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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我的游泳课
也正式开始了。
其实，我上小学时便会游泳了，而且

才不是狗刨呢，是正儿八经的蛙式。不
过，我从没拜过老师，完全是自学的。我
很喜欢游泳，所以得知我家附近开张了
一家健身俱乐部，里面设有泳池，立马办
了会员卡。如今，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
那里游泳，每次游个一千米，不竞
速，不计时，优哉游哉。
我游泳时，选择去时蛙泳回

时仰泳，轻松而自在。可是，健身
俱乐部里的泳池毕竟不是标准游
泳池，不够敞阔，当中还用浮栏隔
出三条泳道，人多的时候，游蛙式
就很吃亏了，因为无法向两边划
展手臂，搞得连身子都蜷缩起来，
但那些游自由式的倒是无碍，由
于是侧臂划水，不太占横向面积，
可以不管不顾地一路向前，只是太过恣
肆，劈波斩浪般溅起的水花打得蛙泳者
十分狼狈。为摆脱如此窘境，我决定要
拜师学自由泳。
于是，我找到年轻的小尹，跟他说，

我要上你的游泳课。小尹既是坐在看台
上的救生员，也是很受欢迎的游
泳教练，上他课的学员从六岁女
娃到七旬老翁，没有说他教得不
好的，都说他和蔼而耐心。但我
觉得一个游泳教练的专业水准
似乎更加重要，因此，我特意打探了一下
小尹的专业背景。原来，虽说小尹出生
中原，但却长年生活在浙江海边，从小习
水，他在大学里读的正是游泳专业。小
尹告诉我，他大学还没毕业就开始教授
游泳课了。好一个专业游泳教练！
虽然小尹很有亲和力，可他上起游

泳课来还是很严格的。每次上课，他都
让我先在垫子上练习分解动作，他说必
须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我明明是让
他教自由泳的，结果，他看过我的蛙泳

后，摇着头说动作不标准，建议还是先进
行蛙泳的动作矫正。我自然同意，因小
尹用手机录了我的泳姿视频给我看后，
我真想有个地洞钻进去，免得丢人。事
实上，纠正动作并不容易。我抬头换气
时会踹脚，小尹说，不对，吸气时不可踹
脚；我在水中会连续蹬腿，小尹说，不对，
每次蹬腿应间隔两三秒……我根据他的

指导重新调整，但还是经常忘
记，顾此失彼，弄得手足无措，这
时，小尹很温和地说，不用急，纠
正习惯性动作需要时间。
每次上课，小尹都亲自下

水。他让我将手臂搭在一块浮
板上，他则在前面引导，并且不
断地发出口令：“脚掌翻开！”“右
腿伸直！”“加快吐气！”他站在水
里，一步步地倒退着。一个来
回。又一个来回。小尹曾经跟

我说过，夏天的时候，要教的学员太多，
他几乎每天七八个小时泡在泳池里，连
饭都顾不上吃。我想小尹真不容易，一
直泡在水里的滋味其实并不好受，就像
现在是冬季，说是恒温，但泳池的水温并
不高，如果不奋力游泳，身体不会暖和。

我问小尹冷不冷，他总是说还
好，反过来问我累不累，要不要
休息一会。那时，我就想，我得
赶快学好，以不辜负小尹对我悉
心的指教。我深吸一口气，把头

埋进水中，双臂紧贴耳朵伸直，收腿，翻
掌，脚尖向外，随后用力向后蹬夹水，再
两腿并拢漂上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在水
里变得轻盈起来。
当我浮出水面时，看见小尹对我竖

起了大拇指，我心里很是高兴。得意间，
我问小尹还有别的动作要学吗。小尹看
了我一眼，不愠不怒地说：“要学的动作
还多着呢！”我听后，赶紧夹住“尾巴”，躲
进水里，潜到另一条泳道，老老实实地自
己练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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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林是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苏联航天员，
也是法国影片《加加林》中的一个社区，位于巴黎郊
区。影片开场用历史纪录片段，很真实地把我们带
到上世纪60年代，宇航英雄参加以他名字命名的社
区落成典礼，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人们或在阳
台上，或在公寓旁，或在大街上，向加加林欢呼、撒
花、拍照……一个小孩接受记者采访：“你想去太空
吗？”小孩腼腆地回答：“我不知道行不行，上太空要
知道很多东西。”当摄影机摇过加加林社区的公寓大
楼，谁也没有想到，50年后，成为危楼的这个社区将
被拆除，所有居民将被要求搬离。故事由此展开。
这部电影由范妮 ·莉娅塔德和杰

