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文体2018年8月23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2018聚梦夏令营火热进行中
藏娃走进红色街道打开历史大门
沪藏之间向来有着“携手一家亲”的帮

扶传统。为了进一步深化沪藏情谊，丰富
帮扶形式，青年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聚划算、自然堂共同发起守“沪”梦想、
心系藏乡——2018聚梦夏令营活动。该
项目聚焦在沪学习生活的上海市共康中学
的藏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
同时还将关怀身处藏区的青少年，通过远
程教室的形式进行公益支教。通过一系列
跨地区的公益联动，在受益孩子心中播下
美和快乐的种子。

据悉，主办方围绕五大主题设定五彩
活动日开展聚梦夏令营，为200多名藏族
学生开拓视野，强化美育，营造上海“第二
个故乡”的温暖，以此为纽带联结藏汉同胞
之间的感情。

红色文化日里，上海市共康中学的藏
族同学们来到黄浦区的瑞金二路街道。参
观之前，街道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先是
介绍了瑞金红色街道的历史典故，随后孩
子们通过短片进一步了解党建指导思想的
起源，专注地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思想，整
个观看过程非常安静。在有关历史事件的
趣味问答中，藏娃们积极举手抢答，现场气
氛活泼而欢快。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
瑞金红色长廊，讲解员详细耐心的介绍为

同学们敲开一扇扇历史的大门，同学也纷
纷表示历史文化长廊新鲜有趣，获益匪浅。

活动中，主办方提供了制作团徽软泥
八音盒的美育课程，来自瑞金街道的十六
名青少年也来到现场与藏族同学一起制作
手工作品，互相交流学习。在藏族经典歌
曲吉祥谣的哼唱声中，藏娃们将洁白的哈
达赠予上海同学，申城少年们也回送文具
作为纪念礼物。此次活动也是为沪藏交流
的未来大使们提供平台，加深友谊。

瑞金二路街道党建服务中心的邵祺介
绍说，青少年的党史教育是服务中心的暑
期主打内容，学习瑞金乃至黄浦的红色故
事，加上团徽制作，实现“动”和“学”相结
合，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通过学课程、
听党史、演剧目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建党
初心故事植根到青少年们的内心。”

广告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致我们回不去的故
乡。”这句话最初出自实力派作家陈
仓的创作主题，陈仓多年前在推出8
本进城系列小说集时，这句话被正式
印在每本书的扉页上，成为大移民时
代的又一个文化符号。今年上海书
展期间，又一套由作家出版社用心
打造，共计 100 万字的陈仓文集四
部，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
了首发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
家阎晶明，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王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著名
作家、诗人赵丽宏，著名华文女作家
戴小华，作家出版社创意合作部主
任、著名评论家、画家兴安，游读会发
起人、董事长赵春善，以及300余名
读者出席了首发式。

陈仓是70后实力派作家。他是
陕西人，自1994年开始，主要以诗歌
创作为主，发表诗歌上千首；2012年
起集中小说创作，以进城系列引起巨
大关注。这次首发的四本书共计
100万字，包括40万字的长篇小说
《后土寺》、20万字的长篇非虚构《预
言家》、4000行的长诗《醒神》、28万
字的扎根系列《地下三尺》，以四种文
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的人们，如何

悬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
灵魂的安妥，提醒人们尊重土地，热
爱土地上生长的万物，以善良而宽容
的生活，以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再
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
乡。

此次陈仓文集四部获得了贾平
凹、张炜、刘醒龙和金宇澄四位茅盾
文学奖得主的推荐。贾平凹表示，陈
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小说
有一种清新，这样一种清新，在文坛
上刮起的风，像陕西老家的山风，你
说硬它也硬，你说柔它也柔，反正是
多种味气、多种味道都在里边。

在首发式上，阎晶明表示，陈仓
所突出的主题，一个就是回不去的故
乡，另外一个就是接受我们的上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我们都知道随着中国城市化
不断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口的迁
徙，很多人的家乡已经变成了故
乡。”阎晶明认为，对于故乡和所居
住城市的关系应该有一种更复杂
的表达，一方面是居住在城市、工
作在城市，同时他们也努力融入，
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在他
们的心里，对自己离开的家乡、故
乡，又怀着深深的眷恋。这是人之
常情。“我觉得我们一直缺少这样一
种表达，陈仓的出现，是非常具有合
理性的，同时也是特殊的。”

