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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匉訇九十载 奋进新征
程”上海市市八初级中学推进新优质学校
高质量发展暨建校90周年主题活动在学
校雷锋礼堂举行。黄浦区委宣传部、上海
市教委基教处、黄浦区教育局、上海市新优
质学校研究所等单位领导出席活动。

赓续文化基因 厚植勤朴之风
九十年风华正茂，九十年风雨兼程。

回首来时路，1933年，爱国实业家杨斯盛
先生的家属承其遗志，在浦江之畔的南市
创办了斯盛中学，这便是上海市市八初级
中学的缘起。沧海桑田间，校名、校址几经
更替，但杨斯盛先生“毁家兴学”、教育救国
的志向，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爱国
自强、胸怀天下。

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题
写的校训“勤朴”，也深深影响着市八初中
的校风、教风、学风。校长章健在致辞中指
出，“勤朴”校训和家国情怀为市八初中持
续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也在不同时期被不断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

活动中，市八初中的师生为大家带来
了“史迹寻芳明大志”校史研学活动展示。
通过对校史、校歌和黄氏家族故事的生动
演绎，大家对学校的文化根脉和办学传统
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今年，市八初中还创
造性地打造了“勤朴育人主题空间”。活动
上，主题空间正式启用。

涵育师德师风 铸就勤朴师魂
一直以来，市八初中始终把师德师风

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以“勤朴”校训激励引
领每一位教师“勤以教书、朴以育人”，铸
就一支尽责型、文化型、智慧型的教师队
伍，积极打造具有校本特色的师德师风涵
育模式。

活动现场，市八初中的老师一起带来
朗诵《朴实的微光》，随后播放了短片《勤
朴的温度》，展现了“园丁们”无私奉献、刻

苦钻研的教学日常。活动现场，学校正式
推出“勤朴教师”2.0品牌“勤朴育人·强国
有我”。

创新优质载体 提升育人实效
1980年，市八初中的前身多稼中学启

动了全校性学雷锋活动，43年来，学雷锋
活动代代相传，不断深挖内涵，推陈出新，
成为了市八初中一张靓丽的“名片”。

近年，学校开发了《小雷锋学治理》课
程群，以项目化、跨学科的方式，为学生打
造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教育
载体。通过学生们带来的多幕情景剧《行
黄浦·学治理》，看到了“小雷锋”们如何展
示才能和智慧，治理自己的家园。如今，学
雷锋在市八初中早已不仅仅是一项志愿服
务活动，更催生出一批课程、一个品牌、一
种文化、一份积淀和一方沃土。

“‘勤朴’传承有我在，‘六大家园’筑未
来……”在师生们深情动人的歌舞中，活动
走向尾声。学生代表们以鲜花为笔，向到
场的老书记、老校长们，表达了内心的敬仰
和感激。

市八初中将持续把“勤朴”精神转化
为务实耕耘、开拓破局、攻坚克难的奋进
之力，聚焦“六大家园”发展愿景，积极转
变育人方式，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形
成具有推广辐射价值的经验和做法，让课
堂与社会同频，让育人与时代共振，开创
发展新篇章。 文/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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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台与飙戏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得

主。他用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将自然与历
史、德性与欲望、现实与寓言、历史与当
下，铸造幻觉式的现实，吸引着一代又一
代的读者。今年，《鳄鱼》出版，他用魔幻
色彩的话剧探索人性的秘密，完成了从小
说家到剧作家的华丽转型。

于和伟，华鼎奖、金鸡奖、白玉兰奖得
主。他以理想之光穿透漫长时光，以艰辛
磨砺成就华彩乐章，用对作品和人物的忠
诚塑造出光彩照人的不重复的角色。近
期，《坚如磐石》《二手杰作》上映，他在悲
剧和喜剧的世界中自由穿梭，生动诠释了
什么是“演技教科书”。

一周前，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
在公众号发布抢票规则，参与者完成预报
名后由系统自动摇号产生中签名单，因大
受欢迎，门票供不应求，一度还传出转手
票被外界炒到了五位数的价位。为了让
更多人参与这场“年度盛典”，最终，华东
师范大学视频号、莫言抖音号等多个平台
予以现场直播，弥补了很多人无法在现场
观看的遗憾。

对谈开始前，华东师范大学镜双语剧
团和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学生分别表演了
戏剧《鳄鱼》片段以及于和伟影视作品经
典片段。接着同学们的演出，两位大咖被
邀请直接在台上就《鳄鱼》的第四幕台词
现场同台“飙戏”。于和伟饰演了剧本的
主角，莫言则客串了剧本中突然会说话的

“鳄鱼”。毫无剧透的现场即兴演绎剧本，
于和伟的专业台词功力和莫言的临时台
词设计，让千人剧场掌声雷动。

68岁的莫言，52岁的于和伟，在现实
中有着大量粉丝，用现场主持人、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的网络引语来说
就是“叔圈顶流”。这一次，其实也是两
位大咖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遇见”，两
人 在 现 场 互 称 对 方 为 自 己 心 中 的

