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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水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典

型的笔墨表达， 那评弹或许是最能体现

江南韵味的生活艺术。 吴侬软语、丝弦之

声，曾经是小桥流水的江南茶楼里，最活

色生香的娱乐方式，也曾是海派上海，石

库门弄堂里， 寻常人家茶余饭后守着无

线电的每日“追更”。

时代变迁，水墨和评弹在今天还有生

命力吗？ 当评弹邂逅水墨，又有怎样一番

气场和面貌？ 11月 17日晚，“评弹中的书

画情缘”美术馆之夜活动在岳阳路 197 号

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行， 精心挑选的

曲目、艺术家们的精彩演绎，让观众度过

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

在美术馆二楼“树与石”当代水墨邀

请展作品空间里，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评

弹团团长高博文和 SMG 五星体育首席编

辑、2020 年上海“建筑可阅读”宣传大使

周力以对谈开场。

70 后周力从小在弄堂里长大， 评弹

几乎是记忆里童年生活的背景音，当年岁

渐长，熟悉的韵味曲调再次入耳，仿佛开

关被激活， 他开始有意识地主动走近评

弹。一边听，一边写，还一边淘关于评弹的

史料宝贝，他曾“捡漏”两本评弹艺术家杨

振雄先生拍摄的照片影集， 当天现场，周

力拿出两帧与大家娓娓道来其中的故事。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近年来不遗

余力推广评弹艺术， 作为上海市非遗传

人，他认为评弹要生存发展，不是放在博

物馆里，而要活态地存在于当今人们的生

活方式里，“长衫旗袍，吴侬软语，听唱腔，

看表演，只要内容好，进入情境中，就能离

开浮躁一会儿，在评弹中感受一丝宁静。 ”

在高博文看来， 传承几百年的评弹

艺术无需借助复杂道具，没有花里胡哨，

凭借演员的功力， 原生态表演就能撑起

一台戏； 而评弹书目中的富矿更是应有

尽有，江南文人雅士、花鸟虫鱼、瓷器书

画等风物故事， 都能在评弹中找到对应，

无怪评弹与书画有缘，“老一辈画家中唐

云、朱屺瞻、程十发、陆俨少等很多都喜欢

评弹，还不是一般喜欢，是酷爱”，有画家

甚至画仕女图时焚香、 听古朴的弹词曲

调，以全然沉浸其中，避免下笔时的火气。

在中国画院首次举行评弹小品演出，

高博文携团队成员也是精心挑选曲目，

《牡丹亭·柳梦梅拾画》《三笑·唐寅追舟》

《玉蜻蜓·智贞描容》《西厢记·佳期》 等均

出自经典，有“吴韵一哥”的山歌调，也有 00

后新生代的杨俞调，还有薛调、蒋调等脍

炙人口的流派唱腔，让观众大为过瘾。

上海中国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特别

感谢上海评弹团艺术家团队的无私奉献，

嘉宾、观众的热情参与共同成就了这个难

忘的美术馆之夜。

�记者 沈艺飞

在华泾镇馨宁小区， 有个成立于

2018 年的爱心烘焙社。 这个爱心烘焙社

是由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包包”的烘焙

达人包寒芳创建的， 最初主要用于向退

休阿姨传授烘焙技巧。 后来随着大家对

烘焙食物的精益求精， 陆续有许多“宝

妈”参与了进来，整个爱心烘焙社越来越

热闹了。

包寒芳是一位资深烘焙爱好者，已

经有 10 年的烘焙经验，她的烘焙技术非

常高超。“最开始只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制

作健康的点心。 ”于是包寒芳向身边开烘

焙店的朋友虚心请教，“经过反复地练

习、尝试，无论是面包还是蛋糕的制作，

都开始变得得心应手了。 ”于是，包寒芳

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时候， 经常会给

社区居民带一些自己烘焙的面包甜点。

她表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社

区居民带来美味的食物， 并与大家分享

我的烘焙经验。 ”