里米 ·特鲁伊联合执导。导演在一次
访谈中说：“5年前，我俩来到巴黎郊
区，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加加林这个地
方，红色的大楼建筑让我们印象深
刻。同时我们得知这里即将拆迁，于
是我们决定写一个关于这里的故事，
写一个将自己的房屋视作太空船的男
孩的故事。我们先拍摄了一部差不多
15分钟的短片，去年（2020年）加长了
故事扩充成长片。”显然，这部以16岁
少年尤里为主角的电影，会很特别，一方面，他所居
住的公寓面临被炸毁的命运，有着现实的危机感；另
一方面，他把自己的房屋视作宇宙飞船，又有着浪漫
和科幻色彩。
影片并没有告诉我们黑人男孩尤里的详细身

世，只是从邻居法里嘴里知道，他的父母从前意气风
发，后来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过得很不容易，现在
母亲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了新的家，尤里独自住在这
里，他打过电话给母亲，但没有得到回音。孤独的尤
里酷爱星辰宇宙，镜头拍摄他屋子的墙壁，上面挂着
太阳、月球、太空船的照片和图纸，一架望远镜从窗
户可以看到外面所有的一切。
老旧的加加林，是铁道附近的廉价区域，居住者大

多为社会底层人士。尽管对破损的大楼，有人抱怨不
是人住的，但一旦搬离熟悉的环境，又让人不舒服。
尤里最先开始拯救大楼的行动，他带着好友哈桑和
罗姆姑娘戴安娜，用母亲留下的首饰，去建筑仓库换
来各类灯具，他原以为，通过置换灯泡、粉刷墙壁、

修理电梯，可以让大楼起死回生，但
结果，因为房屋结构有明显的裂痕和
凹陷，卫生设施过于老旧，排气系统
反复失灵，建筑材料含有致癌物质，
被判为高危建筑，予以拆除。在有关

部门宣告这一处理意见的画外音里，导演把框在窗
口的尤里，用旋转镜头颠倒过来，透出尤里的绝望。
这部关于拆迁的电影，在前半部分现实主义叙事

后，突然转向了超现实主义。导演说：“我们都在南美
待过几年，受到了一些拉美导演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
影响。我们想在这部电影里找到一种现实与科幻的
平衡。它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表达。”在母亲不让尤
里去她那居住后，尤里开始寻找废弃的材料，把自己
的住房改造成太空船：装置制氧系统、二氧化碳回收
站、水再生系统、种植蔬菜，比如南瓜、西葫芦、番茄
等，星图放射浪漫光点。电影画面色彩绚烂，旋转镜
头梦幻迷离，电子合成音乐透出迷人的旋律。当大楼
在爆破的倒计时之际，尤里变得失重，悬浮在空中。慢
镜头显示，他缓缓从“太空舱”上升，恍如行走在月球表
面，在优美的太空舞步下，飞向宇宙。
人们还是在大楼顶层找到昏迷的尤里。从现实

到魔幻，导演通过尤里梦想的飞跃，来摆脱现实的无
奈；用理想的诗意，来稀释现实的悲苦。尤里在现实
生活中，渴望有家（所以要拼命留存、坚守老旧的公
寓），渴望有爱（他和戴安娜的爱恋充满温情）；他追
寻着浩瀚星空，即使向它纵身一跃跌入大地，但这是
一次自我放飞、自我实现的着陆。在楼顶，尤里最终
醒来，睁开眼睛、微笑。电影意犹未尽且意味深长地
暗示，在未来，他绝不可能终止他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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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生相伴七十春，
永诀今朝几失魂。
但愿此行安和稳，
无牵无挂慰平生。

