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四个季节，饱含岁月沧桑，真与

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9月 2日，

根据曹雪芹名著改编的话剧《红楼梦》

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全本演出时

长约 6小时。9月 2日《红楼梦》上部“春

夏·风月繁华”率先首演，9 月 3 日将首

演下部“秋冬·食尽鸟归”，带领观众感

受大观园里众生相，领略中式美学。

编剧喻荣军希望主创们和观众一

起“站在半空之中”对于小说《红楼梦》

进行一次重新打量。 原著《红楼梦》是

很少见的先说结局、 再说原委的长篇

小说。话剧《红楼梦》也是如此。但话剧

与小说的结构方式、 表现形式不一样，

讲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样，“话剧打破了

原著的时间线，基于人物关系，人与家

族、政治、社会的关系，梦境、虚幻、镜像

与真实，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对话等，以

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

构这部戏。 剧中有观众熟知的经典场

面，但也有全新的解读和表述。 ”

“执导话剧《红楼梦》是一次走出

舒适区的创作。 ”导演曹艳认为，《红楼

梦》蕴含着中国人传统的东方哲学，贾

宝玉经历了“人”灵性的叛逆与文化深

层环境的内在冲突，“话剧《红楼梦》努

力的方向，就是尝试打开《红楼梦》的

心灵世界， 将生活表象与心理真实互

为映照，展现一个众生相的心灵图谱，

追求《红楼梦》内在精神的完整性。 ”

《红楼梦》舞美设计出自刘杏林之

手，整个舞台以白色为主基调，三面巨

大的“白墙”跟随剧情打开合上，犹如

三面翻开的书本。

作曲祁峰创作的音乐以梦境为主

题。在白色的舞台布景中，灯光设计谭

华用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

幻的场面。 剧中所有人物服饰都采用

白色系，服装设计阳东霖表示，白色看

似简单，却包罗万象，根据人物身份、

性格、命运走向，再辅以朱砂、绛红、黛

色、鸦青等色。 （转摘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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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长桥街道社区教育委员会在

园南小学举行一场清和学子暑期“城市

软实力建设”课题调研汇报会。 徐汇区多

所学校未成年人代表作演讲， 表达孩子

们关于城市软实力的见解， 是一次未成

年人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探索。

清和有两含义：一是生态文明，即人

与环境的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区

和谐相处和获得感。 孩子们采取实地考

察和文本阅读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调研比

对，他们的文本主要就是《新民周刊》《新

民晚报》及《东方体育日报》。

他们在暑期调研及汇报中聚焦的主

要生活和发展元素依次如下：

01�寒暑供电有保障

徐汇中学预初学子刘佳怡告诉大

家：“我出生于 2010 年上海举办世博会

那一年， 当时有句家喻户晓的口号一直

影响至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

对生活的要求很多， 也会不断产生新的

愿景。 但有一条是最基础的，就是无论啥

时候，校园、小区和自己家里都不断电。 ”

