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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姐姐和妹妹一起

排练的岳岳专注而安静，

他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台

词， 谁要是忘词或者讲
错， 他还能马上提词，或

者悄悄使眼色。

真好，排戏、演戏时
候的小岳岳，弹琴、合奏

时候的小岳岳， 都是快
乐的满足的。 快乐的人，

在“市民剧场”内外还有
很多：有 80 岁的老爷子

跟女儿合跳一曲藏族

舞，脚步轻盈；有英国老
小伙弹着吉他给自己的

中国爱人唱着自己写的
歌，悠扬婉转；有始终手

拉手，表演完沪剧《赏月
诉衷肠》的七旬盲人，温

馨动人……

真好，在中外家庭戏

剧大赛的舞台上，文艺不华丽、不花哨、

不曲高和寡，它是一首歌、一曲舞、一出

戏， 是每一个家庭沉浸其间的美好时
光。台前有多靓丽，幕后就有多感人。有
了生活的和谐美好，才造就了文艺表演

的生动默契。 反之，亦然。

文艺，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让最普

通、最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和光彩。

    “我和 2400 多?上海人民一

起经历了这场从困惑迷茫、焦虑

?分，到孤独恐惧、欲哭无泪，再到
树立信心、全力抗击和夺取全面胜

利的战疫全过程。”在 8月底刚刚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表情》

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这
样写道。这是一部记录作家百余天

疫情中亲历的纪实文学作品，全

书共约 20 ?字，字里行间洋溢着
深情和感佩。《上海表情》是何建

明的一部对疫情中的上海的倾心
倾情之作。

2020年春，被誉为“中国纪实

第一支笔”的作家何建明，因这场

突发的疫情意外被留在了上海。在
这“被留”的百余天里，他亲身经历

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
效的全过程。“从第一位输入性病

例到达上海，到八月份，我一直在
上海，可以说走遍了上海抗疫的多

数战场，所以才对‘上海表情’有比
较深刻的了解。”何建明又指出，

“对于灾难、战争和特大事故，必须
用严肃、准确的笔去客观认真地记

录。对于那些在战胜困难、战胜灾
难中表现出高度战斗艺术、崇高思

想品质以及管理经验的行为，我们

必须给予最神圣和真诚的致敬。”

正是带着这样的创作态度和社会
责任感，何建明以深情的笔调，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真实记录下

来，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人民至
上”的温暖底色。

《上海表情》中既有政府层面

的管理运转智慧，又有普通市民对
待疫情的感人故事，还有对上海抗

疫历史的梳理和“非典”等公共卫
生安全事件的回顾和总结。同时，

何建明以一名曾多次亲历一线采
访的资深作家的眼光，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和建议，使作品兼具情感性

和思考性。“武汉人民受的苦难和

他们与病毒进行斗争的精神，是非
常值得同情与敬佩的。同样，那些

为了武汉、为了武汉人民和湖北人
民而‘逆行’向前，无私奉献，甚至

英勇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干部、人
民警察、普通公民，也一定要歌

颂。”何建明说。

何建明曾以为待在上海可能
是自己所能做得到的最好选择，因

为“宅”在家也是战斗。可是，后来
疫情的发展和上海的战“疫”确实

感动了他。“于是，许多时间我悄悄
地走到大街上、走到黄浦江边、走

到商场和码头，去感受疫中的上

海，这让我得到了许许多多平时不
可能获得的收获与感受。”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上海表情》传递大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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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可成勇气，愁苦化作欢笑，这家人将日常搬上舞台———

以戏之名 为 点灯

戏剧，不仅仅是艺术
家的天地，更是每一位用心生

活者的舞台。在过去半年里，静安
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中外家庭戏剧
大赛，给数百个家庭提供了展示的平
台，这周六，决赛盛典将在大宁剧院举
行。其中有一个家庭不仅因戏剧才华脱
颖而出，作品之外，更让人看到了和睦
的家庭氛围、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
以戏剧之名，将苦难化作欢笑，
升华着小家里的故事。

马上评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星星

家庭生活搬上舞台
这个特别作品由妈妈严迪廉带着 3个

孩子共同完成，姐姐慧慧擅长尤克里里，弟

弟岳岳是个自闭症孩子，但很有音乐天赋，
会弹钢琴、爱唱歌，妹妹小云擅长打击乐。严

迪廉笑着说：“岳岳比我厉害多了，他可以自
弹自唱，小时候童音简直像天籁一样，可惜

现在变声了。”每个周末，一家人都会在家里

开家庭音乐会，吹拉弹唱，好
不热闹。

从岳岳的老师那里听说了这次大赛，严

迪廉便带着孩子们开始了居家排练，慧慧扮
演妈妈，岳岳和小云本色出演。从初赛晋级

到决赛，组委会请来戏剧专家对每一组家庭
进行辅导，严迪廉家庭的这个短剧《表妹来

做客》也重新修改，严迪廉从原本的幕后走
到了台前，既是体现妈妈在这个家庭里的付

出，也为岳岳创造一个安心的表演环境。

戏剧疗愈充满惊喜
2年前，严迪廉了解到，戏剧是国际认

证的自闭症疗愈方式之一。岳岳从小喜欢绘

本，她便从绘本开始，带着岳岳进行角色扮
演。“一开始我们没想那么多，只是当个游戏

来玩，他刚开始又喜欢又害怕，慢
慢习惯之后，还会

角色转换呢”，看到岳岳的变化，严迪廉很惊

喜，儿子很多基本的语言能力和社交习惯，
都是从绘本上学来的。

这次参赛也是如此，因为剧情非常生活
化，只要把剧情讲给岳岳听，他马上就能理

解。虽然排练次数不多，但他非常专注，一进
入到戏剧的氛围里，岳岳总是最快记住台词

的那个。要是谁忘词或者讲错台词，他能立刻

提词，或是用眼神默默提醒。家里总是充满欢
声笑语，孩子们甚至会对一脸紧张的妈妈说：

“妈妈，不要最后在台上忘词的人是你哦！”

办剧社鼓励同行者
“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普遍对孩子信心不

足，但这些孩子也是有可能站上舞台，有可
能演戏的。”这些年接触下来，严迪廉的感触
很深，就连岳岳的爸爸，都还没有完全做好

心理建设。所以，严迪廉希望通过这次大赛，
观察岳岳在普通孩子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水准，如果能够拿到好成绩，希望向其他自

闭症家庭的家长推广戏剧疗愈法。
大学时严迪廉就是文艺委员，为了儿子

把业余爱好捡起来，她很享受。她成立了为
自闭症孩子设立的皮迪客剧社，但目前包括

岳岳只有 2位社员，因为家长的工作非常难
做，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露面，孵化了一两

年也只找到一个家庭愿意参与。
说起皮迪客的名字，严迪廉解释道，这

是剧社编排的第一部戏的名字，来自孩子喜

欢的绘本里的一只大公鸡，“我们觉得大公
鸡有唤醒黎明的意思，所以就没有起‘星星’

一类的名字，我不想把他们当作特殊孩子，
希望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生活幸福”。

本报记者 赵玥
■ 严迪廉一家在舞台上收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