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暑期课堂即将开课
带孩子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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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我

得要送她一程。于
蓝啊，我知道人都

有这一天，但是不
知道为什么，她的

走，我的心啊，好疼
啊好疼啊。”昨天上

午，不顾家人的阻

拦，92岁的著名表

演艺术家田华来到
北京八宝山大礼

堂，跟于蓝生前的
好友和晚辈们一起

送别她，泣不成声。
99 岁的于蓝

静静地躺在礼堂正

中，身上盖着一面
鲜红的党旗，四周

摆满了社会各界敬

献的花圈、挽联。
居中的大幅黑白

照片中，银发的于
蓝微笑中带着温

和与坚定。现场循
环播放的乐声，出

自于蓝之子田壮

壮导演的纪录电
影《德拉姆》，淡然、

清寂而又颇具永恒
之韵⋯⋯

昨天，因为疫
情原因，现场要求

前来吊唁的亲友及
各界人士佩戴口

罩、测量体温、有序
排队、保持一米间

隔，但还是有很多
人赶来送别于蓝。

临近 10时，告别仪
式正式开始，包括
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中国文联主席铁凝、演

员李雪健、葛优等在内的于蓝亲友及社会各
界人士，依次有序进入礼堂，向于蓝遗体三鞠

躬，与这位将毕生精力和热爱，奉献给中国电
影事业的艺术家作别。

“于蓝是我最亲最亲的、无话不说的、无
话不谈的、我最好最好的大姐、老师、同窗、战

友。我们俩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一直到与新中国电影一起成长，我们都
在一块。”谈及一周前故去的“老战友”，田华

很难过，但她也很坚定，“（于蓝）你没走，你的
《白衣战士》、你的《翠岗红旗》、你的‘江姐’、

你的《革命家庭》、你的《龙须沟》。你在周总理
关怀下创建了儿童电影制片厂，为儿童电影

制片厂作了那么多贡献，这些都没有走。于
蓝，梦中见吧。”

正如田华所言，她们是与新中国电影一
起成长的一代人。1949年，此前主要演出舞

台剧的于蓝，第一次登上电影银幕，主演影片
《白衣战士》。此后，她先后出演《翠岗红旗》

《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等影片。
1962年，于蓝和田华一同当选中国文化部推

选的“新中国 22大电影明星”。1965年，她搭
档赵丹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奉献了精湛的

表演，被观众奉为“永远的江姐”。一直到
2018年，97岁的于蓝还出演了为纪念抗战胜

利 73周年而拍摄的《那些女人》，以及老年题
材公益电影《一切如你》。

葛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透露，自己在
演员考试的时候还曾接受过于蓝的辅导。事

实上，于蓝在她的电影生涯中培养了一批电
影人。尤其，上世纪 80年代起，年过 60的于

蓝作为首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全身

心地投身到儿童电影事业中，她创立了中国

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创设中国国际儿童电影
节，为中国儿童电影的研究和国际交流铺平

了道路。
于蓝之子田壮壮被认为是中国“第五代”

电影代表人物，这位电影导演此前曾这样回

忆自己的母亲：“电影行业有很多很优秀的
人，但是能够长久地为电影付出而且真心爱

电影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我母
亲是其中一个，她真的是热爱这个事业、热爱

电影，而且她会对她所能做的任何有关电影
的事情都不遗余力地支持。”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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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黄渤退出《极限挑战》之后，加
盟了一个新综艺，那就是中国首档关注认知
障碍的公益节目《忘不了餐厅》。《忘不了餐
厅》由黄渤担任店长宋祖儿担任副店长，五位患
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担任服务员。这档节目
希望通过真实记录患认知障碍的老人与餐厅中的
食客互动，让观众关注到老年人群、关注到认知障
碍，也让老人能够走进人群、积极参加社会活
动，在收获积极乐观的心态的同时也能延缓病
情。最近，《忘不了餐厅》已经在上海开始了
第二季的录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
期待这一季，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多
了解关爱老人的方式。

