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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下午，由
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教委指导，上海

市作协、市学习促进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
“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庆祝新中

国 70周年华诞”原创诗歌朗诵会举行。
在这激情澎湃的历史时刻，面对国家

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面对空前广阔的
新时代，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积

蓄着浓郁的文学创作热情；广大诗人与人

民群众同频共振，用手中的笔赞美新中国
和新时代。朗诵会上的 25首诗歌，都是从

今年 3月下旬开始的诗歌征集活动所收
到的 11万首优秀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由

陈少泽、俞洛生、孙渝烽、王苏和淳子等沪
上著名演员携手青年演员一道进行朗诵。

台上有稚嫩的童音，在昨天朗诵现
场，记者发现在座还有不少少年儿童稚嫩

的身影。一首歌中唱道：“五千年的文化，
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

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稚嫩的童声响
起，原来是上海一师附小的林思言的诗作

《妈妈教我两个字》，朗诵者也是戴着红领

巾的小朋友黄嘉奕，将整首诗演绎得声情

并茂。家住上海植物园附近的秦女士一家
三口是上海图书馆讲座的常客，平常就喜

欢朗诵的秦女士更不愿意错过这次的“礼
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原创诗歌朗诵会。

女儿小秦刚刚读高一，趁着节目表演的间
歇，还摊开纸笔，在椅子上抓紧时间做做

英语习题。小秦指着台上正在表演的节目

说，自己最喜欢的诗歌就是梁平创作、孙
逊朗诵的《天象》，因为“这首诗歌从中国

的历史一路讲下来，令人感觉到历史是汲

取力量的源泉。诗歌气势磅礴”。
记者身后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的

张先生，带着自己尚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儿
子，悄悄地落坐观众席的最高处。小朋友

也许听不懂台上正在说的唱的，但是人们
激情昂扬的声调、舞台上变幻的鲜艳背景

色彩让他目不转睛，本是好动的年龄却趴

在靠椅背上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张先生
说，自己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从小感受到

诗歌的魅力，“那一定是从歌颂祖国的诗
歌开始的”。

    《国家孩子》正在央视 1套重播，制片人刘小锋回忆：

“这个剧本在上海孵化，故事从上海开始，收尾在内蒙古；我

们拍摄从内蒙古开始，在上海杀青。”草原的风，上海的美，
远方的情，老人的泪⋯⋯历历在目。

刘小锋只看了一集剧本，他就决定买下版权。他是《浴
血十四年》中的项彬礼，《炮神》中的杜清明⋯⋯每年都有佳

作登陆央视。在《国家孩子》这部剧中，刘小锋的身份不仅仅
是演员，还转型担任出品人、制片人。故事讲述上世纪六十

年代“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家庭缩影和人文情
感，虽然黄浦江的水给了这些孩子生命，却是大草原的乳汁

哺育他们成长。

比剧本更感人的是真实的生活，“国家孩子”有两个故
乡，难分难舍，无论在哪，明月寄相思。刘小锋说，“我们剧组

开机前一天，就在驻地不远的地方，几百位老人都是当年的
‘国家孩子’，正在聚会，我们赶过去拍了一段。”而在《国家

孩子》开播后几天，故事的原型都贵玛获得了“共和国勋
章”。在拍摄的过程中，刘小锋见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国家孩

子”。譬如开机当天那位在远处观望的 74岁老人，她幼年父
母双亡，和 9岁的哥哥相依为命，最终被放在福利院门前，

成为了一名“国家孩子”，被草原牧民抚养成人。在刘小锋看
来，这些“国家孩子”身上既有对养育他们的土地深深的情

感，又有对家乡无法割舍的情缘。
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重温感动，刘小锋选择了故事原

型的所在地———四子王旗，“那里一个乡就有 3000多平方
公里，一个市有 5.4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半个江苏省那么

大。距离我们宾馆最近的拍摄地也要 90公里，一般的取景
地需要单程 300公里。”奔波在路上，几十台车，剧组几百号

人的路途安全，这是刘小锋作为制片人最担心的，“好在都
是一路顺风。”还有水土不服，天天吃牛羊肉，不少南方的剧

组成员只能以泡面度日了。刘小锋想让剧组工作人员在片
场能安心地吃顿饭，不要端着盒饭蹲在路边吃，他买来了帐

篷，谁知道草原的风那么大，几天就吹坏了，不停更换。
也有幸运的一面，11月份剧组结束在内蒙古拍摄的最后

一天，气温在零下 10摄氏度，大家还能坚持。拍完第二天，气
温骤降到零下 20摄氏度，“别说演员，机器都开不开。”刘小锋

说，“有意思的是，我们转场到上海拍摄，正好遇到了进博会，

上海的外滩妆点得美轮美奂，让我们拍到了最美的上海。”
如今，《国家孩子》从央视八套到央视一套，一直保持着

全网收视排名的首位，刘小锋还记得在这部电视剧筹备之
初，很多人并不看好，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故事不一定有

