朗读书声、眼前的点点烛

光，轻轻扫去心头阴霾。转瞬，教学楼重亮灯光，

与星光一道映照出老师的笑。那一刻，人民教师

的大爱、山区教育的进行时、一趟众志成城的跋

涉涓滴汇流，抵达了人心。

第40个教师节当晚，电视剧《山花烂漫时》

在CCTV-1黄金档和腾讯视频开播了，它以“七

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进行创作，讲述其

坚定创办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呕

心沥血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人生的故事。

张桂梅为什么执意要办一所女子高中？在

茫茫滇西的深度贫困地区建一所完全免费的新

学校有多难？女孩们走进校园、走出大山，又为

什么始终有人回到这里，把知识改变命运的故

事续写下去？随着电视剧的镜头探入生活肌理、

时间纵深，答案就在其中。借用网友的评价，人

们从新闻报道里认识的“燃灯校长”更鲜活、更

可爱、更可敬了。

平地“起楼”，凸显教育之于山
区的深层意义

剧中有一幕在社交平台上大量传播。“我想

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

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张桂梅向记者阐述

梦想：“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

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

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山花烂漫时》从2007年讲起，那一年，张桂

梅的女高梦第一次被大山外的世界知晓。华坪女

高的“前传”里，资金、舆论、师资、生源，到处是难

关。比如生源，剧集开篇就是张桂梅翻山越岭阻

拦学生过早嫁人，谷雨是她带过的优秀初中生之

一，可贫困的家境、酗酒的父亲、重男轻女的观

念，让女孩决定为了三万元彩礼辍学。而在张桂

梅的工作手册里，相似境遇的女生名字记满了一

页又一页。

比如交通，若非画面震撼，许多人恐怕很难想

象，女孩们从大山深处走进华坪女高的那天，雨有

多急、路有多泥泞；人们也很难预见，山路又一弯，

“车队”出现在视线内，自行车、拖拉机、马车、牛

车、驴车，老师和乡亲带上女孩们，出深山、穿索

道、蹚激流……山区女孩的上学路有多艰难，电视

剧在此刻具象化了。而后剧情中的两校共用食堂、

厕所，女高学生基础差、师资短缺、财政告急，凡此

种种，都是山区教育、欠发达地区教育面对的资源

不公平现象的注脚。

《山花烂漫时》选择把人尽皆知的热血女高故

事细说从头，正是回应着现实的深层思考——教

育之于山区的意义是什么？欠发达地区教育面临

的真正挑战是什么？怎样才能改变欠发达地区教

育的面貌？就像剧中主人公的台词：“看似是读书，

其实牵连到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

扎进泥土，还原教育家的一片丹心

大众认知里的张桂梅校长，用不屈的信念撑

起大山里的女校，用无私的大爱托起山村女孩的

未来。不过，演员宋佳回忆拜访张桂梅的情形，迄

今记得“了不起”背后的另一面：“全国人民都爱

她、敬她，她的精神、信仰感动了无数人。但见到她

本人时又有种强烈的感觉，她不只有苦难、严肃、

伟大，我觉得她更是一个很乐观、积极、阳光的

人。”宋佳提及拜访时的小插曲，“我俩一起去洗手

间，结果走错地儿了，我发现张老师一直在捂嘴

笑”，纯粹的人身上总有特别的孩子气，演员把捂

嘴笑的细节放在了表演中。

那是非亲眼所见、面对面感受气场，所无法生

造的模样。事实上，主创团队一早就达成共识，要

秉持“人物有依据、创作有底气、戏剧有升华”的理

念，以真实为创作起点。2020年起，创作者历3年

考察调研，扎进大山，重走张桂梅老师的家访路，

在女孩们、乡亲们、张桂梅“战友们”的述说里找寻

关于讲好张桂梅故事的片片拼图——她是孩子们

信任、依赖的“张妈妈”，但她也是严师。于是剧中

的女高日常，既看得到张桂梅为孩子们躬身亲为

料理生活起居、操心身心健康的细腻温情，也有升

旗仪式上她要求学生们高声读校训、高声唱国歌

的振奋燃情。

张桂梅身上凝结着为教育不求回报的伟大与

宽厚，那是大众熟悉的“燃灯校长”的A面。而扎进

泥土的创作还挖掘出时代楷模背面的普通人张桂

梅：一个自带东北基因幽默感的人、一个有韧性亦

有智慧的人、一个烟火气与性格魅力并存的人。所

以在剧中，人们看到她风风火火四处奔走，为了办

女高、找老师、招学生，与方方面面“斗智斗勇”。可

亲可爱的B面既调剂了故事的情绪节奏，也让楷

模的刻画平添常人的体温，令剧中还原的教育家

丹心一片更可信可敬。

群像叙事，勾勒基层人民教师的
薪火传承

《山花烂漫时》饱含使命感地塑造了张桂梅校

长，但剧作不只讲张桂梅，而是再现了大山里一幅

有血有肉的人物图谱，有乡情民风，也有基层人民

教师、基层党员干部的多维群像。

如华坪女高的第一批女教师们，都为张桂梅

的教育情怀所感召。任教语文的魏庭云，为张桂梅

的事迹深深打动，她没被艰苦条件吓退，没被中途

退场的同行人影响，她决心和张老师一起干到老，

共同为女孩托起人生的希望。又如姚小山、陈四海

两位女高的男性教师，女高最困难时，他们亦不离

不弃，走近张桂梅、理解张桂梅、致敬张桂梅，直到

与张桂梅校长并肩，为女高的教育事业奉献自我。

爱、责任、奉献、坚守……在这群基层教师的身上，

为人师表的品质有了最直观的显现。

