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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若游龙，袖如素霓，足尖墨舞兰亭，尽

展风流雅韵。昨晚，上海歌剧院携原创舞剧

《永和九年》——兰亭集序 ·舞传亮相第22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首

演。作为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书法作品传世

历程的原创舞剧，《永和九年》引发了观众的

浓厚兴趣，三场演出票早已全部售罄，新开的

加座也所剩无几。

《永和九年》紧扣中华文化瑰宝《兰亭集

序》，不仅以抒情手法、诗化气质还原其创作过

程，还着力讲述“天下第一行书”传扬于后世的

故事。“《永和九年》打破观众对舞剧的惯性想

象，既跳脱出常规叙事，也不是纯粹的诗意表

达，而是试图将诗化意境与戏剧情节有机结

合。”该剧导演、编舞王亚彬表示，主创综合运

用梦境、旁白、戏中戏等手法，以期引领观众

穿越历史长河，寻找古今世人的情感共鸣。

将舞蹈美与书法韵融于一体

古拙的琴音响起，一群襟袂飘飘的文人

雅士仿佛从画卷中走出来，借笔墨传情，以手

足达意。《永和九年》一开场便描摹出会稽山

阴的兰亭之美，以“曲水流觞”“暮春修禊”“死

生亦大”等章节，呈现了“天下第一行书”《兰

亭集序》的诞生，一展古人的风雅与智慧。

“书法是纸上的舞蹈，舞蹈是流动的书

法。”在王亚彬看来，舞蹈与书法同源异流，舞

蹈中能渗透笔意笔势，书作中亦可窥见舞姿

舞态。在《永和九年》中，许多舞段灵感皆由书

法而来，意在展现书法之精髓。无论是临池学

书的回忆情景、激发书法灵感的白鹅相伴，还

是钻研“永字八法”的明心顿悟，都在舞者们

时而飘逸洒脱、时而豪迈磅礴的舞姿中，尽展

书法之气韵。

《永和九年》将书法元素巧妙地渗透于目

力所及之处。下半场，王羲之体悟“死生亦大

矣”，他把自己对生命的敬重、对当下的珍视、

对自由的崇尚、对人生价值的追寻，皆注入

《兰亭集序》，赋予其永恒的生命。在这段精心

设计的群舞中，多媒体呈现的“之”字变幻与

舞者们灵动飘逸的墨色水袖交相辉映，将王

羲之泼墨挥毫《兰亭集序》时气定神闲、行云

流水、酣畅淋漓的巅峰状态展现于观众眼前。

剧中王羲之的扮演者是上海歌剧院舞剧

团首席演员宋雨，他以一身白衣登场，衣摆飘

逸、俊雅不凡。全剧有大量独舞、双人舞以及

与群舞的互动，要求宋雨以连续的高难度动

作描画人物的不同心境。为了扮演一代“书

圣”，他留起长发，勤习书法，感悟书与舞的共

通之处。“《兰亭集序》的每一个字仿佛有着不

同的灵魂和情绪，以至于有段时间我一直走

不出这324个字。我尝试把字形带进舞蹈，把

思悟注入角色，跳起来太过瘾了！”宋雨说。

串起延绵不绝的文化赓续

《永和九年》极尽创意呈现《兰亭集序》书

法之美，但创作者的目光不止于此。这幅旷世

之作的魅力光照千载，舞剧则将魏晋雅士的

人文风骨、唐朝帝王的崇文敬贤、后世今人的

文化传承等涵义一一呈现，观照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人文自觉与人生态度。

《兰亭集序》诞生至今，古今中外知音无

数，比如唐太宗离世前唯一的恨事便是从此

再无缘见到传世名作。《永和九年》以“太宗尊

王”的章节来讲述这段逸事，特邀舞者张傲月

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与丰富的舞台经验，诠

释李世民的广阔胸襟，以及他对书法的热爱。

大殿之上，李世民将《兰亭集序》传扬于世，

“永字八法”之点画幻化为多媒体幕中苍劲有

力的笔触，向观众展示双钩填墨的临摹之法。

历代摹本亦是《兰亭集序》流传千年的重

要脉络。《永和九年》不仅呈现了冯承素“神龙

本”的精彩，还把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薛

绍彭等流传于世的摹本均投射在舞台上。尾

声，年轻舞者昂首挺胸、疾步前行，观众的心

绪也随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与《兰亭集序》

承载的人文精神碰撞交融。

《永和九年》串起了《兰亭集序》的传承脉

络，也串起了延绵不绝的文化赓续。“今天，我

们作为‘后之览者’，以原创舞剧的形式将古

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让观众看到中华文化持久永恒的

生命力。”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赵蕾表示，希望这部舞剧能够历经时间的考

验，在不断打磨中尽善尽美，赢得更多观众

“信可乐也”的肯定。

原创舞剧《永和九年》昨晚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足尖为笔，舞绘兰亭

■本报记者 宣晶 实习生 孙彦扬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
右；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曲水流觞”旷达
高远的意境跃然于舞台。舞者以身舞“墨”，
以袖代“笔”，将绚烂舞台化成了墨色与斑斓
的交响，勾勒出今人想象中美好的魏晋风雅。
《永和九年》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追