“流量”。如今刘小锋说：“我也会开着弹幕看剧，从弹幕的内
容上可以看出来，很多年轻人看了之后对父母更加理解，很

多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都会追剧，这让我觉

得拍这部戏非常值得！”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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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诗歌朗诵会
讴歌新时代

场上风风火火
场下袅袅婷婷
武术世锦赛绽放最美“女人花”

台前幕后

■ 《国家孩子》剧照

    在不少人的传统印象里，武术并

不是适合女生的项目，但事实上，越
来越多的女性正参与到这个项目。本

届武术世锦赛上，世界各地的“巾帼
英雄”在闵行体育馆一展身手。

赛场上，女将们个个英姿飒爽，气势十足；赛场上，她们立马

“变脸”。玩设计、看视频、聊心事⋯⋯好一道武林风景线。

亲手设计战袍
利落的短发、帅气的招式配上犀利的

眼神，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汤露身上有着

满满的“少年感”。昨天夺下世锦赛首金
后，一向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汤露，在

混采区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她的
战袍是自己设计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试着自己设计战
袍，看看效果。”新科世锦赛冠军透露，动笔伊始便想好

以图腾为主体，突出中华武术文化。“在主场作战，不仅
要拿下好成绩，更要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风采。”据汤露

回忆，这套深色战袍定稿前，经过 2次修改，“大都是图

案的位置和比例，可能因为平常也会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拿到
成品时，心里挺美的，毕竟是自己的作品。”

摘得女子南拳冠军后，汤露还会参加其他项目的争夺，这
件亲手设计的战袍也将继续陪伴她征战世锦赛。这位来自上

海武术院的名将说道：“还是要放平心态，一场一场比，希望这
件衣服能给我带来好运吧。”

好闺蜜伴左右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

好，可能会说得比较慢。”套路女

子剑术颁奖仪式后，获得铜牌的韩国选手徐
熙珠（音译）在混采区意外遭到“围堵”。面对

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这个比赛时充满气势的小
姑娘好似换了个人，她不时挠挠头，努力搜索着脑海中

并不丰富的中文词汇来回答问题。几分钟后，刚刚在女

子八卦掌项目中摘下银牌的另一位韩国女将崔宥静（音译）走入
混采区，徐熙珠“眼疾手快”地将队友“推”到了话筒前。

原来，两人在韩国队共同训练多年，不仅是队友，更是能分享心事
的闺蜜。“每次来中国训练比赛，我们晚上都会一起看比赛视频，讨论

各种注意事项，也会互相鼓励，没有比赛的时候也会一起逛街。”在崔
宥静眼中，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因为小时候看电视感兴趣，

然后开始练武术的，这可能是我们谈得来的原因之一。”虽然赛前准备
时间紧凑，但在崔宥静比赛时，徐熙珠的身影必定会出现在场边。

“她是我们队里剑术和长拳最好的，我今天的比赛感觉也挺好。”

崔宥静看了一眼脖子上的银牌，补充道：“这次虽然没拿到冠军，但积
累了信心和经验，感到很高兴。希望下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也是

我们共同的目标。”

老将焕发新颜
这是中国澳门选手李祎的第五次世锦赛之旅。昨天，这位老

将终于圆梦，站上了套路女子剑术的最高领奖台。走下赛场，李

祎一改赛场上的沉着，接受记者采访时，眼里泛起了泪光。鲜为
人知的是，在赛前一晚，这位世界冠军的内心，经历了一次从波

涛汹涌到风平浪静的蜕变。

“之前四次世锦赛，我在单项始终没进入前三，有
好几次第四名，心里挺遗憾的。”赛后在混采区，李祎透

露了赛前的心境。“比赛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好，因为
脑子里想了很多，心跳一直很快。”这位女剑客坦言自

己想得很多：“想过比赛时会失误，也想过可能发挥很
好，这种感觉很难表达。”随之而来的，是过往十多年武

术生涯的点滴，“以前表现好的时候、失误的时候、彷徨
的时候都在眼前闪现，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回望过去，却让李祎的心定了下来。“真的到了赛

场，我反而平静了，可能因为之前的各种经历起到了作
用。”平和的心态也帮助这位老将焕发新颜，实现了世

界冠军的梦想。“这枚金牌是对我职业生涯付出最好的
回馈，也是对心理调整的奖赏吧。”本报记者 陆玮鑫

■ 武术世锦赛上的女将魅力四射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