而作为华坪女高的第一批学生，女孩们也在

校园生活的历练中不断成长。坚韧善良的女高

“001号”学生谷雨、严于律己的蔡桂芝、天真可爱

的柳细莺、性情豪爽的宁华等，她们从怯弱到自

信、从犹豫到笃定，一条条热血励志的故事线也将

把顽强刻苦、自强自立的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剧中，张桂梅曾在深夜登上女高教学楼顶，她

冲着星空里的大山唱《红梅赞》。如果说，“三九严

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是属于华坪女高的

“前史”，那么当张桂梅燃尽自己也要照亮他人的

生命能量在华坪女高薪火相传，“红梅花儿开，朵

朵放光彩”终会是华坪女高乃至山区教育的现在

及未来。

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感动着年轻人

新闻里的“燃灯校长”更鲜活可敬了
■本报记者 王彦

“没想到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简洁的外表下，藏

了个这么有韵味的空中江南园林，诗情画意古典

浪漫。”打卡完新近开放的上博东馆五楼屋顶花

园，一位观众在小红书上如是分享“一手”体验。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承载着城市精神品格

和理想追求。在中秋节到来之际，上博东馆集结

上新了屋顶花园、江南造物馆、“宝塔乾坤：上海

圆应塔遗珍展”“博物馆里过中秋”等空间、展

厅、特展和活动，创新传承中国传统节日，彰显

“上海文化”品牌标识度和影响力，焕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上

海城市品格，从何而来？上博东馆深度挖掘馆藏

资源，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展陈，

提供了别样视角：从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中直

观、清晰地触摸上海城市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

以近日揭幕的“宝塔乾坤：上海圆应塔遗珍

展”为例，它从上海现存最高、发现文物最多的

古塔入手，以300件珍贵文物“重现”古代上海

的历史风貌和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览中最

引人关注的展品，是圆应塔塔刹宝珠内发现的

嵌福禄寿喜盒铜宝珠内胆。这件文物发现时套

在中心木柱上，呈长喇叭筒状，筒壁镶嵌有银经

盒、福、禄、寿、喜铜盒等，融合了儒、释、道思想，

生动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信仰和思想体

系和合共生的特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

示，通过这个展览，观众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信

仰，还能看到当时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是古代上

海市镇发展、文化繁荣、生活雅致的重要实证。

上博东馆新设主题展厅——江南造物馆，

则从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多维度呈现江南工

艺造物的丰富内涵。展厅内常设“诗心造物——

江南工艺的世界”主题展览，跨越文物器型、材

质，系统介绍江南传统手工艺的主要品类、地域

特色、文化内涵、审美特点、工艺成就和历史地

位。记者在现场看到，从美服、家具、文房到工艺

美术作品，首轮展出的540件/套展品可谓琳琅满

目、包罗万象，超过一半为首次与观众见面。其中，

不少与风俗节庆息息相关，如剪纸、灯彩、皮影、泥

塑等，体现了江南文化的丰富性和高审美。

“江南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典范之地，在很多

方面领风气之先。”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

施远告诉记者，从工艺造物角度讲述江南文化

故事，这在上博成立70余年来是首次。在展陈

设计上，亦有巧思——展线末端有一个中心挑

高15.4米、面积290平方米的中庭，以及一条长

约30米的外光廊道，是上博东馆中唯一引入自

然光线并可观赏户外景观的文物展厅。

参观完四楼江南造物馆，沿着扶梯上五楼，

眼前是豁然开朗的一处露天新景致，亭台水畔

间树石环绕。据介绍，上博东馆设计建造时，就

将屋顶花园打造成一处幽居闹市的江南新古典

园林“云林”，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上博携手上

海植物园全新推出的“木石双清：江南石供与海

派盆景展”，巧妙地将古石供、名石新供、海派盆

景陈列其间，与园林相得益彰。据上海博物馆党

委书记汤世芬透露，配合市里和馆里重大活动，

日后屋顶花园还将和江南造物馆、古代文明探

索宫等展厅联动，举办各类展览和公教活动，比

如江南文化雅集，昆曲、评弹以及非遗展示活动

等，让人们在诗意“上海客厅”遇见传统新生活。

传统佳节如何过出新意？记者了解到，上博

东馆将邀请观众在“博物馆里过中秋”。在古代

文明探索宫，6—18岁青少年儿童和亲子家庭可

以参与“田野考古”揭开月饼身世之谜，与“古人”