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

要做到每时每刻保障电力供应， 其实是

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需求迅猛和供应

能力发生冲突之际， 供电公司必须加大

负荷能力。 电力需求在逐年提升，如长桥

街道原本就主要是居民小区和学校等区

域单位常规用电。 随着社会发展， 夜生

活、夜经济和夜间体育运动等兴起，增加

了新的用电需求。 同时在上海植物园、邻

里汇等阵地开展公共活动， 也需要有充

分的电力保障， 更不必说滨江的夜间美

景！ 这些新时代的供电需求，道道都是必

答题，更是马虎不得的。 而全国文明单位

国家电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做到了：保

电，让生活更精彩！

02�老有所乐有所获

世博后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一辈，目前已经 70 岁左右了，看上去都很

年轻、精神且精力旺盛，经济条件比之 20

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善，知识储备也是跟得

上新时代节奏的。 可是他们确实是退休

了，这让孩子们普遍感受到老龄化社会的

来临。 如何让他们过得更加充实而愉快

呢？ 这是多位小记者们调研的新课题。

徐汇区新时代好少年、高安路第一小

学四年级的陶辰辰同学，暑期里重点调研

长桥街道实施的清和养老联盟工程，并从

她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如陶辰辰认为目前社区已经为长者

提供了尽可能完善的生活服务，她也体验

过长桥街道设置在百色路上的社区长者

食堂———品种很丰富、价格很亲民、服务

很周到。 不过，她认为老年人还是需要进

一步学习的，包括丰富情操的社区艺术课

程， 学习预防疾病和预防金融诈骗的知

识等。 她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

获得感！

03�体育赋能新时代

学子们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

增加， 全民健康已经成为共同的社会需

求。 而上海公共体育设施的逐步兴建、开

放， 正成为全体人民可充分享受的软实

力。 华育中学初三学子孙嘉忆分享道，自

己跟踪徐汇滨江公共体育空间开发和上

海国际马拉松赛滨江步道建设已三年，可

以说就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体育

品质是上海这座人民城市无与伦比的软

实力。 她相信不久的 2025 年，上海一定

能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而徐汇滨江

和徐家汇体育公园则是这一体育中心城

市的重要阵地。

04�后花园里赋新知

清和学子软实力课题调研中的后花

园， 是指地处长桥街道辖区的上海植物

园。这是长三角区域最早建设的大型植物

园。通过深入调研，王淇仪在汇报中强调：

“重大机遇来自于上海世博会，当时植物

园有个课题就是为世博会选择花卉，通

过 2008 年开始对上千个品种进行挑选，

一直到世博会中花卉的成功展示， 上海

人民对于花卉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植物学

家们的预期。 由此世博会结束之后，他们

就在植物园中每年进行花展活动， 普及

花卉知识，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 ”

05�文明交流有平台

园南小学有个冰雕连中队， 这是徐

汇区域内学校中第一个以牺牲烈士集体

名义命名的少先队中队， 表达了清和学

子对志愿军先烈们忘我牺牲精神的崇高

敬意！ 园南小学四（4）班冰雕连中队李子

妍中队长， 在汇报中告诉大家： 这个暑

假， 长桥街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主题活动，如爱心暑托班、儿童读书

会、“小小发明家”和“小小科学家”活动、

法治夏令营和乐高夏令营活动、“长桥杯”

亲子飞镖比赛、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

夜间自然观察等活动，让清和学子们度过

了一个快乐、健康而有意义的假期。

06�新挑战不容忽视

孩子们在软

实力课题的汇报

中，让笔者印象深

刻的是他们发现

了发展中的新挑

战。 如园南学子

代表造访国网市

南供电公司线路专业工程师施宇谦，了

解城市小动物对电力设施的破坏性及对

策研究。

对此，二年级的黄慈纾同学汇报中介

绍说：“通过和工程师叔叔们面对面的交

流，我才知道原来供电局的叔叔们想了很

多很多的方法， 在保护小动物的同时，也

保护了电力设施。工程师叔叔们通过加厚

电线保护层的方法，让小动物们失去啃咬

电线的兴趣， 从而避免了小动物们触电，

这类看起来简单的方法却在保护小动物

的同时也保护了电力设施的安全。 ”黄慈

纾同学强调这是一种“双赢”的好办法，也

是软实力的好案例！

（本文转摘自《新民周刊》，有删改，阅

读全文请扫二维码）

05 后眼中的城市软实力是啥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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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风月繁华 秋冬之食尽鸟归

又一版《红楼梦》全新亮相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

观念和民防意识， 检验本市防空警

报设施的完好率和发放防空警报的

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上海市防空警报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定于今年 9 月 18 日

（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本市进行防空

警报试鸣。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

9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

35 分至 11 时 58 分。

二、防空警报试鸣的范围

在全市范围（除浦东、虹桥国际

机场地区外）。

三、防空警报试鸣的形式

11 时 35 分至 38 分， 试鸣预先

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

为 1 个周期，时间 3 分钟。

11 时 45 分至 48 分， 试鸣空袭

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为

1 个周期，时间 3 分钟。

11 时 55 分至 58 分， 试鸣解除

警报，长鸣 3 分钟。

在试鸣防空警报的同时， 通过

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上海电视台

新闻综合频道、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交通频率和手机短信等， 发布防空

警报信息。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民防办

负责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 请各新闻单

位及地铁、公交、相关公共信息发布

载体进行广泛宣传， 各区组织开展

相关宣传并落实防空演练预案。

防空警报试鸣时，请各区、各类

学校结合疫情防控要求， 组织城镇

居民、学校师生进行防空演练。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

单位和广大市民、 过往人员积极配

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2021 年 9 月 6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

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筅 诸葛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