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夜（摄影） 孙逸

2022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殷志军 xuhuifukan@163.com� �版面设计：倪叶斌

徐汇报

副 刊

FU KAN

10

■ 景色万象（篆刻） 陈永春

刊头书法 张立敏

在上海淮海路周边，想必大家都很

熟悉望志路 106 号如今的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和新渔阳里 6 号如今的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

馆。 但你知道吗？ 淮海路周边这片梧桐

树下，还是红色文艺的诞生地。

千山一碧，万古长青。 每次我漫步

在淮海路周边的梧桐树下， 都会感到

一种震撼。 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文艺家

田汉、聂耳、冼星海、吕其明都出自这

片梧桐树下。

沿路走去， 两座气势不凡的雕塑

吸引了我，一座是坐落在新乐路、东湖

路、延庆路、长乐路、富民路五岔口小

花园的田汉雕像； 一座是坐落在复兴

路和淮海路十字口小花园的聂耳雕

像。 这两座雕像伫立在郁郁葱葱的绿

荫中，洋溢在风貌清新的时空中。 在不

远处的新乐路旧居， 吕其明创作了著

名的红色《红旗颂》；冼星海也曾在梧

桐树下的国立音乐学院学习与创作。

我猛然想， 这不是红色文艺最好的传

播公益场所吗？！ 充分利用市中心充足

的文化资源， 学生青少年与各社会团

体可以组织来这里唱响或演绎红色的

故事，让红色文化走进我们的生活，深

入人心， 也让古老的街区多一份热情

与活力。 学生社团、宣讲团、合唱团等

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 增进学生

青年群体对于党史以及红色文艺的认

同与感悟。 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孩

子， 每周人们都可以聚集过来聆听和

感受红色历史。 在这里，衡复风貌区文

化单位、报刊媒体、学校、社区街道、居

委会等能够多渠道宣传， 致敬杰出红

色文艺家，呈现精彩纷呈的演出。

我期望在淮海路上，建立一座以上

海四大红色文艺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与坐落于杨浦区荆州路 151 号的国歌

纪念馆遥相呼应，让更多人了解《义勇

军进行曲》《红旗颂》等伟大作品，乃至

中国红色文艺的诞生历程， 在这片古

老的梧桐树下， 感受淮海中路两侧风

貌区作为国歌乃至革命文艺的发源地

深厚的红色文化。 作为文艺方面综合

性的红色文化场馆， 博物馆既能增强

淮海中路两侧风貌区红色文化的影响

力，又将发扬这里深藏的文艺底蕴，提

升上海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形

象。

未来是传承， 是铭记， 是新的希

望。 红色文艺不仅有着无穷的正能量，

更有着无穷的经典和优美， 用红色文

艺来传播民族的脊梁和正气， 将会影

响到世世代代。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

于青年。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曾

经的青年———田汉、 聂耳、 冼星海、吕

其明，他们是新时代下青年的楷模，接

地气、扬正气。 而我们当代青年崇敬、

感动于梧桐树下的红色文艺与红色故

事， 必将激发出昂扬的斗志和向前的

精神。

梧桐树下的红色文艺

筅 上海市第二中学 吴天越

中国台湾著名的现代诗人余光中

诗集《白玉苦瓜》中有一首《乡愁》诗,这

首《乡愁》把中华诗坛一个历史常现的

普遍主题写成了情深意长、清碧高华的

感人心声，我每每吟诵都能感受到诗人

对自己家庭悲欢离合的思念和对伟大

祖国的赤诚之爱、对华夏民族的绵长之

恋。这首《乡愁》早已成了中国最著名的

新诗之一，甚至被收入大陆义务教育初

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在无数学子中学

习传诵，表达了两岸中华儿女和海外游

子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拳拳赤子

心，殷殷桑梓情!

� � � � 2011 年 12 月 11 日， 诗人在华南

理工大学讲学时，在千余学生面前朗读

了自己为《乡愁》续写的第五段,合并原

来的四段成为：

小时候 /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 我在这头 /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 我在这头 /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 我在外头 /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 我在这头 / 大陆在那头

而未来 / 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

/ 你来这头 / 我去那头

这是诗人对自己这首《乡愁》诗的

又一个升华。从祖国大陆有一道长长的

桥梁直通宝岛台湾，可以说是诗人最炙

热的乡愁，更是他最灿烂的愿景！

可惜余光中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驾鹤西去，虽然他当时已 90 高龄，但

却未能见到那道长长的桥梁。 不过，可

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国台办去年 11 月

24 日上午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中，

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

推进“台海通道”项目时已经明确表示

国家建设那道长长的桥梁已经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了。

朱凤莲表示，推进两岸应通尽通，

包括基础设施联通， 符合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两岸同胞根本

利益。 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两岸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平潭海

