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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往日宁静的小河浜，这两天却好似剧场开台般

热闹，一侧是封闭小区居民发出的加油鼓劲，另一

侧是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孩子们虽稚嫩却

嘹亮的京剧唱段——疫情期间，孩子们在操场上练

功吸引了居民的围观。昨天是世界戏剧日，戏校特

别为对岸的居民献上了露天演出，这个独特的莲花

河畔小舞台，还将在疫情期间继续大放异彩。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戏校校园原本为世界戏剧

日安排了一整天的演出活动，从早上6点的早功展

示到晚上8点的舞台表演，全方位展现科班学生学

戏的甜酸苦辣。鉴于当下的疫情形势，这份厚厚的

计划书不得已被搁置，戏校封闭管理两周以来，孩

子们依旧按照寻常日程，早功、晚课，拳不离手、曲

不离口。晨昏至日暮，朝气蓬勃的新生代们在操场

上练功的身影，和整齐划一地“嘿哈”声也吸引了很

多意外的目光。

和戏校仅一河之隔是南方新村，临河的居民走

到自家阳台，就可以看到戏校的青春风景。事实

上，他们也成了戏校同学们练功时的捧场王。前天

下午，21级京剧班的几位同学结伴到后操场吊嗓

子，因为那里人少，不会打扰其他人。没想到，唱者

无心，听者有意，对岸钓鱼的、带孩子的居民都开始

叫好，还有人喊：“再来一个！”

看到对面有人拍照录像，听到纷纷的叫好，孩

子们练功的劲头也更足了。戏校教导科科长李美

听说孩子们练功来了观众，立马又到篮球场上喊来

几位同学，继续给居民们表演。几曲唱罢，对岸的

居民都意犹未尽，大声问，能不能每天都能表演？

经过校方一番商量，昨天上午9点半，一场露

天的京剧清唱会正式上演，一年级京剧班的孩子

们穿上校服，李美按照行当排了一个节目单，不光阳台上有观众，河岸

边也站了一排居民，叫好声不绝。下午，演出的阵容更丰富了，木偶、戏

曲音乐、昆曲、音乐剧等专业的同学们都来到操场露了一手，木偶挥舞

水袖、京胡齐奏《小开门》、快板《长征》、琵琶三重奏《北京的金山上》、京

剧鞭花……一个个节目都是孩子们的看家本事，精彩纷呈。

17级戏曲音乐专业的张竞闻是琵琶演奏的一员，最近因为疫情，很

多老师都被困在家中，她和同学们只能在学校里上网课。尽管封闭管理，

但学校给大家提供了许多帮助，周末可以看电影、心理课给大家疏导心

情、新增理发点，点亮了张竞闻的生活。她说：“这是我第一次隔着河岸给

观众演出，很独特，对岸的观众也十分热情，都拿着手机给我们录视频，并

且鼓励我们，还希望我们返场，给我们的疫情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尽管疫情让孩子们无法立刻回到大的剧场排练、演出，但却为他们催

生出了莲花河畔的小舞台，昆剧名家、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张军在现场看

到这一幕也非常感动：“感谢居民们带给我们孩子们的鼓舞，孩子们为这

个春天带来的生机勃发更加让人感慨，心怀美好，人生处处都是大舞台！”

后续的小舞台演出计划也已经在制定中。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今晚7时，由本报与

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上博讲坛第三季又将开讲

了。第三季首场讲座以直播形式在线上举行。上

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克伦将来到直播间，和观众

一同“寻宋江南话宋瓷”。

不久前，新民晚报和钱江晚报、姑苏晚报、扬

子晚报等长三角媒体联合推出“寻宋江南”系列报

道，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本报记者也来到上博，

跟随专家探访了书画、瓷器、玉器，在博物馆里寻

找宋代生活美学的印痕，令文博爱好者意犹未

尽。瓷器是宋代生活美学的代表，这项中华民族

的伟大发明创造，和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实

用和审美于一体，是自然与人文交汇的结晶，凝聚

着中华祖先的智慧。

本次主讲人陈克伦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

长，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他在越窑龙泉窑青

瓷、宋代名窑瓷器、元代青花瓷及明清景德镇瓷器

和瓷业发展等方面有较深研究。在今晚的直播

中，陈克伦将与主持人江冉和观众一同研讨有关

宋代瓷器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张公巷窑和北宋

官窑、汝窑的关系；传世“北宋钧窑”的时代问题；

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等等。这些问题也是近年

学界的焦点议题，受到很多陶瓷爱好者关注。

上海博物馆和新民晚报联合举办的“上博讲

坛”今年进入到了第三季。这是一个汇聚上博英

才、文博大家的文化传播平台。欢迎更多爱上海、

爱文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走进上博讲坛，共同探

寻人类文明的珍贵记忆。

直播将于今晚7时开始，观众可以在视频号

“上海时刻”“乐游上海”“看呀STV”，看看新闻App

和上海博物馆B站直播间等平台进行收看。

艺起前行居家

寻宋江南话宋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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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讲坛第三季今晚开讲

昨晚，上海发布了新一轮核酸筛查通告，全体市民
将分两批，分别在家封控4天。虽说封控4天，其实要求
8天都尽量不外出。这么多天，在家能干什么？其实，
这是上海全体市民必须面彩的一场大仗、硬仗，每位市
民一定要积极配合。特殊时期，政府部门生活物资、紧
急医疗都给予保障。我们不妨和文化相伴，安心度过特
殊时期，也能让精神得到疗愈。
首先就是放平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居家期间，可以

做一些一直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比如，捡起小时候学过
的乐器，演奏几个喜欢的曲子；比如，练练书法，学学绘
画；再比如，跟着奥运冠军锻炼健身，实现瘦身小目标，解
封惊艳朋友圈。还有更简单易行的——好好收拾一下自
己的家。最近，有位朋友就练成了“收纳大师”，每天收拾
家中的一个角落，扔掉了很多闲置服装、过期用品，家变

得整洁雅致，家人幸福感提升了，自己也被治愈了。
其次，好好利用资源。感谢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线上海量的影视剧、演剧演出让你看个够，丰富多彩的公
共文化活动等着你参加。上海市文旅局最近推出“音爱艺
起”在线服务，全市美术馆转战“云端”，新推出各类云展览
项目近200个，线下需要排着长队去看的展览，在线上一览
无余。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云上群文客厅”大门为市民
敞开，每天上午9时准时推送，昆曲小课堂、摄影入门、街
舞展演……今晚，本报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上博讲坛
第三季将开讲，不妨跟着专家了解一下宋瓷的学问。
第三，不虚度时光。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

每个人都是24小时。与其从早到晚捧着手机，刷各种信
息，越看越焦虑，不如学习充电，文化相伴，提升自己。
宅家即是抗疫，坚持就是胜利！

文化相伴 精神疗愈 □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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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킣몢子为居民뇭演

■ 彩낶居民뫈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