“YYDS”。莫言称，自己被《觉醒年代》中于
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先生大大圈粉，看完
电视剧后，他专门在电脑上又刷了一
遍。于和伟则表达了早在莫言较早期作
品就关注和喜爱了。

生活与戏剧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对方，他们会给

出什么样的词？在雷小雪和毛尖两位主
持人的提问下，两位分别给出了答案。

莫言用到的三个词是：“演技好、心灵
美、长得比较普通”，听到“长相普通”，现
场观众大笑，莫言解释道，伟大的表演艺
术家从来不靠颜值。于和伟也用三个词

形容莫言：莫言、无形、顽皮。“童心未泯才
能保持艺术青春。”莫言微笑着肯定道。

由表演艺术引入，莫言谈到了戏剧派
别。莫言认为，布莱希特“时进时出”的效
果可以从中国民间艺术家中窥见，他列举
了东北二人转戏里戏外的转换和配合，在
剧中情景和现实中穿梭，当“间离”时，可
以给人思索的空间。

表演艺术需要对生活的观察，饰演过
众多历史人物的于和伟分享自己揣摩角
色的方式，“先把角色按照气质类型归类，
再去观察一些细节”。在饰演陈独秀时，
于和伟通过一张陈独秀拍照跷脚的照片，
发现陈独秀在狂狷之外，也许还存在一种
生动的，不安于现状的气质。

“演戏需要出得来也要进得去。”于和
伟说，除了生活观察外，文本阅读十分重
要。演员不仅要读故事文本，还需要去理
解文字之外的想法，理解作者编剧想要表
达的意思，并设想自己在故事中穿行，将
自身带入到故事中，设想自己作为角色的
言语行动。对自己在影视剧中吐口水、跳
舞等段落被剪辑为鬼畜视频，成为年轻人
爱用的梗，于和伟也不介意，“可能就是有
意思才产生了各种梗”。

《鳄鱼》是莫言“转型”剧作家的第一
篇作品，从小听民间戏曲长大的他，后来
学校书本里出现的曹禺、郭沫若、莎士比
亚的戏剧作品也非常吸引他。莫言说，戏
剧观众和小说读者相比更集中，“当看到
在自己预想的泪点或笑点上，观众如我预
期的反应一样，会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
情”。

青年与时代
走进大学，走向青年，那么，回应“青

年之问”终究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莫言老师，我们该卷还是躺平、摆

烂？”主持人报出留言的提问。“这三个状
态都不好，卷不好，躺平也不好，摆烂也不
好。我想送给大家去年‘五四’前夕我给
年轻朋友们的一句话：不被大风吹倒。”

对现在的年轻人，如何选择梦想，面
对困难时又该如何坚持梦想？于和伟则
用《觉醒年代》仲甫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青
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爱这片
土地爱这个国家，让我们为这个国家做点
自己能做的事情。”

至于文艺青年的舞台在哪里，莫言
说，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已经在华东师
大成立，他相信，新的与文学相关的事物
会继续被创造出来，希望可以由此培养出
更多描写伟大时代的作家。

关于不懈追寻的状态，两位都表示，
很期待自己的“下一次”。现场有提问，于

和伟对自己出演的众多角色中，觉得演出
难度最大的是哪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什
么特质让人为难？于和伟说：“我觉得没
有为难，但每一个都有难度，你要突破难
点。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没有那么容易
的，但是每一个角色也没有那么难，如果
你突破了就ok了。”

相似的提问也给到了莫言：“您的整
个创作生涯中，个人最满意的一次写作经
历是怎样的？”莫言的回答干脆利落：“下
一次”。

关于上海的印象，两位也饶有兴趣地
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故事。莫言说，当自己
还是农村少年的时候，因为大哥大嫂是华
东师大的学生而知道上海有一所大学叫
华东师范大学，也想要考入华东师范大
学。于和伟的母校是上海戏剧学院，在上
海求学时最喜欢去哪里，至今记忆犹新。

“学生时代，最喜欢去华亭路，那里可以买
到外贸服装，价格便宜，适合大学生。现
在有人说我穿衣穿得潮，其实，我和当年
风格是一样的。”他调侃道。

当莫言遇到于和伟
两位“叔圈顶流”聊了戏剧，也答了青年之问

当莫言遇到于和伟，当写作的艺术家遇
到表演的艺术家，他们将如何言语，如何告
白，如何对话？

这两个已开始“生活的戏剧”的艺术家昨
天下午“闪现”大零号湾文化艺术中心，“我们
这个时代的戏剧：莫言对谈于和伟”在众多师
生的期待下开场。他们彼此激发，全场妙语
连珠。在现场时不时响起的掌声和笑声中，
两位互赞对方是自己心中的“YYDS”，也真诚
地给青年以建议——莫言说，不被大风吹
倒。于和伟则说，让我们为这个国家做点自
己能做的事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尹筱

莫言、于和伟与观众合影留念。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