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文化 2023年8月18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清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文化速递

为了促进校际间教育教学交流，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苏民学校多次举办研学活
动，让学生在动脑、动手的实践中利用学到
的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效拓展学生
视野、提高跨文化理解能力。

品艺术之美 创签约共建
嘉定区教育局体卫科艺科科长高校

亚、嘉定区苏民学校校长陈丽雅以及苏民
部分行政、教师携管乐团60名学生于7月
14日前往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开展为期
4 天的研学旅行活动。中国管乐学会理
事、上海管乐指挥研究会副会长周强是此
次管乐表演的总指挥。

7月15日，苏民学校研学团队来到清
流县龙津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艺术交
流，三校的精彩表演展现了艺术的魅力和
力量，让热爱艺术的学生们感受美、体验
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在研学活动中提高综
合素养与文化自信。

此次活动当中，苏明学校和平山小学
举行了教师结对签约仪式，并各自进行经
验分享与交流。签约仪式上各领导对学校
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及希望，教师代
表也表示在结对活动中获益匪浅，会珍惜
此次机会共赴三校教育新征程。通过本次
结对签约，两校在结对帮扶等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协力翻开上海市基础教育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

为期4天的研学活动，苏民学校与屏山
小学、龙津学校的师生加深了了解，促进了
友谊，开启了沪明师生艺术交流的新篇章。
三校教师的结对签约，增强了三校的紧密合
作，将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互动与交流，推
进三校的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扬红色精神 悟人文沉淀
为深化学校“大思政课”实验校建设，打

造学校思政教育特色，暑假期间，在嘉定区教
育局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嘉定代表处的组
织下，学校11位师生组成研学团来到福建

三明的清流、宁化、明溪三县，通过参观“中央
苏区乌克兰”“万里长征第一步”等主题展馆，
以及国内唯一以军号为题材的专题陈列，近
距离地感悟红色精神，提升综合素养。在纪
念馆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聆听镇馆之宝、国
家一级文物《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人在
号谱在”的红色传奇故事，深入了解宁化苏区
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领
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

在清流县林畲镇毛泽东旧居，学生们背
诵《如梦·元旦》，向毛泽东雕像献花。随后，
大家参观毛泽东旧居陈列展览，重温红色记
忆。在明溪县革命纪念馆中，学生们参观了
52件珍贵的文物，了解革命历史篇章，感受
明溪儿女伟大的革命情怀和苏区精神。

学生们还参观清流温泉国家级地质公
园博物馆，学习地质知识，全面了解清流地
质地貌特征。在宁化石壁，他们浏览客家
祖地，聆听名人故事，体会客家精神。结营
式上，学生代表交流研学感悟，展示小组创
作的研学小报。通过此次活动，苏民学子
从探访红色印记到寻访革命旧址，他们用
行动书写青春，用实践弘扬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传承革命精神。

研学是行走的课堂，苏民学校开展研
学活动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将先进
的办学理念转化为学校的特色办学之道，
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上。
在青山绿水与心之向往相碰撞间，激发出
学生探索知识的热情，让教育事业更上一
层楼，推动两地教育各领域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 文/陈丽雅

研学之路促发展 学思践悟共成长
——嘉定区苏民学校研学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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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悲剧美学
音乐剧版《周生如故》承继了原作的

悲剧美学，将原著中的唯美虐恋用音符传
递，以细腻传情的音乐打造戏剧意境，吸
引观众一同进入剧中人物在当时朝代与
乱世中无法抵御命运洪流的悲情人生。

与此同时，剧中男主人公周生辰为
了“万家灯火”而南征北战所彰显的牺牲
精神，以及男女主人公抗争命运而不得
的悲剧色彩，也使得该剧具有了超越唯
美爱情的悲壮质感。因此，音乐剧版《周
生如故》对原著进一步改编，通过震撼人
心的战争场面呈现与人物张力的进一步
强化，为该作品赋予了历史正剧的厚重
风格。

为了更加契合舞台戏剧的表达形
式，音乐剧版《周生如故》在故事线方面
删繁就简，将情节主线紧紧围绕周生辰、
漼时宜、刘子行三个主人公展开，对原著
中的纷繁复杂的支线情节与人物加以整
合，予以弱化或以隐线方式交代，将原著
小说与电视剧浩大的故事浓缩成为2个
小时的舞台作品。

对于剧中主人公的塑造，主创们则做
起了加法。比如，为了强调正反角色之间
的宿命缠绕，音乐剧版丰富了太子刘子行
儿时与成长阶段的人物线，使得这一角色
更加丰满，从而也强化了周生辰与刘子行
两个人物后续对立的戏剧张力。

据主创透露，本剧在改编中的一个
难点是剧中女主角漼时宜失语症的设
定。对于音乐剧而言，女主角不发声音
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主创在剧中做
了一个大胆的设计，即将女主角的自我
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区分，在内心独白
时让她唱歌，其余对话内容则通过打手
势来表现。同时，剧中也为女主角设计
了更为丰富的肢体表达空间。比如在战
争场面的舞台呈现中，便设计了女主角
击鼓的段落，用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来表

