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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儿童戏剧工作者看来，戏
剧在孩子的成长中是不可替代的，它
强调综合性素质和团队性协作， 能够
虚拟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人在其中可
以肆意创造和发挥。在这个过程中，基
于戏剧的特点，孩子们既要观察思考、
注意力集中， 也要发散思维、 想象创
造， 所以我们看到的沉浸在戏剧中的
孩子们总是很有活力的。

戏剧是通向孩子内心世界的一座

桥梁， 通过孩子在戏剧活动中的表现，
我们能够更真实地贴近孩子的想法；而
孩子的情感也可以通过戏剧这一载体

得到良好的引导和释放。不仅是成人与
孩子之间，我们会发现孩子与孩子之间
通过戏剧， 也更加容易进行沟通和交
往，而孩子的诉求表达、解决问题等能
力也能从中得到很好的锻炼。 在戏剧
中， 孩子们接触到的是真善美的世界，
是我们想留给孩子们的纯净和美好，使
孩子拥有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而戏剧的
规则性（如角色的分配、上场的先后顺
序等）、结构性（故事情节、时间地点人
物等等）、建构性（创作过程、互动过程
等），则在品格、行为的塑造上对孩子的

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于工作关系， 我了解到上海市

教委也在“戏剧走进校园”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包括全市、地区或者学校内部
的戏剧节， 鼓励艺术院团的优秀剧目
到学校演出等等。 市教委与我们剧院
曾合作举办“戏剧教育工作坊”，专门
为中小学、 少年宫的老师做基础性的
戏剧教育培训。 这对于戏剧的普及和
校园戏剧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进步。因
为举办这个工作坊的初衷， 就是来源
于学校在进行戏剧活动中遇到的种种

困惑，希望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现在， 越来越多的老师运用所学的戏
剧知识为校园戏剧增光添彩。比如“龙
华魂” 中小学生课本剧汇演中的不少
优秀剧目， 其指导老师就参加过我们
的戏剧教育工作坊。

但是校园戏剧不应该仅局限于戏

剧排演，或者说单纯的排戏。校园戏剧
的目的应该与专业戏剧院校排戏的目

的区分开来， 它应该更倾向于教育戏
剧的概念。如今，教育戏剧被越来越多
地提到、加以区分和重视，这本身就是
戏剧和校园之间正在靠近的证明之

一。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什么
是教育戏剧：工作坊第一期的时候，有
一位物理老师， 她说在教授自由落体
相关概念的时候， 觉得常规性的讲解
可能会枯燥晦涩， 于是让学生在课堂
上自导自演了伽利略两个铁球同时落

地的故事，结果那节课效果出奇的好。
由此，她受到启发，所以主动要求参加
了这个工作坊。可见，校园戏剧也可以
跳出单一的框架， 以孩子素质的提高
为目的，通过戏剧的手段和样式，将戏
剧作为一种工具来让孩子们更好地学

习，并从中获得一些技巧，比如沟通、
换位思考、解决问题、合作等等。这些
技巧，会让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受益，
他们会获得更多的信心， 更有勇气解
决问题，更有责任领导他人，更有习惯
创造事物。

在校园戏剧和校园逐渐靠近的过

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比如：
一、目的性的偏差———为 “节 ”而

戏剧

各种艺术节、 戏剧节成为学校正
常教学的额外负担或者硬性任务，排
戏只为了参赛、拿奖。这时，戏剧原本

的魅力和效用都纷纷失色， 反而成了
大家的包袱。

二、无用的重复性劳动
基于上述的目的性偏差， 戏剧成

了“比完赛就扔、要比赛了再捡起来”
的情况。年复一年，年年见面，却年年
没什么长进，反倒有相看两厌的趋势。
而学生们对戏剧真正的好奇和爱好往

往得不到很好的引导和实现。
三、缺乏戏剧基础知识，老师们在

排戏的实践过程中产生许多偏差，形
式往往大于内容。

校园戏剧离校园有多远， 在于我
们对戏剧的了解和认识有多深， 在于
我们对教育的尊重和谨慎有多深。现
在社会上各种艺术培训、 戏剧培训的
课程越来越多，报名火热，说明社会观
念、家长的认识也在一点点改变。如果
戏剧艺术的教育能够纳入正式的幼儿

