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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晚 6时，中华艺术

宫首个夜场开启。在领略鲍贤伦的书法艺术和欣
赏陕北的剪纸艺术之外，中华艺术宫的景观灯也

同时亮起，曾经的世博中国馆的“中国红”在夜色
中熠熠生辉。据悉，7月起，中华艺术宫将不定期

开放夜场，为观众提供更多亲近艺术的机会，特别
是为白天没有时间看展的上班族和学生们提供便

利，满足市民多种观展需求。

“大块文章———鲍贤伦书法展”共展出当今知
名书家代表、隶书创作领域前沿探索者鲍贤伦书

法作品 260件，其中 200件左右为新近专门创作。
这些作品以浑穆性灵的笔墨抒发了中华民族文化

中的弘毅精神、磅礴气概与温婉情愫，“大块文章”
展这一鲜明主题，与中华艺术宫大气堂堂的空间

气象互为表里，彰显了在今天尤为可贵的精神风
度与文化自信，带来非凡的艺术体验与精神感召。

在夜场活动中，针对展览的五大版块，“艺术专赏”
部分从专业鉴赏的角度带领观众走进鲍贤伦的书

法艺术，感受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对时

代的讴歌和对未来的美好祈愿。主讲嘉宾是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书法专业，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会员的周琦。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剪纸展展示了陕北剪纸

各类风貌的艺术作品，全面呈现了西府剪纸特有
的文化风韵。中国剪纸的艺术风格由于不同的地

理环境影响有南北之分，北方剪纸正是以陕北剪

纸为代表。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受汉文化影
响较深，许多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传说都出于此

地。传统陕北地区的剪纸在内涵与功能上主要分
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辟邪祈福；第二类是繁衍生

息；第三类是民俗风情。

而当代陕北剪纸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则
融入了新时代的特征及个人艺术追求，从而形成

了一种新面貌。在表现形式上，陕北剪纸以夸张的
造型著称，但质朴粗犷的风格中又有一丝女性手

艺人带来的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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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 7时，浦江两岸的灯光渐次亮起，江心的

“船长 8号”游船上，正吹着江风欣赏江景的游客，
欣喜地观赏到了一出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甲

板上的舞台是新搭建的，表演者是上海昆剧团的
年轻演员，昨起至 11月 30日的每个周六，上昆都

将在船长号游船上带来“浦江兰韵”周末驻场演
出。

昨天是上昆驻场演出的正式首秀，从甲板上

放眼望去，远处雾气缭绕，华灯初上，又是另一番
美景。不同于传统的剧场空间，演员在台上演唱，

游客可以凭栏远眺，侧耳聆听，也可以坐在二楼甚
至三楼的甲板上，点一杯鸡尾酒，观赏畅谈。身处

两岸之中，眼前游过一座座海派地标建筑，传统文
化的古韵今风，在 2小时夜航里带游客感受夜生

活的别样韵味。
以《牡丹亭》开篇，上昆未来的驻场秀里，还将

带来《雷峰塔·游湖》《玉簪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
子戏。上昆团长谷好好表示，此举意在吸引更多观

众游客来感受传统文化的“新风尚”，提升对传统
文化的体验和认同，昆曲不只有《牡丹亭》，浦江游

船也同样可以有新意。未来观众还可以参与到表

演中，体验沉浸式观演，让上海浦江游览文化诞生
出全新 IP。

这样的文旅融合，同样来自游船公司因疫情
产生的冷思考。上海快乐船长游船公司董事总经

理黄庆给出了一个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
时候，浦江游船的乘客数量锐减至往日的 8%，他

琢磨着借此机会将特色航线升级，进一步吸引更

多游客———不仅包括外地、外国游客，本地市民也
可以在熟悉的风景里找到新的乐趣。将昆曲引入

游船的想法，正中黄庆的下怀。
“船长 8号”游船以著名的三桅盖伦帆船“五

月花”号为原型进行设计建造，是黄浦江首艘四星
级内河游船，也是浦江上首批被授牌的“上海市演

艺新空间”。据黄庆透露，未来 1至 2年内，游船公
司还将推出一艘演艺主题的游船，创新浦江游产

品，吸引越来越多的回头客。以后游客登船，不仅
可以品美食、赏美景，还能欣赏到专门打造的特色

演艺剧目，给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
本报记者 赵玥

周六相约昆曲航线
黄浦江暂作“牡丹亭”

    “原来我是教大人跳舞的，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

公益活动，走进了一群自闭症儿童中⋯⋯”小荧星的舞蹈
老师张怡回忆起那一天，她带着孩子们一起跳，一起笑。

也是从那一刻起，她走进小荧星，开始教孩子跳舞，“我教
过的孩子性格都不同，或沉默，或活泼，或善舞，或慢热，

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舞蹈点
亮彼此的心。”

一片欢笑
90后的张怡，明眸善睐，笑容灿烂，她说和孩子们一

起跳舞，让她快乐。

“当时，我是作为慈善基金会的一名义工，去帮助自
闭症的儿童。”张怡永远记得跟着校长走进教室，孩子们

正围在桌子前做手工，校长对孩子们说：“同学们，这是今
天来教大家跳舞的张老师。”张怡和他们打招呼，孩子们

大都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回应的没有几个，“我有点

尴尬，不知所措。”

随着音乐响起，张怡带着孩子们舞动起来，张怡看到
孩子们脸上的笑容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学的很快，我们

在一起，越跳越嗨。”张怡说，“动作标准不标准已经无关
紧要了，因为那间小小的教室已经因为舞蹈沸腾起来

了。”原来，舞蹈能带来的不只有聚光灯和掌声，还能点亮
孩子的心。

“2017年的时候，机缘巧合下看到小荧星艺术团小

朋友的演出，舞台上的他们活泼可爱，充满朝气，无比自
信。孩子就是一张白纸，需要老师从零开始，慢慢打磨、慢
慢塑造，一点点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优秀的艺术人才。这个
过程很漫长，或许也很艰难，但是对孩子的艺术教育，才

是一个老师真正的价值体现。”张怡于是就尝试着去到小
荧星面试，最终成了一名小荧星艺校的老师，“除了自闭

症的孩子，我们还会去聋校，带着那里的孩子一起跳舞，
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特别是他们舞动起来的笑容，可

以融化世间一切艰难。

一个拥抱
“教孩子跳舞，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沉下心来进行

教学工作，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收获。”这几年，一直在教

孩子跳舞，张怡最难忘的还是一个女孩送上的拥抱。
“我带了她两年半，那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在班上

不声不响，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完成所有老师教的动
作。”张怡说，“一般来说，我们作为老师，在班上会关注两

类学生，一类是动作做得特别好的，一类是特别不好的，

而像她这样的女孩，往往会被忽略。”
孩子在渐渐长大，学业也在逐渐加重，有一天女孩的

妈妈过来和张怡说，她们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和学舞的
时间冲突了，从下学期就不能继续学跳舞了。一瞬间，张

怡想起从前，觉得有些愧疚，若有所失。女孩怔怔地站在
妈妈身边，依然没有说话，妈妈拉着她离开的时候，她噙

着眼泪回头望着张怡⋯⋯经过一个学期之后，妈妈又带
着女孩来了，妈妈对张怡，“我们把英语班退了，因为她说

她还是喜欢张老师，喜欢和张老师一起跳舞。”张怡和女

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们都哭了。 本报记者 吴翔

“中国红”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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