寻，亦是一次当代审美的创新展示。中国古
典舞元素融入现代舞蹈语汇，以多时空蒙太
奇的结构方式呈现。譬如“临池学书”一幕，
舞台被切割为不同空间：一边是双人舞描摹
教授《笔阵图》的实景；另一边，现代舞则以
杭纺水袖和弹力材料强化肢体感染力，表现

“高山坠石”“万岁枯藤”意蕴的遒劲笔力、枯
老笔势，将流动的水墨转化为空间的雕塑。

当然，《永和九年》并不满足对书法的
拟态呈现，它借由这部旷世之作的诞生与
传承去往了更高远的境界，以期在时空穿
越的跌宕起伏中完成更优美的蝶变。人们

常说：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观众对舞剧
文化内涵的解读往往会变得迂回且复杂。在
有限的剧场空间内，怎样呈现“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的极致浪漫，进而引领观众触
达追古抚今的情感内核，期待创作者用心用情
用力地继续探索。

宣晶

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追寻

最近，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学生发

现，午餐变样了。依旧两荤两素，但菜式更多

样。同样是鸡块，现在有咖喱的，也有红烧的，

偶尔还会出现“上校鸡块”。意大利面、水煮鱼

这些“新面孔”，也时不时出现在餐盘上。不仅

如此，食堂还会提前一周公布菜单，并接受学

生的建议。这些改变，源于早前学校和一位学

生的谈话。他叫张睿辰，正在读高二。上学期，

他带着向同学们征集的30多条针对午餐的

“吐槽”和建议，与校方以及第三方供餐公司

进行了一次详谈。没想到，这次谈话不仅促成

“午餐改革”，也给张睿辰带来改变。

给学校“挑完刺”，他得到了
更多展现机会

说起这次“午餐改革”，七一中学副校长

陆蓓玲记忆犹新：“考虑到营养搭配和学生健

康，之前学校的午餐口味相对清淡。上学期老

师进教室陪餐，就陆续听到一些高一学生在

抱怨。后来又听说，有一名学生在网上四处了

解、收集大家对饭菜的意见。当时我们就决定

把这位给学校‘挑刺’的学生叫来聊一聊。”

怀着忐忑，张睿辰来了，面对副校长、总

务主任、供餐公司负责人，他拿出了自己整理

的30多条意见，一条条说起来……“能采纳

的意见，我们基本都采纳了。还有些学校无法

做到的，我们也和他说明了原因。让他明白作

为学生在校是有合理表达诉求的渠道的。”陆

蓓玲说，这次谈话给她的感觉是，张睿辰是人

才！尽管他学业成绩一般，尤其是理科有点薄

弱，但他有着不错的社交能力，“我们希望通

过合适的锻炼机会，让他能发挥特长”。

5月，学校组织高一学生前往东方绿舟

参加国防教育学习，张睿辰成了学校的“营

长”。“几天营长当下来，他的进步肉眼可见，

不仅更有‘人气’，也更自信了！”陆蓓玲说。

今年暑假前，得知上海将举办第十七届

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陆蓓玲又抛去

邀约：“你要不要去报名挑战一下？”