园、中小学课程，能够让每一位学生每
周都能够接受艺术的欣赏和熏陶，让
自己喜爱的故事、 文章有机会生动地
展现在大家面前， 那么校园戏剧就在
每个学生和老师的身边。
（作者系民盟中国福利会委员会盟员）

校园戏剧离学校有多远

“中国最美的声音”：上海评弹团盟员史料

六十年前， 我还是少年， 生活在上海西区的曹家
渡； 对于那个地方， 我的大脑皮层装下了满满的回
忆。

曹家渡汇集了从东、 西、 南、 北过来的长寿路、
长宁路、 梵皇渡路 （现改为万航渡路）、 梵皇渡路后
路 （现在改为万航渡后路）、 长宁支路等五条马路，
成为上海西部的一个商业、 餐饮业、 生活、 娱乐的繁
华地区， 人们习惯称它为 “五角场”。 为了区分在上
海东部的江湾五角场， 故而它们的称谓又分别为 “江
湾五角场” 和 “曹家渡五角场”。

曹家渡是一个商业中心， 百货、 五金、 烟纸、 日
用杂品、 各种生活必须品， 应有尽有。 从中心岛的新
华书店、 五金店、 邮局、 药店、 绸布店、 再转过去棉
布店、 三民浴室、 大新照相馆、 包括邮局对面以糟货
闻名的状元楼等等。 都已经过了一个甲子， 我还可以
把那里的商店一家一家如数家珍； 这种熟悉的程度，
必须是整天在那里溜达、 逛荡才能记住。

那年月对于我来说， 读书是蒙混过关， 却喜欢到
处 “逛”， 最大的乐趣是 “荡马路”， 在街上漫无目的
“游荡”。 所谓的 “荡”， 是在马路上闲逛， 看各种各
样没见过的新鲜的东西， 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看能够
启发自己长知识的东西。 与读书相比， 显得十分的投
入而且认真。 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购买各种玩
具， 我是把 “逛荡” 作为游玩的方式， 当作玩具一
般。

曹家渡中心区域的店我都去过， 比如在邮局看代
客书信、 去新华书店翻翻书， 当然难得也会买上一本
便宜的； 过年前到三民浴室洗浴、 帮父亲到五金店买
洋钉、 去大新照相馆拍报名照、 西药店里买 “宝塔
糖” （当时的一种驱蛔虫的药）、 听棉布店里裁布的
声音等等。 这种事情， 恐怕现在的十一、 二岁孩子根
本无法体会， 而我觉得少年的琐碎生活， 潜在了很多
的意义。

曹家渡五角场像是一个枢纽， 连接从四面而来的
道路， 如果加上小路、 弄堂， 其实根本不止五条。 它
分别以静安、 长宁、 普陀三个区接壤， 我以曹家渡为
中心往东西南北辐射， 在这三个区交界处 “游走”，
体会着不同的味道。

从我家往西跑差不多二、 三公里路， 可以走到中
山公园， 以前叫兆丰花园， 大概是取瑞雪兆丰年的意
思， 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叫中山公园了。 去中山公
园一般不走长宁路， 而是走万航渡后路拐两个弯到后门， 这不仅是路近了
许多， 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围墙比较矮， 我们可以一翻而入。 后门对面的华
东政法学院幽静森然， 只能是门口张望一下， 不敢再向前跨进一步。 所能
“欺负” 的是中山公园， 主要是到中山公园可以爬墙头， “爬墙” 省事，
也省门票， 又满足了精力过剩的 “野蛮” 生长的玩性； 中山公园的露天
“音乐厅”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公园里还有少量的动物可以逗玩。 后来公
园发现有小孩爬墙， 就加高了围墙， 我们就用骑马形式几个人叠上， 他们
最后竟然在围墙上加了铁丝网， 但是我们还是照上不误。 直到有一次同伴
从围墙上跳下， 铁丝勾住了裤子， 把裤子从头到尾撕开后， 才渐渐和 “爬
墙” 疏远。

曹家渡当年有远近闻名的 “小莘庄”， 与之虹口的 “虹镇老街”、 普陀
的 “潭子湾”、 闸北的 “蕃瓜弄” 呼应。 我家靠小莘庄， 如到忻康里乘 ２３
路电车出去 “闲逛”， 必须穿过小莘庄。 这弄堂不过三尺宽， 一般都是两
层楼板房， 也有 “领土” 扩张搭三层阁的， 在楼上开窗就可以互递物品交
流。 这搭建也无规定， 各种样式、 各种造型任其自由生长。 还别说， 这种
建筑特别有审美， 我长大后搞绘画， 还千方百计寻找这样的建筑去写生。