来一场中秋雅集，在元宇宙的梦幻世界赏明月、

放飞孔明灯，或是动手制作古风簪花等充满中

式浪漫的中秋伴手礼。“中秋东馆探宝”创意活

动，则让观众在趣味盎然中遇见美、爱与传承。

迎中秋佳节上海博物馆东馆集结上新

来博物馆，过鲜活、诗意中国传统节日
■本报记者 李婷

眼前铺展水幕光影，抬头仰望明月星光。昨

晚，沪上最大规模的户外水景演出——上海保

利大剧院水景光影秀开启连续五天的中秋假日

模式，赏月观演共此良夜。流光溢彩的水景剧场

将陪伴市民游客欢度佳节，也为嘉定打造“远香

文化环”注入别样诗意浪漫。

开幕十周年之际，上海保利大剧院发布了

“十周年庆演出季”，推出36台73场精彩剧目，

涵盖音乐、戏剧、舞蹈等多个艺术领域。十年来，

上海保利大剧院共呈现了3027场国内外顶尖

演出，吸引201万名观众走进剧院，平均上座

率达80%。从规划蓝图中的一个小小编号，逐

渐成长为“西上海”独树一帜的文化地标与美

育摇篮。

光影秀“书写”诗意

昨晚的光影秀以远香湖的水景与天光为

幕，展开了极具东方韵、江南情的艺术画卷。

近60分钟的多媒体秀分为《一城风雅我心

向往》《光影余音饕餮不绝》《中国古诗词动漫精

彩合集》《国潮新尚动感电音》等不同主题。其

中，《一城风雅我心向往》写意式展现“人文教化

地，智慧汽车城”的前世今生；《光影余音饕餮不

绝》音乐喷泉灯光秀运用多姿喷泉、绚丽灯光、

五彩激光、水幕特效打造艺术狂欢；《中国古诗

词动漫精彩合集》水幕电影由《相思》《游子吟》

《饮湖》三部动漫的片段组成；《国潮新尚动感电

音》则以电音视效，配以超现实水幕画面，开启

属于年轻人的户外活力电音创意“轰趴”。

不少观众对《中国古诗词动漫精彩合集》播

映的动漫短片产生了浓厚兴趣。短片以经典诗

词为故事主旨，以嘉定鸿儒的历史典故为纲要，

比如《相思》一片就围绕嘉定名士王初桐和发小

六娘的爱情故事展开。短片中的雨天特效与远

香湖的水幕光影叠加出动人效果：初生的花叶

在春雨中摇摆，长衣和裤脚在奔跑中被细雨润

湿，连绵的雨水沿着屋檐落下、汇入江河……梅

雨时节的氛围让画面变得更具江南诗意。

“水景光影秀以嘉定元素为创作源泉，将柔

美的江南水乡气质、独特的人文自然风貌与驰

骋的科技发展成果相融合，结合保利大剧院浓

郁的艺术氛围，打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别具

匠心的演艺新空间、文化潮秀场。”上海保利大

剧院总经理秦体记说。记者获悉，9月21日和10

月18日，上海保利大剧院将推出以民乐为主题

的水景光影秀特别演出，带观众玩转新国潮，一

起跟着音乐摇摆。

十周年集中上新

秦体记还记得：2014年9月30日，著名指

挥家郑明勋执棒德国广播爱乐乐团，奏响上海保

利大剧院开幕篇章。十年来，上海保利大剧院见

证了无数令人难忘的瞬间，成为连接艺术家与市

民观众的桥梁。如何打造优质剧院品牌？秦体记

认为，高艺术性的顶级演出、观众追捧的商业性

演出、作为基础支撑的公益惠民演出，缺一不可。

9月至岁末，上海保利大剧院“十周年庆演

出季”高潮迭起，一众名家名团接连登台。9月30

日，上海保利大剧院十周年生日当天，由约尔

格-彼得 ·韦格尔担任首席指挥，德国百年名团

法兰克福勃兰登堡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将携手

中国小提琴家杨天娲奏响德奥交响。德国不来

梅巴洛克室内乐团音乐会、马德里马尔卡丹皇

家交响乐团音乐会、保加利亚瓦尔纳国家歌剧

院乐团新年音乐会将为观众献上纯正的欧洲旋

律。戏剧板块汇聚音乐剧《南孔》、话剧《12个

人》、舞台剧《祈祷落幕时》、陈佩斯戏台三部曲之

《惊梦》、五音戏《长生》等。舞蹈板块，10月3日莫

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将带

来“布尔梅斯特版”《天鹅湖》，10月8日保加利亚

索菲亚琴魅民族舞团将演出《我们，保加利亚人》。

沪上最大户外水景演出开启中秋假日模式

赏月观演共此良夜

■本报记者 宣晶

作为ACT第十五届上

海当代戏剧节最快售罄的

剧目，《泰坦众神》将于今

明两天登陆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被称作“时间与氛围