（二）
齐鲁征战始识君，
以沫相濡到如今。
倘有来生重相见，
可否再聚一百年？

丁培庆

泪别老伴王玲

出租车在城市里早已不是稀罕的
东西，然而想想却又觉得奇妙，两个素
昧平生的人，从乘客拉开车门的那一
刻起，在几分钟到几个钟头的时间里，
共处一个狭小空间，说同呼吸共命运
也不为过。
上海的出租车向来是给我提供安

全感的存在。尤其是去过很多地方，被
拒载、绕路，或者被推荐价格昂贵的饭
店后，我意识到上海出租司机的职业水
准确实比别处高出不少，虽然朋友曾宽
慰我说以上经历是外出必然付出的成
本之一。某些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火车
站机场打车之难令人咋舌。而我每次
抵达上海，在候车处看到一辆辆出租车
水一般流到眼前，心里顿时有了回到家

的感觉，一盏盏淡绿的“空车”车灯，在风尘仆仆的人眼
里简直像水果硬糖一样美丽。
如今的出租车司机普遍话不多，但碰到一个一路

沉默的也颇让人意外。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花
园饭店门口上车，从“你好！请到……”到“谢谢，再
见”，那位高人始终一言不发，而且把车开得飞快，奇
的是路上一个红灯也没等过。好奇心炽盛的我一直
很想看看他的尊容，但窥见的只是后脑勺。于是，当
友人说起有个司机在出租车上给她唱歌时，我羡慕
得眼睛都瞪圆了。她说那位大叔在征得她的同意后
唱起了《梅花三弄》，不仅曲调悠扬，连歌中“梅花一
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
处水茫茫”的念白都没落下。她狠狠掐了两把自己
的大腿才忍着没有笑出声来。
和她的奇遇相比，我遇见的司机最多只能算是开

朗。有的司机是自来熟，车子从五角场开到人民广场，
我已经“认识”他一家老小和隔壁邻居。有的只谈工
作，那天我订了强生公司的车去机场，那位司机大姐
一路上都在向我强调大公司的出租才靠谱，而时下
流行的快车专车门槛实在太低。事实上，她觉得不
靠谱的，有时恰恰是聊天的好对象。某天我坐上一辆
专车，也许是我坐后座并自觉系好安全带的缘故，车主
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自己有洁癖，最烦别人
坐旁边，为此他把副驾的座位向前翻，甚至不惜在上面
泼水，但有些乘客还是执意要坐前面。再听下去，就是
一个生意垮了出来跑出租的故事。如果他没有吹牛，
这个三十年前就有大别墅如今却只能靠开专车谋生的
中年人，人生真是大起大落。这种落差，运用我贫乏的
想象力衡量了一下，大约就是方丈直接变成了扫地
僧。那是一个下着冷雨的黄昏，这个陌生人的故事里
也有嗖嗖凉意。
懒得和乘客搭讪的司机，只要能提供一时的便捷

和掩护，便是功德一桩。而他们一旦开口说话，真是像
开盲盒一样有趣。百年修得同船渡，偶然同车，共度一
段时光，其实也是不小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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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成立，从此
我们戏曲人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坚
实的后盾，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这十年
来，上海的戏曲旗鼓重振，推出的一系列剧
目、活动，收获的各类奖项、成绩有目共睹。
这十年也是我艺术生涯中重要的十年。
也许不仅仅是巧合，我的淮剧人生的重

要转折就发生在戏曲中心成立的这一年。
2011年我接受了江苏省涟水县淮剧团的邀
请主演了新编现代戏《鸡村蛋事》，一连斩获
了江苏省淮剧节优秀表演奖、江苏省戏剧节
优秀表演奖、首届江苏文华表演奖，剧目也
同时连获奖项，被人赞誉为“一出戏救活了
一个剧团”。紧接着2013年我又主演了新编
古装戏《莲子》，在其中挑战了旦角五大行
当，并开始尝试参与唱腔的设计，这出戏的
创排让我对淮剧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越，
我也凭借它获得了第24届白玉兰表演艺术
主角奖。
作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上海淮剧

团的演员，我的阵地依然是在上海。2015

年，我被列入上海市委宣传部青年文艺家培
养项目。2018年我主演了新编现代戏《浦东
人家》，2021年又推出了都市新淮剧《寒
梅》。这两部戏都是剧团大力打造的重点剧
目，特别是《寒梅》，这次创作是对岁月的回
答。首先是建党百年的光辉岁月，这不仅仅