从万航渡后路， 可以跨过苏州河的三官堂桥到浜北， 据说 “三官堂”
是个道观， 到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三官堂桥是木桥， 踩上去还 “吱
吱” 作响， 浜北基本上是农田， 多年后有个专门卖鸡的自由市场； 母亲曾
经的生产组在那里敲铁条钢筋， 每次去玩总要勾坏裤子。 我心生疑惑， 为
什么这勾坏裤子的口子都是直角的？ 一直到后来才得以解开。 再朝北听到
了沪杭铁路线上火车的鸣笛声， 我经常会在铁路口望着绿皮火车远去。

曹家渡万航渡路往前行三百米便是美术电影制片厂， 那地方对我来说
很神秘。 在大门缝里张望， 里面出来的人尽管也不认识， 但都是我仰慕
的； 他们可能就是 《小蝌蚪找妈妈》 《大闹天宫》 等美术动画片的编剧或
导演。 再往前走就是军人俱乐部， 偶尔搞到票子， 还可以进去看一场电
影； 那时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一座像宫殿般的白色建筑， 草坪上有少先
队员吹号的雕塑。 我以为这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好的少年宫， 而对这个少年
宫， 我很少有机会进去， 基本上也是张望而已。

我怀念少年时代的 “逛街” “游荡”。 “逛” 的是街， 其实是今后要
走的路， 路上的一切在眼前晃过， 或许也留在了脑中； “荡” 是无意， 等
到了一定时候， “无” 便化作了 “有”， 人生的教育， 并不是都在课堂。
少年时代的一次次张望， 也让我留下了种种回忆。 我想， 那种 “张望” 或
许是对未来的企盼， 渐渐又成了向往， 最后又成为追求、 奋斗的目标。

（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水乡黑瓦、白墙、小桥、流
水、人家的整体布局，这些由块面和线条组合起来的画面，宛如吟诵一首韵味可心的东方小诗，讲述一个余
味无穷的东方故事。我在写生中通过“移花接木”，夸张取舍的手法，捕捉现代形式美，用单纯、质朴的线条
勾勒而成，使画面不失令人信服的真实性。从表现物象到逐步进入借景抒情，创造主观意象的造型意境。如
能给你留下一份“能不忆江南”之情，这是此画最大的欣慰。

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
虽然起源于苏州， 但真正让它兴盛起来
的却是上海。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
州弹词的合称。评话俗称“大书”，以说表
历史演义故事居多，弹词俗称“小书”，以
说表才子佳人、 悲欢离合的故事为常见
演出形式，同时还加入三弦、琵琶弹唱。

在中铁隆档案馆里曾珍藏着 （编者
注： 原件已捐赠给民盟上海市委） 一份
１９５７ 年民盟上海市委致民盟西安市委
的介绍信，讲到“盟员唐耿良、杨振言、杨
振雄三同志随上海人民评弹团到西安旅

行演出，在演出期间其临时组织关系，暂
转民盟西安市委。”

介绍信中提到的上海人民评弹团（今
上海评弹团）成立于 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 ２０日，
是评弹界第一个国家剧团， 也是最具实力
的评弹演出团体之一。 上海评弹团长期坚
持“出人、出书、走正路”，流派纷呈，各有特
色，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
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指导， 对评弹艺
术的提高和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其
中，为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谱曲
获得成功，影响之广风靡全国。带着优秀的
中华评弹文化，上海评弹团多次赴海外演
出和讲学，足迹遍及澳洲、东南亚等地，将
精湛的技艺、典雅的神韵带给了世界，被海
内外友人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

介绍信中提到的盟员唐耿良（１９２１－
２００９），江苏苏州人，国家一级演员。１９３３
年，他师从评话名家唐再良习《三国》，一
年后在江浙一带演出；１９４４ 年进入上海，
不久渐有影响，成为蜚声书坛“七煞档”、
“四响档” 之一。１９５０ 年他编演长篇评话
《太平天国》；１９５１ 年加入上海评弹团，任
副团长、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他随团
赴安徽治淮工地进行文艺宣传。 历任中
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常务理事及中国曲
艺家协会上海分会（今上海曲艺家协会）