当发现很多社区居民虽然对烘焙很

感兴趣，但缺乏相关操作知识和技巧时，

馨宁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孙留俊与包寒芳

商量，决定举办一系列烘焙课程，以期能

够帮助更多的人。 为了筹备这次烘焙课

程， 居民区积极支持并提供了场地和材

料，包寒芳则会提前发酵好面粉、准备好

材料，以便居民们更直观迅速地学习和体

验。 据了解，为了烘焙制作，包寒芳在家

中配置了非常齐全的烘焙设备，每当开展

教学活动时， 她还会把需要的设备搬过

来，给大家做示范。

在包寒芳看来，如今大家对健康饮食

都比较关注，她自己又非常喜欢做面包蛋

糕，“成立爱心烘焙社既可以让大家制作

安全健康的食物，也可以让大家在闲暇之

余有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 ”孙留俊表

示，烘焙达人包寒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

长，为居民传授烘焙技巧，居民们对烘焙

的热情高涨，“除了能学到烘焙技巧，其实

也让小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

了”。居民们也表示，自己做面包蛋糕可以

更好地把控食材，更健康。 除了为社区居

民授课，包寒芳和居委会还会合作为孤寡

老人赠送自制的点心，让孤寡老人们非常

感动和开心。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徐喆衎

分享烘焙甜点，她给生活添点甜

糖尿病作为一种终身代谢性疾

病，是现代疾病中的第二杀手。 为切

实做好居民糖尿病预防工作， 提高

广大居民对糖尿病的认识，日前，凌

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与中国

狮子联会浙江若水服务队、 浙江东

方祥云服务队共同携手， 为社区居

民送上了一场不一样的糖尿病防治

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以“温馨工程———蓝光

行动”为主题，活动分室内糖尿病教

育讲座和室外公益市集同步进行。

室内糖尿病教育讲座在凌云新

村水岸邻里汇举行，徐汇区大华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孟祥英做主讲。

讲座现场，孟祥英从糖尿病的成因到

预防方法，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了

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同时，针对糖尿

病的并发症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进行自我管理，孟祥英也一一做了科

普，让在场的居民对糖尿病有了更全

面的认知。

健康饮食挑战赛、糖尿病知识问

答、公益套圈……417 云下生活广场

的公益市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吸

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参与。除了生动有

趣的互动游戏外，集市现场还设置有

血糖检测与血压测量摊位，来自大华

医院的医护人员与社区志愿者一起，

为居民们带来免费的测量服务。 同

时，不少爱心企业还带来了健康低糖

食品及健康用糖科普手册，向大家传

递健康饮食理念。

拒做“小糖人”

大家“益”起来

�记者 王薇

�记者 张文菁

当评弹邂逅水墨

“美术馆之夜”唤醒记忆中的江南

11 月 17 日下午，位于徐家汇街道的

乐山口袋公园中传来了阿姨爷叔们阵阵

欢笑声，走近一看，台上的主持人正是上

海观众们的熟面孔———滑稽戏《七十二家

房客》的主演之一，陈靓。

原来，为了丰富和活跃社区居民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使“社区大美育”的品牌深

入人心，徐家汇街道与上海伊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倾力合作，推出“徐家汇·笑乐

荟———欢声笑语进乐山”专场首演，让居

民们把乐迎回家。

在演出一开始，陈靓的妙语连珠就把

阿姨爷叔们逗得合不拢嘴，随后，曾获全

国十佳青年歌手称号的杨洋为居民们带

来《幸福中国一起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万疆》三首女声独唱，精湛的歌唱技巧引

得现场掌声连连。

有了听觉上的享受， 视觉上的也少

不了。 有着 12 年表演经验的青年魔术师

韦小勇通过变幻莫测的魔术技巧， 让台

下观众连连惊呼， 还吸引了不少放学回

家的小朋友们驻足观赏。 现场，韦小勇还

邀请了两位小朋友一同完成了将大米

“变”为米花糖的表演，让欢声笑语充满

了乐山口袋公园。

不少台下的阿姨爷叔们都有听戏的

爱好，徐家汇街道请来了上海沪剧院国家

二级演员郜逸萍，为居民们带来了经典的

《办喜事》和《燕燕做媒》，配合着暖黄色的

夕阳， 把喜气和温暖送进每个居民的心

里。 除了传统戏曲，郜逸萍还带来了流行

歌曲《声声慢》的沪语版本，用吴侬软语诠

释不一样的美。

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上海说唱”区级传承人的陈靓自然也免

不了要露一手， 一首上海说唱的代表作

《金陵塔》让阿姨爷叔们直呼：“没听够！”

在现场热烈氛围的感染下， 陈靓额外带

来了黄梅戏、越剧、沪剧等多种戏曲版本

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既有与观众们

互动的逗乐一笑， 又让阿姨爷叔们听了

个过瘾。

乐山口袋公园不仅仅是居民们茶余

饭后休闲的好去处， 也承载着社区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精神文化的追

求。 徐家汇街道坚持将文化惠民工程落

到实处，通过多种演出形式的结合，让全

年龄段居民都能享受到“笑乐荟”的快乐

与美好。

“七十二家房客”来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