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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把美食玩成艺术”
身着特别定制的白色厨师服，上面绣

着“中国”和“Chinesecuisine（中华美食）”

的字样，担任本次课程的老师仲军曾是锦

江饭店和万豪酒店的主厨，也曾在马来西

亚、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

工作过，拥有丰富的中餐推广经验。仲军

给首批外籍学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学习制作

青团，接下来的11堂课，每一次都会教一样

新的点心。

没有传统的讲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

摆满食材和蒸笼的条案。仲军提前烹制了

五种色彩鲜艳的江南点心，和一旁的翻译

助教一同向大家用中英双语介绍：“这里有

江南船点——南瓜球和玉米笋，烘烤的酥

饼、上海人爱吃的条头糕还有清明时节的

时令点心青团。”看到和南瓜、玉米高度相

似的糕点，外籍学员们都连连感慨不可思

议，来自俄罗斯的伊莲娜赞叹道：“老师是

一位‘雕塑家’！他把美食玩成了艺术！”

“传统的青团是用猪油制作，这次换成

了黄油”，针对外籍学员，仲军在制作上进行

了一些改变，但口味上也有坚持，他准备的

是传统的红豆沙和奶黄馅料。每一步制作，

他都穿梭在各张案板前，看到面团干了，他

会补充倒一点青苗汁，如果面团不成型，他

又马上拿来澄面供学员揉进去。看到一位

学员面团水加多了，仲军说“太烂了，我们要

做到三光——盆光、手光、皮光”。

“食物可以讲故事”
不过半小时工夫，所有人的

青团都制作完毕，一笼笼排队上

锅蒸了起来。伊莲娜还为自己

的青团点缀了核桃仁和葡萄干，丰富口

感。看到这个清明时令的中式点心，伊莲

娜想起了自己7年前来到中国时正是烟花

三月，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假期便是清明

节，她选择了去苏州游览园林。伊莲娜表

示：“任何文化都有很多面，饮食就是其中

之一，中国的食物可以讲述故事，也给我留

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希望通过学

习烹饪去了解中国文化、上海文化。”

曾在大学工作的伊莲娜常常在暑期带

着学生周游中国，中国食物的多样性和国

际化让她感受颇深。在新疆，她可以吃到

中亚的食物，她的妈妈是哈萨克斯坦人，所

以在新疆尝到了妈妈的味道；在西双版纳，

因为接壤缅甸等国家，她品尝到了浓郁的

东南亚风情；到了北方的内蒙古，乳制品的

盛行让她觉得和自己的国家俄罗斯非常相

似。伊莲娜说起美食滔滔不绝：“中国各个

省份、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美食，甚至不同

季节吃的食物也不同，中国美食背后的文

化真的博大精深。”

“下次报名沪语课”
来自巴西的马修夫妇一同来参加课

程，点心制作对他们而言更是一次家庭活

动。马修坦言在家几乎都是妻子做

饭，学习点心制作好像为他们打开了中式

美食的大门，“回去之后我会和妻子一起制

作青团给孩子们吃。”同样蒸好了六枚青团

的英国学员约翰，细心地拿起打包盒装好，

打算带回去和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享。约

翰的妻子是中国人，他说，自己是在妻子的

推荐下前来报名的，这次餐桌上可以用中

式点心代替炸薯条了。

在上海一家日企上班的當山绘梨奈来

自日本冲绳县，在家乡她遇见了很多友善

的中国游客，于是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学

习中文，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间隙，她在

社交软件小红书上看到网友关于市民艺术

夜校的推荐，感到非常有意思，便立马打电

话咨询。热情的群艺馆工作人员告诉她，

春季班刚好开出了专门针对外籍人士的江

南点心课，于是她便在微信中提出了课程

申请。青团的模样让她想起了日本的甜点

大福，到上海半年的她已经会说简单的上

海话，听说市民艺术夜校还有沪语课程，她

惊喜地说：“下一次我想报名沪语课！”

本报记者 赵玥

市民艺术夜校
迎来首批外籍学员
通过江南点心让更多人领略中国文化

作为2023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开幕大

戏，根据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动变

人形》将于4月20日在大宁剧院上演。王蒙

本人也将在剧中“献声”，哼唱一段民谣。

流着血写就《活动变人形》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充分

展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

更是作家对于现代之路与人文精神的回应。

故事以儿子倪藻的视角展开，将其父倪吾

诚，一个“先天不足”的“新派分子”，高昂着理

想却又行动力孱弱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王蒙通过“以子审父”来完成对历史的审

视。他说：“这本书是我流着血、撕裂着灵魂写

的，这辈子我从未这样痛苦地写完一本书。”

