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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1 月 26 日晚， 历经两年多策划打造

的大型原创越剧《海上光启》在上海市群

艺馆星舞台首演（如图），将徐光启一生

的故事搬上舞台， 让广大越剧爱好者认

识到不一样的“徐光启”。

小剧团大志向

越剧《海上光启》是上海如意越剧团

推出的首部原创大戏。 作品通过“治蝗

虫”“译洋书”“种红薯”“修历法”等故事，

讲述了徐光启从青年到晚年一生的主要

成就， 和他放眼看世界的创新精神与初

心为民的高尚情怀。

据了解，《海上光启》 的创作缘起于

2020 年上海如意越剧团排演的越剧小戏

《初心如一》。 在排演过程中，如意越剧团

团长、 已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

亲传弟子童丽君随着对徐光启的了解不

断深入，萌发排演一场大戏，将徐光启一

生搬上舞台的想法。

“就像我们天天吃到的番薯，读书时

学到的几何，用到的历法，虽然很熟悉，

但是却不知道这是徐光启引进的。 我们

希望通过《海上光启》的演出，让大家更

加了解徐光启，也更加了解越剧。 ”童丽

君更加坚定了想法，“作为上海的先贤，

他不应该被遗忘。 ”

小挑战大创新

排演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既要生动讲好历史故事，又要保证

严谨真实， 这是考验我们剧团的关键。 ”

童丽君坦言道。 因此剧团专门请来《徐光

启全集》主编李天纲、《徐光启与〈几何原

本〉》主编宋浩杰、徐光启纪念馆馆长冯志

浩和徐光启后裔徐承熙对越剧的每个细

节与排演进行把关。

内容得到了保证，形式上也需要有创

新。 如何解决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矛

盾？ 编剧魏睿、导演吴佳斯找到“轻喜剧”

风格， 用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徐光启，以

“乐观”二字确定《海上光启》基调。 四场

戏中，前三场走诙谐幽默的路子，为最后

的悲剧结尾做铺垫。

饰演徐光启的上海越剧院优秀青年

演员沈歆雯在后台准备时告诉记者，在导

演明确了这个风格定位后，“生活气息”是

这场表演中的重点。“我在扮演徐光启时，

需要走进这个人物，代入角色，演出他的

灵魂所在，也就能理解了这个定位。 在创

作过程中，这位先贤的乐观与科学精神也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与深思。 ”

小趣味大情怀

《海上光启》的唱腔与身段保留了原

汁原味，在音乐、服装、剧情中融入了现代

元素，在徐光启身上能看到上海这座城市

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会贯通。 如意

越剧团的这次创新不光是致敬先贤，同样

也是对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追溯

和致敬，也令现场观众动容不已。

当代著名剧作家、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

主席罗怀臻表示， 在徐光启身上传达出来

的上海城市精神，就是永远敢为天下先，永

远在守正创新的路上奔跑。“小剧团大志向，

硬题材软处理，大情怀小趣味。”让内容蕴涵

深意，让越剧也变得更加有戏有情有趣。

已经听了将近五十年越剧的老戏迷

金老伯看完演出赞不绝口。“讲述古代名

人的越剧演出本来就是比较少，徐光启这

个题材很别致，所以这次越剧团排了这么

一个创新的节目是非常不容易的。 ”

据悉，作为纪念徐光启诞辰 460 周年

的重要活动之一，《海上光启》将进一步打

磨提高，争取在 4 月与观众见面。

“最上海”的徐光启被搬上越剧舞台

《海上光启》折服铁杆戏迷

筅 记者 曹香玉

冬日的上海植物园里， 来自园南小

学五年级的周欣怡，作为一位对鸟儿如数

家珍的观鸟迷，也在妈妈的陪伴下，带着

相机和望远镜，开启了日常的观鸟活动。

从小就热爱自然、 喜欢小动物的欣

怡，2019 年在上海植物园举办的科普讲

座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观鸟这项活动，自

此，欣怡就爱上了观鸟，在一些观鸟老师

的带领下，慢慢加入了观鸟的行列。 周欣

怡还给自己取名为“小戴菊”，“戴菊是一

种小巧可爱的鸟类， 胖胖的， 但十分好

动，就和我观鸟的时候一样，为了拍到照

片也是要不停的跑动才能捕捉到。 ”

