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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世纪好书”三周岁了。上百位写
书人、出书人、评书人、读书人昨天聚集在云端——上海中心

52层朵云书院 ·旗舰店，共同打开2024“世纪好书”年榜，最终

有63种出版物荣登年度榜单，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

耗40年之功完成的50册《唐五代诗全编》获评委全票，被推选

为“年度致敬图书”。这是“世纪好书”首次在集团旗下新型阅

读文化空间举办面向读者、面向社会的重大发布活动。

主题出版领域中，《人间清白——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

四烈士”》《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操指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中国式现代化》《去北川》《人民至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

里的新中国百姓生活》，上海音乐出版社的《追梦者——朱践

耳传》各具特色。多部科普佳作推动科技出版高峰建设，如

《十万个为什么 ·科学启蒙馆》《城市运转的秘密：水、电、互联

网背后的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和工程》《太空探

索通史——从古代世界到星际未来的发现之旅》《医师跑者

的智慧：如何无伤无痛科学跑步》等。年度榜单中多部社科学

术力作聚焦区域国别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有《危机与秩序：

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美洲人：拉丁美洲的独立斗

争》《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

欢晚会》昨天迎来首次彩排。这场彩排在

“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下，围绕

“巳巳如意，生生不息”这一主题，通过多

种艺术形态和创新表达，勾画出一幅河山

锦绣的中国画卷，并呈现了星光照耀下万

家团圆的温暖年景。彩排中，原创歌舞、

经典戏曲、相声小品等各种类型的节目纷纷亮相，满是浓浓节

日气息。

2024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春晚，导演组

大胆创新，巧妙地将节庆民俗和非遗技艺转化为现代舞台

语言，不仅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更融合了创新表达。各种

非遗元素穿插其中，无论是在节目编排、舞台呈现还是视觉

包装上，都得到了巧妙的融合，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隽永魅力。

蛇年春晚继续深化“人民的春晚”创作理念，将镜头对准

那些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为了让奋斗者走上春晚舞台成为主

角，导演组邀请了“绿皮慢火车列车长”胡贵川、“麦子阿姨”秦

士芳、“外卖诗人”王计兵走进现场（见下图），近距离感受春晚

的热烈气氛。这一举措无疑增添了更多的温度和故事性，也

让春晚的舞台更具亲和力。

蛇年春晚不断拓展“开门办春晚”的深度与广度。导演组

面向全国各地搜罗创意灵感，创作了一批贴近现实、能够引起

观众共鸣的精品节目。从生活热点到社会话题，每一档节目

都融入了丰富的创意和现实关怀，为春晚注入了新鲜活力。

同时，导演组广泛吸纳社会创作力量，深入参与节目编排和创

作，打造了一批具有创意、情感与共鸣的节目。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李运臻就职于IT类外企，是土生土长的

上海人，从小跟着外公喜欢上评弹，上大学后

开始自学评弹，迄今20年。自从市民艺术夜

校火了后，他惊喜地发现夜校里开设评弹课，

毫不犹豫地“抢”了这门课。虽是资深票友，

但李运臻认为，自学评弹很难，需要身为专

业演员的老师来辅导，“老师能教给我乐谱

之外的东西，比如咬字、气息、转腔、归韵等。”

他表示，只要夜校继续开设评弹课，自己就

会去上。被选中与老师搭档参加全市的美

育展演，李运臻很高兴：“这是对我的鼓励。”

这个评弹节目的男男组合让人有些好

奇。李运臻解释，夜校评弹班中男学员占到

一半以上，课上到最后，“男生坚持下来的比

女生多很多”，“评弹里的《三国》《水浒》《英

烈》等内容更令男生着迷”。

舞台上，11个身着白衬衫、牛仔背心和

牛仔裤的孩子跳起嘻哈风格的舞蹈《舞动童

年》，赢得满堂彩。这是一群来自周末美育

课堂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街舞HipHop班的学

员。“看到他们从一个个害羞、不自信的孩子

成长为现在自信、勇敢的舞者，我感到非常

自豪。”老师陈禹讳说，“我希望他们能够继

续保持这份热爱和坚持，未来在舞蹈的道路

上越走越长远。”