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已实现公路铁

路全部贯通； 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

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初步技术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已规划福州至台

北支线建设。 两岸之间早日建成更加

便捷、通畅的交通网络，将为两岸同胞

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资源和服务，造

福两岸同胞。

为此相信，诗人余光中如果在地下

有灵， 一定也会为这个消息夜不能寐，

创作出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新诗！ 当然，

我更盼望， 能像一首走红网络名为

《2035 去台湾》歌曲中唱的：“坐上那动

车去台湾，就在那 2035 年，去看看那外

婆澎湖湾，还有那脚印两对半，还有那

神奇的日月潭……”我第二次到宝岛的

旅游，乘的动车或者私家车将是从这道

大桥上开过去的。

《乡愁》加“桥”

筅 马蒋荣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话剧《师说》观后感

筅 林 春

在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

院”剧场欣赏原创话剧《师说》，别有一番

深意和敬意， 因为这部话剧的主人公正

是上海师范学院（上师大前身）的创院院

长，一代教育宗师廖世承先生。感谢国家

一级导演杨昕巍为我们奉献了一台关于

“师道”的好戏，亦填补了自话剧艺术引

入中国近 110 年来， 几乎没有一部专门

写教师戏的空白。

帷幕徐徐开启， 阴霾笼罩的民国东

南大学附中校园的布告栏前， 山雨欲来

风满楼， 群情激愤的众多学生正在与教

务主任王国香理论：“你们凭什么要开除

上街宣传进步思想的学生。”声嘶力竭的

王国香大声吼叫着，正值剑拔弩张之际，

东大中学部主任廖世承出场了， 他坚决

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 传递出满满的

正能量。 随着剧情的铺陈， 一轴廖先生

呕心沥血于中国近现代中等教育、 师范

教育的崎岖跋涉长卷缓缓铺展。

民国时期的廖先生从美国布朗大学

获哲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 踌躇满

志归来报效祖国， 毅然放弃上海光华大

学副校长的职位， 选择担任光华大学中

学部主任， 他以认定事业方向执著的肺

腑之言， 终于说服了一心想光宗耀祖的

教授父亲。抗战时期，为了延续中华教育

助人才成长的文脉， 前方的学校师生冒

着战火纷飞和生命危险向西南迁移，旅

途之艰辛、 情景之险恶超乎想象。 在湖

南省教育厅， 廖先生与摇身一变而为教

育厅处长的王国香争取到关乎众多士子

教育家命运的“救命钱”。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倾注心血在湖南蓝田创立了“国立

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新中国

成立初期，廖先生任教于华东师大，嗣后

担任上海师院创院院长， 精心教书育人

和精细管理学院之余， 情致同仁当起了

月老， 促成得意弟子方剑虹与自己带教

的硕士生程思清喜结良缘。 政治运动的

磨难，更凸显廖先生真诚、善良、豁达的

人性光辉，他在遭受批斗蹂躏时，依然挺

身而出保护同样受到冲击的王国香；多

年后获得平反时， 他在校园里遇到当年

带头批斗教师， 踩伤自己右腿的青年学

生张光人时不计前嫌， 原谅了青年人一

时的鲁莽冲动之举。 最让我动容的是，

廖先生历经千难万险曲折坎坷， 始终对

“学思”（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理念的坚守和传承。

全剧时间跨度大，从民国初期、军阀

混战、列强欺辱，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新中国时期， 全景式展现了廖先生不平

凡的一生。 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显

现了杨导讲求深沉、深刻、深情，亦不乏

悠长、 忧伤、 幽默的意蕴功力和编创风

格。 综观全剧， 那一个点睛之笔着实让

我拍案叫绝。舞台上，抗日烽火中的教育

之路接连有滚石垮塌， 廖先生苦苦寻求

教育兴国梦想之时， 耳畔响起了杨导浑

厚激昂的旁白：“我等一介书生、 清贫教

师，为人师表，承继中华道统，苦学西方

强技，秉承中体西用之信念，于山河破碎

之间践行先贤之师道训导， 倾心培育子

弟，强悍中华薪火，以致永恒！ ”短短数

语，句句铿锵，让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

同时， 对剧中的一连串事件陷入理性的

思考而回味无穷。

这部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原创话

剧，直抵每个观众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