书中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的一个日本玩

具，它的外观像一本书籍，但每张内页都被分

割为三部分，每部分分别绘制了头、身、腿。

翻动其中一部分，可以为人物变换形象。王

蒙借这一玩具，隐喻书中人的精神困境：“每

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欲望、

希望、理想，是他的头；他的本领、行为、成就，

是他的身；他的环境、地位是他的腿。这三者

能和谐，哪怕只是彼此相容，他就能活，也许

还活得不错。不然，只有烦恼、痛苦。”

“以子审父”进行反思
舞台剧《活动变人形》由李伯男执导、温

方伊编剧，张露主演。编剧温方伊说，《活动

变人形》并没有单纯地将悲剧归咎于某一个

人或某一类人，而是详细描写了社会转型时

期个人与家庭的“变形”，以及“变形”过程中

无解的悲剧。

舞台化处理过程中，李伯男延续了原作中

“子审父”这一视角。故事里有遥远的过往、痛

苦的隐藏，李伯男正是被这种独特的魅力和价

值打动，他说，“这部剧所对应的那种文化困

境，在今天有增无减。将这部文学作品搬上舞

台，就是要引导观众对自己所处的人生境遇进

行理性审视，以求达到让观众在与故事主人公

命运的共鸣与共情中实现反思。”

舞台剧《活动变人形》不仅是全新艺术元

素的重构与再创造，亦是原著思想核心的再

次激活。透过剧中人物的人生境遇，希望观

众在与主人公命运的共鸣与共情中“审视”人

性，正视家庭现代化的复杂性，这也是这部作

品当下的社会价值所在。据悉，该剧由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原创人气”单元佳作不断
2023戏剧谷“原创人气”单元还有两部佳

作将在大宁剧院上演，分别是《威廉与我》和

《天山雪》。

原创戏剧《威廉与我》取材于莎士比亚生

平故事。30多个角色，由4名演员分别饰演，

全剧灵活地运用时空、随时切换叙述与具体

角色间的身份，完成整体叙事和呈现，灵活、

精巧、缜密地讲述一段传奇。

上海杂技团最新力作杂技剧《天山雪》则

深度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海派杂技

特色，在民族化、时尚感、现代性的视听感受

下，充分结合杂技、歌舞、肢体艺术等多种表

现形式，希望能为观众呈现一部充满青春、热

血与梦想的作品。

演出期间，大宁剧院力邀剧组主创齐聚

艺术沙龙，解析作品立意、探讨人物塑造、分

享创排故事，为观众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艺

术创作过程。 本报记者 朱渊

王蒙写得最痛苦的书被搬上了舞台

还记得前不久春季班报名当

天的上午  时，上海有  万人涌

入报名平台，最快的班仅 秒名额

就被抢完。抢到名额的学员中，

  %为  后，  %为  后，可以看

到年轻人是主力，无怪乎能在“小

红书”刷到夜校的推荐。

每一次在开学季踏入市民艺

术夜校，都能感受到新的亮点。

这次除了为外籍人士开设的江南

点心班外，国画、书法、声乐、古典

舞、故事、Q版娃娃制作还开出了

6门提高班，从而满足市民对课

程多元化提升的需求。像古典舞

的报名者，需要提前提交视频进

行面试，老师也秉承着宁缺毋滥

的原则，宁可招不满，也不能放

松要求。而对学员有要求的班，

老师也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级别。

高标准、高品质同时又是亲民

价，是市民夜校一贯的坚持，不断

根据市民的新需求调整文化供给

方向，则是这个老品牌越来越吸

引新群体的秘籍。上海评弹团首

次加入市民艺术夜校，携手普及

评弹艺术；上海大世界的表演工

作坊首次在黑匣子剧场教学，给

予学员更直观的戏剧沉浸感；在文商旅

融合的上海传统历史文化中心豫园街

区，廿肆传艺社带着大家学习国潮汉服

的立体剪裁和编织花纺课程……目前，

市群艺馆已经开始策划下学期秋季班

的课程，更多专业机构和“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将带来更多惊艳的公共艺术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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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变人形》下周拉开2023静安戏剧谷序幕

最快8秒内即被抢光名额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昨晚开

学，全市123个教学点开出278门课程，招收学员6507人。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103教室里，首次为外籍人士开设了江南点心
课。案板前端坐的学生来自英国、俄罗斯、巴西、日本等多个国家，
首批外籍学员的加入，让社会大美育添了一抹国际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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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美起来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