用英语写自我介绍，拍摄、编辑短视频、

参加一轮又一轮的面试……张睿辰最终从数

千位报名的上海中学生里脱颖而出，成为代

表中国参与友谊营的8位上海学生领队之

一。一颗科创种子也悄悄在张睿辰心里种下，

这学期开学后，张睿辰加入了上海青少年科

学社，开启了无人机相关研究，而他本来“瘸

腿”的理科成绩，也有了明显进步。

课堂内外，为学生创意涌现
创造更多平台

如何让在某些领域有特别天赋的学生

“冒出来”，这是七一中学这所有着118年历

史的中学近年始终在研究的课题。在七一中

学校长周筠看来，学习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而

很多好的学习过程，往往发生在课堂之外。

最近，在学校体育节和校运会的开幕式

上，周筠将印有静安区青少年手球队新队徽

的队旗，交到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校长的手中。这枚新队徽的设计者，正是七

一中学初三学生徐振豪。

初中生怎会给专业运动队设计队徽？原

来，七一中学有一个多年的传统，就是每年学

校举办体育节、运动会时，会请学生为当年的

校运会设计会徽。在去年校运会会徽设计的PK

中，徐振豪的作品拿到第二名。让他出乎意料

的是，老师很快来问他愿不愿意为静安区青少

年手球队设计会徽？原来此前该手球队会在双

休日借用七一中学的场地训练，学校趁机将学

生们的会徽作品推荐给了手球队，没想到，徐

振豪那些有灵气的作品被一眼相中。

一番沟通之后，徐振豪正式成为手球队

新队徽的设计师。为此，学校不仅安排了艺术

组老师配合徐振豪完成这一任务，还从校外

特邀了参与世博会新加坡馆、杨浦滨江等设

计的建筑设计师朱易安指导徐振豪。

徐振豪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利用课余时

间走近手球，并不断完善队徽形象，设计出了

队服、队帽、队旗、球队专用球等一系列周边

产品，让作品的艺术与实用价值并存。

穿上自己设计的手球队纪念版队服，徐

振豪满是自豪。他说，学校提供的这些机会更

让他坚定了将爱好发展为志向的决心。

“如果我们的学生在走出中学大门后思

维更活跃了，自信心更强了，沟通和表达能力

更好了，动手实践能力更强了，我们的教育就

成功了。”周筠说，这正是学校多年来坚持为

学生的创意提供条件、创造氛围、搭设舞台、

争取机会的最大动力源。

一次谈话促成午餐改革，“挑刺”男生获校长赏识
■探寻因材施教的育人之道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近期，沪上儿童
专科医院医疗服务量上升明显。为尽可能

缩短患儿及家属的就诊时间，记者昨天从

上海市儿童医院获悉，该院在原有诊前化

验项目中，加入了肺炎支原体抗体和甲流、

乙流抗原检测，进一步优化患者就医体验。

如今，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就诊的患儿

经门急诊预检，自愿接受此项便民服务者

即可直接在预检处或分诊台开诊前检验

单，候诊的同时到检验窗口完成化验，就诊

时可直接将化验结果提供给医生，以此减

少“至少一次”的候诊排队环节。

此外，该医院诊前化验已实现线上线

下同步，家长可在上海市儿童医院互联网

医院首页申请诊前化验服务，一键预约、一

步检测、一网查询。院方还将根据病原体流

行状况随时调整、动态更新诊前化验项目。

近期，上海市儿童医院多措并举应对

肺炎支原体感染门诊就诊高峰，包括由呼

吸科领衔，急诊、感染等多科室协调配合，

从延长门急诊服务时间、扩容住院病床、优

化就诊流程、院内培训、医联体培训以及畅

通转诊绿色通道等多方面着手，以便尽可

能缩短患儿及其家长在医院逗留的时间。

“肺炎支原体作为儿童呼吸道感染常

见病原体，每年都会引起儿童肺炎发病，虽

然今年发病数字有一些上升，但有多种药

物可以针对性治疗，家长们不必过于惊

慌。”上海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董晓艳分

析，对绝大部分轻症患儿，目前已有相对规

范的诊疗用药流程，能很好应对肺炎支原

体感染。“诊治肺炎支原体感染，临床强调

‘两早’，即早期诊断和治疗，避免患儿发展

为重症，避免病情迁延和遗留后遗症。”

为进一步规范临床诊疗工作，提升医

疗质量，市儿童医院组织院内专家制定了

《上海市儿童医院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方

案和流程》，并结合《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诊疗指南（2023年版）》，对全院医护以及医

联体单位内的20多家综合性医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培训，以便进一步做好“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

全市多家儿童专科医院还在进一步优

化就诊流程。上海市卫健委则表示，将继续

密切监测全市儿科医疗服务情况，确保近

阶段儿科医疗服务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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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鹏）昨天，上海开放大学与嘉定区政府签订
合作协议，并与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挂牌成立上

海开放大学汽车产业学院。该学院将以汽车城产业园区为依托，

打造汽车高技能人才培养专业平台。这一全新的办学模式给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双元制职工继续教育模式改革等注入新动力。

作为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的一张名片，嘉定区现有汽车全产

业链企业4368家，汽车从业人员15.18万人，但其中，汽车软件

人才、架构师、氢燃料电池的开发人员缺口明显。随着智能制造

的普及，汽车企业目前在一线最紧缺的岗位是在设备维护保养

和智能设备操作领域，并且希望从业人员具有电气或机械专业

背景，这就亟需提前储备培养一批机电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汽车产业学院应运而生，将以汽车城产业园区为依托，以产

业发展为导向，与区内头部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紧密合

作，面向全国车企在岗员工和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开展技能培

训和专业教育，以满足园区内企业乃至全国车企对高技能汽车

人才的需求。结合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汽车产业学院将整合上

海开放大学、行业协会、嘉定区职业教育、汽车城企业等资源共

同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上海开放大学汽车产业学院成立

张睿辰（前）参加第十七届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并

担任领队。 （七一中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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