是一次革命文艺创作，更是对百年党史的隆
重献礼。其次是我的淮剧人生，展现我们这
一代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手段是我未来将
长期坚持的追求。
十年来，除了自身创作上的不断实践，

我也主动担起了“传帮带”的责任，自2012年
起我担任上海淮剧团青年队的队长，剧团将
30多名90后青年演员交到我的手里，可谓
重任在肩。业务上我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
点，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为他们挑选剧目，

寻找适合的老师，紧盯他们的学戏过程，为
他们争取各式各样的演出机会，陪他们参加
各类比赛。2020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推出
了青年演员传承汇演，我作为助演，搭档青
年演员王俊杰演出了传统折子戏《投军别
窑》，受此启发，剧团将推出“名家带新秀”专
场，组织一批一级演员与青年演员合作演出
折子戏，推动青年演员更快成长。在业务之
外，青年演员生活上也需要细心引导，我肯
定他们的淳朴和洋气，理解他们的困惑和焦
虑，因为我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我希望
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他们。
回首十年，在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这个大

家庭中，我经历着、成长着也收获着，真诚祝
愿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生日快乐，我们共同爱
护这个家继续走过一个又一个十年。

邢 娜

一个像家的地方

时间敲响岁月的钟，辞旧迎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变迁、生活圈
的更迭，新年愿望不尽相同，新年礼物
也是层出不穷，它犹如一把情感之匙，
打开了新年最美的期盼和祝福。
记得小时候，新年收到最难忘的

礼物是阿姨亲手编织的毛衣。当时
的上海物资匮乏，去商店买衣服是一
件奢侈的事。阿姨心灵手巧，擅长女
红，从小疼我，只要她去商店逛上一

大圈，回家准能把流行的衣服式样记在心里。通过巧
手，一针一线，没几天，一件成衣就面世了。有一年，我
拿到一件全身织满彩色珠片的毛衣，在灯光照耀下，
尤其绚丽夺目。我像拿到宝似，爱不释手。阿姨温
柔地摸摸我的小辫子，开心道：“喜欢就好，不枉费辛
苦一场。做梦的年纪就该穿上好看的衣裳，这样新
年才更美好啊！”是的，那时春节，我总是穿着新毛衣
走亲访友，成了弄堂里、家宴中最“扎台型”的幸福小
妞。后来，时过境迁，阿姨英年早逝，石库门拆了，毛衣
旧了、破了、穿不下了，我
在追忆里日渐长大。每年
春节，我依旧还会收到很
多的新年礼物，但我再也
收不到一件用爱织成的
“唯一牌”纯手工毛衣。阿
姨的爱是我无法抹去的
新年纪念，深深藏进了我
的心里。
时间如水，跨过岁月

的河，又把我们推入了日
新月异的潮海里。当下的
生活，物质丰富，购物便
捷，新年礼物应有尽有。
做了母亲之后，每年给孩
子送一份有意义的新年礼
物，成了我的必备功课：带
他看一场莫奈画展，感受艺术魅力；一起参加作家见面
会，文学滋养心灵；陪他体验一杯“熊爪咖啡”，关爱智
障人士；和他一起完成公益诵读，播种爱心种子……社
会的多样性、生活的多面性，希望孩子都能在新一年里，
知识和年龄同步增长，收获更多成长的意义。点滴的过
程里，我又何尝不在其中，感悟颇丰。就像林语堂说过：
“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比在珠宝店橱窗里看见一
颗大珍珠更为快活”。
新年礼物，其实就是一种爱的传递和延续。新

年将至，一切如新，让我
们携带着爱的期许，用重
新邂逅生活的态度，保持
热爱，在奋斗努力中收获
更多更美好的实现吧！

戴

瑛

新
年
礼
物

冬日花神杯 （油画） 王煜宏

戏里有乾坤

责编：徐婉青

十日谈 提案是人民政协履
行职能的重要方式，为
了让更多读者了解提案
背后的故事，明起刊登
一组“提案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