的工匠”的导演欧里庇德

斯 · 拉斯卡里以古希腊创

世神话中最古老的神族为

主题，通过肢体、光影和简

单的道具，将给观众带来

一场悠远而难以忘怀的剧

场体验。

多个剧目上座率接近

百分百，ACT时隔四年华

丽回归，今年集结了六个

国家的八部最前沿的当代

剧场作品，共31场演出及

活动将轮番上演至10月

13日。“记忆是我们作为

人的内核。个人的记忆凝

结为故事，集体的记忆书

写成历史，失落的记忆模

糊为神话。而剧场是一块

棱镜，记忆、故事、历史和

神话在此交错，折射出多

样光谱。”ACT上海当代戏

剧节节目总监黄佳代表

示。本届戏剧节以“记忆之

场”为主题，通过多样化的

表演艺术作品，探索剧场

作为公共记忆的力量。

今年，戏剧节不仅汇

集了意大利、泰国、希腊、

葡萄牙、澳大利亚及克罗

地亚等国家的顶尖表演艺

术团体，也邀约了来自中

国本土的优秀独立制作。

戏剧节中，包括《爸爸唱过

的歌》《泰坦众神》《王尔

德》《捕捉猎人之影》《秃头

歌女》等剧将陆续与观众

见面，其中3部剧目首次

在中国内地公演，2部剧

目则实现了亚洲首秀，展

现了全球表演艺术的前

沿趋势。戏剧节还通过讲

座、公开研讨会、国际论

坛等外延活动，推动表演

艺术领域的创作交流与公

共探讨。

今年 ACT的首部剧

目《历史的天使》来自之前凭借《噼！啪！砰！》备

受申城观众喜爱的“地下剧团”，他们时隔五年

带着新戏回到了上海。地下剧团由一群艺术家

在佛罗伦萨创立，这个常年霸榜意大利戏剧奖

的剧团致力于拓宽剧场语言的表达可能性。这

一次，他们以其特有的跳跃思维和集体创作方

式追寻历史。主创们带着观众在人类自洞穴时

代起直至当下的一些或随机或微妙的事件中横

冲直撞。

在上海当代戏剧节，观众得以见到活跃在

国际舞台上的一线创作团体和他们的新作：葡

萄牙鬼才剧团——飞箱剧团的演员和编舞家以

奥斯卡 ·王尔德的喜剧《温夫人的扇子》为基底

创作了《王尔德》，并将其带上了ACT的舞台。

该剧融合广播剧元素，探索善恶、性别与年龄的

边界；澳大利亚背靠背剧团力作——《捕捉猎人

之影》，由神经多样性人士演绎，黑色幽默中揭

示偏见之害，权利、性别与AI的未来对话，引人

深思；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青年剧院再现荒诞派

经典《秃头歌女》，探讨交流无意义性，技术时代

下的人际疏离，更显真实与迫切。

虽然一直以邀约国际剧目为主，ACT近年

来也愈发关注本土的独立制作。本届ACT特邀

的两部中国作品，不但在类型和形式上打破了

舞蹈和剧场的边界，也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普遍

关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用高技巧、高

难度的杂技动作和现代舞，呈现一个女人视角

里的社会。在非传统剧场空间中呈现的《界面

灵‰》，选择与观众讨论数字化时代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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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张桂梅为什么执意要办一所女子高中？在

茫茫滇西的深度贫困地区建一所完全免费的新

学校有多难？女孩们走进校园、走出大山，又为

什么始终有人回到这里，把知识改变命运的故

事续写下去？随着《山花烂漫时》镜头探入生活

肌理、时间纵深，答案就在其中。图为该剧剧照。

▲上海保利大剧院

水景光影秀开启连续五

天的中秋假日模式，赏月

观演共此良夜。

（上海保利大剧院供图）

 上博东馆“宝塔乾

坤：上海圆应塔遗珍展”，

以300件珍贵文物“重现”

古代上海的历史风貌和

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博东馆江南造物馆展厅常设

的“诗心造物——江南工艺的世界”主

题展览。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