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上海市人大
代表等职。

盟员唐耿良还是参与上海人

民评弹团创建的“１８ 艺人”之一。最
早加入评弹团的 18 位老先生 ，都
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星”，他们放
弃高额收入， 主动加入国营剧团，
成为评弹史上的一段传奇。更传奇
的是，建团第二天，“18 艺人”就打
起背囊来淮河边上，与治淮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 ，回来之后 ，就创作
了评弹历史上的第一个中篇———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介绍信中提到的盟员杨振雄

（１９２０—１９９８），江苏苏州人，“杨调”
创始人，弹词名家杨斌奎长子。他 ９ 岁随
父学 《大红袍》《描金凤》，１１ 岁即登台演
出，１４ 岁上电台播唱 ；１９４４ 年后在江浙
一带单档演出。一度倒嗓，恢复后嗓音转
亮。期间致力于将清传奇《长生殿》改编

为弹词，并在表演上借鉴昆剧艺术，形成
独特的风格；１９４８ 年进入上海，以《长生
殿》一举成名。他将昆剧、京剧、评弹这三
门艺术之长融为一体， 其杨调是在夏荷
生的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他的说
表典雅练达，激情充溢。

介 绍 信 中 提 到 的 盟 员 杨 振 言

（１９２１—２００８），是盟员杨振雄的弟弟，他
１９３５ 年即随父习艺，考攻长篇弹词《描金
凤》《大红袍》。１６ 岁起与父拼档， 登台演
唱崭露头角，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驰名。
１９５４ 年进上海评弹团， 与兄杨振雄长期
拼档弹唱《长生殿》、《西厢记》。杨振言充
分发挥自身特长， 与杨振雄通力合作共
同创造了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使杨
氏昆仲成为珠联璧合蜚声书坛的杰出双

档，能互易上下手，是评弹界黄金组合。
而双档书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又使 “杨
派”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杨振言不但
书艺高超，而且在创作上也很有建树。他

与杨振雄共同整理的《西厢记》之《闹柬》
《回来》以及《描金凤·换监救兄》等优秀
传统分回，都成为书坛精品。由杨振雄早
年编写、杨振言加工整理的中篇评弹《赵
氏孤儿》， 在 １９９４ 年上演后受到广泛赞
许。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先生长衫、女
先生旗袍；上手弦子、下手琵琶；嘴下社
会万象、冷暖人间，手上变化万千、人物
各显。这就是评弹的本体，评弹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 对于评弹艺术而言
也意味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他们从
过去的 “跑码头 、唱堂会 ”到现在的 “下
（治理淮河）工地、上（抗美援朝）战场”，
从昔日里“说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
奇故事”到如今“演绎革命先烈、劳动人
民的英雄事迹”， 评弹艺人们紧跟时代，
通过自我革新不断寻求新的艺术发展方

向。 （作者系民盟成都市武侯区总支
盟员、四川省地方志会员）

□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吴中桦

绘色人生———一场家庭的画展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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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阳光洒满大地，正是赏
花看展的好时节。 长久以来，我对“中
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

展”充满了憧憬。 终于，在这样一个美
好的四月天， 我带着 ６４ 岁的母亲和 ３
岁的孩子走进了中华艺术宫， 一同感
受这场视觉盛宴。

母亲是一位绘画爱好者，她对国画
情有独钟， 经常参加老年大学的绘画
班。 每次放学回家，她总会在书房里一
笔一划地临摹着沈周、倪瓒等大师的作
品。 她的专注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一种
跨越年龄的执着。 孩子则更喜欢自由涂
鸦，她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绿色和粉
色构成了她最爱的色彩组合。 而我，曾
经为了艺考而苦练绘画，尽管现在的工
作与绘画无关，但绘画已成为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走进展览馆， 林风眠与吴冠中的

艺术作品如同两座高山， 让人不禁肃
然起敬。 ２００ 余件艺术珍品，像是两位
大师穿越时空的对话，让人心灵震撼。
那些平日里只能在屏幕中欣赏的画

作，如今真切地呈现在眼前，让人不禁
发出由衷的赞叹。 我在每一幅作品前
驻足良久，仔细观察、体会，仿佛能听
到画作背后的故事， 感受到大师们的
灵魂。

展览现场，还有许多学生在临摹。
他们全神贯注的样子， 让我感受到了
一种对绘画纯粹的热爱。 尽管有些人
对他们挡道有些微词， 但我却看到了
他们对艺术的执着。 我家的小宝贝也
被这些哥哥姐姐们深深吸引， 她说下