《忘不了餐厅》将
全国首档关注老年认知障碍公益节目在沪录制

    进入 7月，孩子们的暑假也陆续到来。

除了躲在空调房里做作业、玩电脑，有哪些
既长知识，又有意思的活动，能让夏日的休

闲时光变得充实？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举办

的 2020年黄浦区非遗暑期学院应运而生。

上周末，第一堂衍纸课在皓古文化艺术馆开
讲。

地处上海中心的黄浦区拥有 13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
何充分利用这些非遗资源，让传统文化走进

年轻人的世界？非遗暑期学院便是黄浦区

“非遗在社区”项目与青少年暑期教育结合

的一次尝试。学院囊括了陶艺、书法、茶艺、
钩编、拼布、衍纸等项目，以动手为主、讲解

为辅，邀请非遗传承人带领小朋友亲身感受
传统技艺。当孩子们品尝到自己动手沏出的

香气四溢的茶汤，看着碎布头在手中“化腐
朽为神奇”变成时尚工艺品，将不起眼的纸

条卷曲组合成为一幅艺术画作⋯⋯他们不

仅会获得动手能力和艺术创造力的提升，更
会在不知不觉中沉浸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

中，成为非遗传承的后备力量。

根据今年疫情防控的要求，大世界传艺

中心对课程安排做出了适当调整，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非遗暑期学院云课

堂”将在大世界传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展
开；线下课堂则覆盖了上海大世界、黄浦区

非遗保护中心、皓古文化艺术馆、五里桥街
道桑城居委多个场馆，一方面减少人群聚

集，另一方面也方便孩子们就近参与。课程

地点、形式虽有调整，内容质量却丝毫不打
折扣，总计达到 80个课时。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欢笑 延缓病情
回顾第一季节目，节目组历时四个月，

走访全国 6个城市、50多家医院、220多所

机构和社区组织，从 1300多位老人中最终
选定五位老人参与拍摄。通过层层选拔选

出的老人们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其中，
爱吃红烧肉的李君沪爷爷撞脸《飞屋环游

记》中的卡尔爷爷，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他的

招牌式治愈微笑，在餐厅模拟营业时，君沪
爷爷却忘记收钱；还有号称“英语达人”的胡

公英奶奶，为客人点餐时错把编号 6写成了
9⋯⋯面对餐厅接连不断的状况出现，上错

菜也成了这家餐厅的常态，店长黄渤被呼唤
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档节目呢？在老龄
化进程加速的中国，患有不同程度阿尔兹海

默症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认知能力上
出现了问题，而认知障碍暂时无法治愈。这

档节目的初衷是为了让患病的老年人积极
参与社会活动，将老年人最真实的状态展现

给大家。这些老年人可能会上错菜，也可能

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节目组就是用这种打
破常规的方式让人们关注这一特殊的老年

群体，让他们能够走进人群、积极参加社会
活动，在收获积极乐观的心态的同时也能延

缓病情。
正如黄渤所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

衷就是希望餐厅里的老人们能够积极地参与
社会活动去融入社会，他们不仅仅需要别人

帮助，还可以帮助到别人。”认知障碍暂时无
法治愈，但好的心态却能够有效地帮助患者

延缓病情，爱与陪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保护 全程在线
面对现在“娱乐至上”的大环境，《忘不

了餐厅》的诞生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季中

谭少珠、李君沪、孙丽君、胡公英、李东桥五
位老年服务生平均年龄 73岁，全部患有不

同程度的阿尔兹海默症。为了完成录制节
目，全体主创都接受了专业培训，学习如何

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交流，老人们每天只参

与三个小时的拍摄，一季节目只录制十天，
医护人员和救护车更是全程守护在现场。

目前第二季节目正在录制之

中，从微博上透露的信息可

以看到，这一季黄渤

和宋祖儿依

然还是正副店长，但这次面向全国招募患有

认知障碍的老人。这次节目的录制时间段是
六月到八月，但老人们真正参与的时间只有

二十天左右，而且是间隔录制，这种方式也
是为了让老人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疫

情的关系，这次顾客来《忘不了餐厅》吃饭需
要提前预约，而且也要拥有健康绿码，14天

内无境外旅游史、无疫情高风险区出入史、

未与相关高风险人员接触，具体的用餐时间
要在预约成功后才能确定，虽然流程比较复

杂，但这也是为老人和顾客负责。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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