“在广阔的自然里观察种类丰富的野

鸟，带给我很多的快乐，也让我对大自然

加深了理解。”欣怡表示，观鸟不仅仅是拍

到一张鸟儿的照片就可以的，还需要敏锐

地观察鸟的细节，并辨识出具体鸟种，“除

了图文， 很喜欢的鸟或者是不常见的鸟，

我还会画下来，这样印象会更深刻。”爱上

观鸟后，基本上两周左右欣怡就会在妈妈

的陪伴下去趟南汇， 有时也来上海植物

园， 从小就喜欢

自 然 观 察 的 欣

怡， 也是在接触

到 观 鸟 后 才 发

现， 原来上海的

鸟儿有这么多。

观鸟小少年 心有大自然

筅 记者 汪晓

去年 9月，武康大楼主题邮局重装开

业，近日，时隔四个月该邮局又进行了更新

设计，进一步优化升级邮局环境和产品。

在网点内， 一个武康大楼同款造型

邮筒已悄然伫立。 这是此次更新中，根据

周边环境专门设计的独一无二的邮筒，

进一步融入周围环境， 为大家提供更多

可打卡元素。 在产品更新上，则充分考虑

前期各类打卡客群的需求在保留了原有

产品基础上，又新增魅力衡复系列邮票、

老建筑集戳本等系列产品。

武康大楼邮局从修缮重新开业到改

造升级， 还会不定期举办主题展。 实际

上，武康大楼邮局除了功能依旧不变外，

真正为邮局带来收入的还是文创产品的

涌入。“我是来上海旅游的，刚好走到这

里，发现这家邮局看起来蛮精致的，还可

以写明信片，就给大学同学写一封。 ”有

位游客告诉记者。

对于武康大楼邮局的改造， 住在楼

上的梁女士深有体会。“以前外面这一角

比较乱，现在改成了干净漂亮的小花园，

我们下楼就能买一杯咖啡， 生活幸福感

都提升了。 ” 远在德国的朋友即将过生

日，梁女士特意提前写好明信片，希望能

交到他们手中。“让朋友也感受到我在中

国也惦记着他们，身远却心近。 ”

产品店面又升级“网红”邮局再焕新

筅 记者 曹香玉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独特情愫，

是烙印在每个人心头的浓郁乡愁，也

是岁末年初不变的亲情守望。今年，考

虑到疫情防控需要， 选择就地过年的

外来工作者不少。 为了让留沪过年的

他们同样感受年味、感受家的温暖，凌

云街道总工会、团工委、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和营商服务中心在邻里汇里

联合举办“送牛接虎”迎新游园会，让

留沪的社会基层工作者暖心过新年。

“包饺子煮饺子咯！”“来一串冰糖

葫芦吧！”“写个福字，一起做个虎年剪

纸！”龙州路上的拾艺汇邻里小汇里热

热闹闹，迎新年游园小集市人气高。经

过凌云街道精心筹备， 游园会各个摊

位上，满眼望去的年味。摊主们都是凌

云社区居民，张罗着饺子铺、糖葫芦摊

位等；还有社区里有才艺的志愿者，拿

出了精心准备的歌舞表演， 让留沪过

年的基层工作者倍感温暖。

居民志愿者亲手包制的水饺鼓鼓

囊囊的，热腾腾地出锅暖心暖胃；红艳

艳的山楂和草莓裹上黄橙橙的糖浆，

怎一个甜甜蜜蜜；新年里，带个福字贴

上家门，新年接福气；再剪一个小老虎

贴在窗户上，新的一年虎虎生威。留沪

过年，被爱包裹，年味十足，暖意融融。

游园小集市里，留沪工作者欢喜不断，

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邻里汇里年味浓

就地过年欢乐多

筅 记者 耿洁玉

春节假期阖家团圆时， 不少市民选

择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享受美好风景，

而文明旅游也成了大家的普遍共识。

在徐家汇公园的入口处， 能看到许

多劝导文明游园的宣传告示和资料。 倡

导游客文明游览，爱护花草环境，做好防

疫措施等。 园区内还有志愿者为入园游

客导览、指路，同时给予文明提醒。

当了好几年文明志愿者的王老伯告

诉记者， 以前的不文明行为现在已经很

少见了，大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都在提升，

城市面貌也更加美好。 在此也提醒广大

游客，出门游玩一定要佩戴好口罩，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规定， 并自觉规范个人行

为，与文明一路相伴，让文明如影相随。

春节假期出门游 文明旅游好作风

筅 记者 曹香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