次也要带上彩笔来这里画画。
女儿特别喜欢吴冠中的作品 ，她

对画中的绿色和粉色特别敏感。 我鼓
励她， 告诉她也可以像这些画家一样
用自己喜欢的颜色去创作。 看完展览
后，我一直在思考，三岁的孩子能真正
看懂多少？ 但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
培养她的兴趣， 让她觉得绘画是有趣
的，是她愿意坚持的事情。

参观完展览的第二天， 恰逢女儿
幼儿园的家长进课堂活动。 我和先生
决定给孩子们上一节绘画课。 我们准
备了一些简单的树干图案， 让孩子们
自由发挥。 孩子们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他们的画作五彩斑斓，充满了想象。 这
堂课不仅让孩子们享受到了绘画的乐

趣， 也让我们这些大人重新找回了绘

画的初心。
绘画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沟通，更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无论是大人还是
孩子， 只要心中有爱， 就大胆地去画
吧。 不管是家门口的小树、 地上的小
草，还是美丽的风景、城市的一角，或
是一只小猫、一只小狗，都是我们创作
的对象。 绘画不需要条条框框，它需要
的是心灵的自由和对美的追求。

在这场艺术的旅程中， 我们一家
人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找到了心与心
的交流。 我们通过绘画，更加深刻地理
解了生活， 更加热爱了这个多彩的世
界。 让我们一起拿起画笔，绘出属于自
己的色彩，绘出自己的梦想，绘出不一
样的人生。
（作者系民盟文广影视集团委员会盟员）

在民盟市委组织下和区委区政

府积极支持下，从 ２０２３年起，民盟企
业家分别于春招和秋招时分走进宝

山区和金山区，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
效益和各方面的积极评价。 今年 ４
月，又组织了“走进虹口”春招活动。
这也是我第三次参加这项活动。

作为三场活动 “大满贯” 参与
者，我的最大感受是“改变和不变”。
从送 “岗”宝山到金山再到虹口，变
化的有活动形式的创新， 有招聘实
效的攀升，还有品牌效应的凸显，但
盟市委和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关

心、 盟员企业家身上散发的责任感
和行动力则始终未变。

三次活动， 各级领导都高度重
视。 陈群主委每次均亲自到场，对口
区区委书记和分管领导均倾力支

持，与会领导走访每个招聘摊位，与
企业家和应聘者亲切交流。 领导们
既关心企业的经营发展， 也激励民
盟企业家传承发扬“奔走国是、关注
民生”的优良传统。 作为三次均在现
场参加活动的企业家， 我深切感受
到领导对企业发展的关心、 对就业
民生的重视。

三次活动， 民盟市委都精心组
织安排。 比如这次虹口活动创新推
出的 “企业家带岗直播” 就颇具新

意。在 １０分钟直播时间内，我还发布
了广西柳州鱼峰区螺蛳粉辐照保鲜

项目一期 ３９ 个岗位需求，“狠狠”宣
传了自己的企业和项目。 本次“走进
虹口” 我们公司收到简历 １００多份，
与 ２位应聘者现场签约，效率之高收
获企业和求职者双向点赞。 除了招
聘， 盟市委还注重创建长效机制，为
我们企业家搭建合作平台。比如在宝
山活动时揭牌的“民盟企业家宝山会
客厅”，在金山活动中落户的“乡村文
化振兴实践基地”， 都为我们进一步
走进宝山、金山打下了基础。

三次活动， 民盟企业家都展现
了责任担当。 民营企业是“稳就业”
的主体。 当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积
极提供就业岗位是企业家必须承担

的社会责任。 每次招聘活动现场，我
都会遇到很多盟员企业家。 交流中，
大家都说， 促进就业是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 我想也正是这样的信念，
将越来越多企业家凝聚在一起，形
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听说这三场
活动累计参与企业超过 ２００ 家次 ，
提供岗位超过 ５０００ 个！ 在现场，不
少企业家积极性高涨，大家都在问：
“下次活动什么时候举办？ ”

（作者系民盟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盟员）

□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名誉院长 蔡金萍

民盟上海市委致民盟西安市委关于盟员临

时组织关系暂转事宜介绍信

艺 漫步术

□ ＳＭＧ融媒体中心新闻编辑 刘喻斯

———参与民盟企业家系列招聘活动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