此外，舞台上的中医卢玉涵与杨浦区文

化馆分校夜校中阮班同学合奏了《闪闪的红

星》的主题曲《红星歌》；还有连报了三门课

的全科优秀学员张健，这位企业建筑项目监

理加入市民艺术夜校金山分校百砚茶文化

空间教学点古琴初阶班、芳香茶艺健康班表

演的《琴茶合鸣》《仙翁操》合奏伴琴歌、《酒

狂》独奏和全程茶艺表演……

在这里，有的年轻人重拾儿时热爱，有

人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来追寻自己所

爱。这些市民美育项目让市民为发展和延

续自己的热爱找到一个承载平台。

让奋斗者成为
舞台的主角

央视蛇年春晚昨首次彩排

选出真正
打动人的好书

63种出版物成为“世纪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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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梅种竹近深
闺，淡淡相交竹与
梅”，昨天，普陀区文
化馆夜校评弹班男学
员李运臻与老师、评
弹团青年演员陈佳卫
在上海群艺馆星舞台
对唱苏州评弹《梅
竹》，让观众体验了江
南评弹的独特韵味和
风情。在这场首次举
行的上海市民美育展
演上，来自市群艺馆
及16个区包括上海市
民艺术夜校、周末美
育课堂、上海老年艺
术大学在内的美育品
牌项目的20余个优秀
学员团队及特色美育
团队第一次携手走上
全市展示舞台，唱、
弹、戏、舞四个艺术门
类20个节目先后亮
相。上海的美育课程
似一颗种子，在市民
群体中生根发
芽，未来要长成
参天大树。

社会美育 延续热爱
除了舞台上的表演之外，星舞台外的廊

道上，书法老师挥毫泼墨，为大家书写对联，

舞蹈老师现场教授市民跳流行舞，各种手工

艺品、书画作品一一呈现。

每个区的优秀学员代表还被授予获奖

证书。有意思的是，颁奖典礼的礼仪人员是

来自奉贤区文化馆群贤俱乐部时装礼仪班

的学员，平均年龄40岁左右。在随后的时

装秀展示中，她们选用《上海谣》的音乐，展

示了辛勤耕耘的职场女性在生活中美丽优

雅的一面。展演中还可以欣赏到浦东新区

花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乐合奏《假日圆

舞曲》、浦东市民艺术大学歌剧实验班的歌

剧合唱《马德里斗牛士》，崇明区上海御音合

唱团的无伴奏合唱《沂蒙山歌》……

上台表演的都是各区培育的优秀特色

美育项目团队，他们活跃在社区和市级群文

舞台上。与市民艺术夜校、周末美育课堂和

老年大学的培训班不同的是，这些节目都是

有基础的艺术爱好者通过长期参与课程、提

升艺术素养取得的成果。

市群艺馆副馆长徐皓表示，上海市民

美育已经完成了从观众到学员到群文演员

再到专业观众的闭环，有些区已形成完善

的机制，如静安区文化馆白领越剧公益班，

新学员经过多期课程的学习，通过考核后

可以进入静安区文化馆青年越剧团，成为

特色团队的一员。夜校班的学习结束后，

不少学员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继

续练习，互相鼓励，相约观演……延续着对

艺术的热爱。

本报记者 吴翔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开办 年了。周一

至周五晚间，  岁至  岁的文艺青年“下班

之后上学去”；周六周日，面向孩童或亲子的

周末美育课堂，又铺陈出母慈子孝的和美画

面。早在市民艺术夜校之前，面向  岁至

  岁人群的老年文化艺术大学也是艺术普

及的常态班，仅    年服务全市人次就达

 . 万多……

在上海，全年龄段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都可以在   天得到抒发。在这样的背

景下，上海市民美育展演的推出可谓水到渠

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展现

对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能为全年龄段人

群搭台，上海堪称率先。在市民美育展演的

舞台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还有在追

寻美的过程中展现的真与善——在帮助市

民提升唯美追求的文艺工作者的教学过程

中，在为市民搭建展演舞台的文化馆工作人

员的工作流程中，在每一位观众为素人演员

的热烈鼓掌中……

文化课里的美好生活
◆ 朱 光

藏龙卧虎 自信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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