陈仓文集聚焦“回不去的故乡”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京剧院这几天来了
一群洋学生，在三周的时间里，他们
将初步了解中国国粹艺术的精髓，并
将在毕业时做一些唱段的展示。这
是上海京剧院“Follow Me京剧跟我
学”时尚课堂首次接纳洋学生。但是
显然，教洋学生和教本土学生起点不
一样，方法也不同。对于上海京剧院
来说，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学“走出
去”的一次重要探索。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下半年，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和梅派大
青衣史依弘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
《霸王别姬》，获得空前成功。后来两
位中国艺术家还和洋学生们进行了一
次演后谈。在这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
现，虽然相隔万里，这些洋学生对于中
国的国粹拥有浓厚的兴趣，并且通过
解释，他们也能表示理解，这也证明中
国传统文化能够让海外年轻人看懂。
于是，他们便有了邀请普林斯顿的学
生在这个暑假来上海体验京剧。

经过上海京剧院同上海弘依梅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戏剧学院的共
同努力，现在这场暑期体验终于成
行。此次来了19位普林斯顿的洋学
生，平均年龄20岁左右，他们都对中
国传统文化有兴趣。当然，光有兴趣
是不行的，这些学生毕竟来自国外，
文化的差异应该是明显的。所以对
于这些洋学生的培养方式应该与培
养本土学生不同。

此次上海京剧院开设海外版教
学课程，在师资配备方面也进行了升

级。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与史依
弘、严庆谷一起担任体验课程的主教
老师，刘曙、傅希如担任知识课程的
主教老师。翻开学习手册，半个月的
课程不可谓不丰富，《中西方文化对
比》《初识京剧》《京剧声腔与乐器》
《中国京剧的“衣箱”艺术》《萧何月下
追韩信》《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铡
美案》唱段等都是洋学生们的必修
课。上海京剧院将此称之为“沉浸式
体验课程”。

如此丰富的课程，洋学生们在三
周的时间内能消化吗？很多人不由
地为他们捏了把汗。不过当他们在
开班仪式上一一用中文作自我介绍
时，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又刮目相看。
这些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
院、历史系、音乐系等与文化艺术相关
专业的洋学生，中文是如此顺溜，他们
对于中华文化接受度的起点远比人们
预想的要高。主讲老师史依弘直呼

“没想到大家中文那么好”，她原本计
划以教授“身段”为主，“肢体动作没有
语言障碍，比如学学《拾玉镯》花旦开
门、关门、喂小鸡”。看到学生中文水
平不俗，她果断加码，计划把原来以赏
析为主的唱段部分进行加强，“到毕
业时候来几句《霸王别姬》。”

“兴趣让大家走到一起。”上海京
剧院院长单跃进表示，“Follow Me京
剧跟我学”时尚课堂开设至今已逾10
年，举办了20期，累计学生超过6000
人次，面向普林斯顿大学在校学生开
设京剧传习班，是推动海外学生普及
中国国粹的一次探索，也是搭建国际
合作、团校合作新平台的一次尝试。

为期6天的第十三届全国高校
京剧演唱研讨会21日在武汉理工大
学拉开帷幕，70多所高校500余名师
生参加，将献上230多个剧目表演。

武汉理工大学选送的作品《红
娘》拉开本届演唱研讨会的序幕，各
兄弟院校京剧爱好者依次登台，倾情
演绎《穆桂英挂帅》《沙桥饯别》《铡美
案》《玉门关》等著名剧目，表达对京
剧这一人类艺术瑰宝的执着与热爱，
引领现场师生领略京剧艺术的魅力，
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

本届研讨会以“国粹引领文化
艺术点亮人生”为宗旨，期间将举行
京剧名家专题讲座和理论研讨。戏
曲教育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

敏、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叶金援
将作专题讲座《业余爱好者如何学习
京剧表演艺术》。理论研讨则围绕高
等院校京剧（戏曲）推广与传承模式、
通识教育下的高校京剧（戏曲）课程
建设、高校京剧（戏曲）教育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高校京剧（戏曲）
社团建设与发展等多个专题展开。

由中国戏剧表演学会高校京剧
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高校京剧演唱研
讨会自2000年起开始举办，先后由同
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等高校承办，吸引了一大批
高校师生、京剧艺术界的艺术家、资
深票友参加。

据新华社电

全国高校京剧演唱研讨会
将献演230多个剧目

上海京剧院来了一群洋学生
■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参加开班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