达角色的情感，以此形成强烈的舞台震
撼力。

跨界融合新方式
音乐剧《周生如故》在制作团队中广

泛汇聚国内优秀新锐创作团队，采用虚
实结合的舞台呈现方式，有机融合当代
审美与传统元素，在“有限”的舞台时空
中，形成“无限”的美学意趣，打造具有国
风美学的唯美舞台作品。

在舞美呈现方面，整部剧化实为虚，
用可收缩组合的屏风变换来进行意象上
的切割，并在此基础上以道具和软景去
搭配主要道具来进行不同空间的渲染。
在造型设计与服装风格方面，该剧也尝
试突破传统古装造型，通过结合非常规
的裁剪、组合方式，在保留人物大的廓形
的同时，营造更为新颖、先锋的感觉。同
时，主创在设计时还力求通过不同人物
的服装来体现不同的人物个性。

作为一部国风音乐剧，音乐剧版《周
生如故》也结合了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将
其艺术解构后再有机地融入各种舞台呈
现之中，打造具有国风美学的音乐剧作
品。在音乐上，该剧在钢琴、弦乐、铜管
等西洋乐器的基础上，广泛运用琵琶、二
胡、古筝等中国传统音乐配器，营造具有
东方感觉的独特听觉氛围，形成中西结
合的音乐风格。其中，该剧在编曲中所
运用的唢呐，以其独特的音色，彰显了整
部作品的戏剧张力。

舞蹈风格方面，采用了贴近东方的
古典美学风格，在舞蹈风格设定上尽量
贴近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但在具体的
动作力效编排上则尝试打破一些程式化
的编舞模式，从而形成传统元素与当代
审美的有机融合。

在文创开发方面，融入多种国潮元
素，联名出品一系列呈现传统文化丰富面
相与多样化的文创衍生品，从而探索舞台
艺术与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新方式。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近年来，在闵行的戏剧舞台
上，涌现出了沪剧《飞越七号桥》、话剧《老
街》《严同宇》、沉浸式互动剧《第十二人》、
剪纸影戏《奇袭沪闵路》等一批取材于本土
红色题材的优秀剧目。昨晚，由闵行区虹
桥镇初心话剧社自编自演的原创红色话剧
《前路》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

该剧以1944年春上海沦陷时虹桥地
区（现虹桥镇虹二村）遭遇前所未有的征粮
危机为背景，讲述了善良的村民陈金贵为
保护乡亲们被打成重伤，在遇到地下党员
龚舒萍后坚定入党，并带领全体村民成功
抗捐“军警米”的故事。

作为闵行区“强国复兴有我@闵理思
政”品牌项目系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虹桥
镇基层党组织沉浸式党课的《前路》，最初
由虹桥镇初心话剧社创作于2021年，改编
自虹二村真实故事、真实人物原型。话剧
社还邀请了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东华大学、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老师给予技术指导。

此次复演，在 2021 年的基础上，《前
路》从故事内容、舞美、灯光都作了进一步
提升，还增加了本地特色的沪语元素，力争
还原上海那个年代的“烟火气”。虹桥镇团
委干事、该剧编剧周林珺告诉记者，为了让
更多年轻一代通过演出走入红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话剧社这次还特地新招募了
一批学生演员参与其中，从小学生、中学生
到大学生都有。

说到这里，周林珺向记者展示了两页
纸，上面是两名学生演员亲笔写下的演出笔
记。第一页是小学生杨砚池的，在剧中饰演
小时候的陈金贵，他的妈妈也是初心话剧社

的一名社员。他表示，这次在出演轰炸声中
与妈妈分开的戏时，就想到了那些在轰炸中
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深刻
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苦难，明白了这是一段
不能忘却的历史。第二页是中学生尚安颂
的，他表示，在课堂里，在书本中，听过、读过
许多那个时期的故事。此次参与排练和演
出，让自己变成了一位“亲历者”，更能深刻
地感受其中的精神和内涵了。

此次参与演出的40名演职人员都是
来自虹桥镇的机关事业、居民区、“两新”
组织、驻区单位的年轻人，在过去近3个月
的时间里，他们利用下班时间和周末时间
进行排练，虽然很辛苦，但是社员们纷纷
表示，演绎红色话剧带给他们的是愈发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更为坚毅的意志品质。

虹桥镇团委常务副书记朱雯告诉记
者，在 2021 年首演结束后，虹桥镇团委
还以《前路》为主题，精心打造了少先队
特色系列队
课 ，于 2022
年 正 式 推
出 ，让 红 色
教育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
式 ，浸 润 少
先队员的心
田。今年的
虹 桥 镇 爱心
暑托班也把
《前路》系列
少先队课引
入其中，让红
色精神薪火
相传。

融古典美学
赏国风气质
8月18日-9月3日，由上海合翮文化出品，周小倩导

演的国风音乐剧《周生如故》即将在上海云峰剧院首演。
该剧故事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一生一世，美人骨》古代部
分以及爆款电视剧《周生如故》，讲述了三位主人公面对
家、国、情，努力与命运抗争，最终还是爱而不得的悲剧故
事。 青年报记者 冷梅

原创话剧《前路》上演
年轻人讲述本土红色故事

音乐剧《周生如故》剧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