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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师剧
走出校园获好评

全剧由“序幕”、“国难当头”、“毕
业歌”、“冯·卡门家的圣诞夜”、“冲破
黎明前的黑暗”、“重逢”、“难忘那一
夜”、“蓄势待发”、“尾声”等九个部分
组成，演出在钱老与夫人蒋英的儿时
回忆中拉开序幕，由纸飞机引发了钱
学森“造出真正飞机”的雄心壮志。当
钱学森亲眼目睹了十九路军一名伤
员对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他深深被
这名战士誓死守卫国土的奉献精神
所感动，更牢记了“多造飞机”的声
声嘱托。创作团队以钱学森在交通
大学求学时期如何将人生理想从
“交通救国”转向“航空救国”，在美
国留学期间如何坚持求真务实的治
学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在新中国成
立以后如何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
碍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以及如
何带领第一代“航天人”成功发射东
风二号甲导弹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为
主线。同时，以钱学森与夫人蒋英的
爱情故事为副线，生动地演绎了科
学大师钱学森的人生经历，鲜活展

现了钱学森的爱国之心、求真之志、
奉献之情、创新之魂。
这些情节的设计和编排，都是

希望通过宣传钱学森襟怀坦荡、光
明磊落的品质，淡泊名利、无私贡
献，坚持真理、严谨求实的精神，弘
扬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无私奉
献的价值追求和卓尔不群的科学品
质。话剧在校园中演出，在交大学子
中营造出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爱国
奉献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青年学
子的爱国情怀和报国热情，积极投
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伟大征程。

话剧于 !"#!年 $月在上海交
通大学首演，最难能可贵的是，该剧
走出上海交大校园，走进中学、大
学，走进卫星发射基地，近年来分别
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海
南等地公演 #%轮共 &'场，覆盖师

生观众 '万多人次。话剧《钱学森》
还入选了中国科协首批“共和国的
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
剧目，先后荣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
成果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奖、
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活动特别
奖等荣誉，并在第三届中国校园戏
剧节上一举荣获了最高奖“中国戏
剧奖·校园戏剧奖·优秀剧目奖”。

学生编!学生演
艺术教育搭平台

话剧《钱学森》定位为一部学生
原创话剧，是由学生演出，并且演给
学生观众看的戏。团队在创作伊始
选择传统的话剧创排思路，就是希
望该剧可以日久弥新、经久不衰、代
代传承。在《钱学森》之前，交大学子

尝试通过话剧《传承》缅怀和纪念老
学长钱学森。这部话剧在交大校内
获得了积极的影响，让许多青年学
子更加了解钱老的生平事迹，也为
后来话剧《钱学森》的创排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真正投入创排，话剧《钱
学森》团队获得了钱学森图书馆的
大力支持，钱馆多年积累的研究成
果无私与编剧团队分享。
话剧《钱学森》主要演职人员都

是在校大学生，在实际演出过程中，
为了增强舞台艺术表现力和真实
感，采用现代舞台艺术手段，并且特
别邀请交大国旗护卫队的同学参加
演出，整个剧组将近 (%人的团队，
积极配合，协同推进整个话剧演出
的进行。创作团队力求贴近当代学
生的审美接受水平、贴近时代发展
的实际，大胆使用声光电等现代舞

台艺术手段，以提高艺术感染力。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多维空间的舞台布
局，要在短短的 !个小时时间里，跨
越钱学森一生的经历，场景的巧妙
切换，增强了舞台的立体感和真实
性；巨大的 )*+高清屏幕的运用也
为话剧增色不少，上面出现的画面
虚实结合、亦真亦幻，时而作为剧情
过度、时而作为舞台背景，艺术表现
效果甚好。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党委副书
记、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汪雨申说，艺
术教育是一种熏陶、是一种浸润、是
一种培养。“我们要让青年人自觉地
接受艺术的形式和感受艺术的内
涵，从而创造更多让青年人了解艺
术的机会、创造更多让青年人喜欢
艺术的可能性。因为，艺术的本质就
是引导人们向美的追求。高校培养
的人才，德智体美需要均衡发展，艺
术教育就承担着大学生美育的责
任，做好高校艺术教育工作，就能培
养出更多伟大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同时也
能够促使青年大学生更加懂得生活
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

记者 易蓉

! ! ! !《师说》以中国近现代著名教
育家和心理学家、上海师大首任
院长廖世承先生为主人公，以廖
世承的人生抉择为主要戏剧冲
突，围绕他一生坚守的师道精神
进行艺术再现。全剧选取廖世承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
期、抗日战争阶段和新中国成立
后充满戏剧张力的人生片段，多
角度刻画他为我国师范教育事业
呕心沥血的一生。

作为上海师大前身上海师范
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廖世承先生
秉持着“教育梦”在战火纷飞的岁
月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成立了最初
的上海师范学院，目的就在于为
国家的兴盛培育教育人才。秉承
先人之志，上海师大一直没有停
止探索自己的“教育梦”，不断加
强师范生师德教育，创新未来卓
越教师的培养模式。

校园原创话剧 《师说》从
!",( 年 & 月立项开始就由上海
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师生共同
投入打造，参与演出的演员共有
,( 人，除 , 人是校友外，全部为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师生。其中专
业教师 ! 人，研究生 -./（表演
方向）&人，本科生 ,,人。本次大

师剧创排均按照专业剧团排演方
式打造，特邀国家一级导演杨昕
巍担纲。剧中人物由谢晋影视艺
术学院师生参演，为追求精益求
精的艺术效果，扮演廖世承的演
员邀请了优秀校友，现儿童艺术
剧院演员马小凯担任。

师生们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暑期实践的宝贵机会，在编创过
程中相互启发、相互帮助，共同
探索如何呈现廖世承先生的伟
大精神，作为课堂学习内容的同
时具备高度亲和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剧组以集体创作的形式
深化师生参与度，选材内容健康
向上、表演呈现格调高雅，并且
使用新媒体新技术渲染舞台效
果、加强作品宣传，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

来自教育学院的一名师范生
看完《师说》后感慨道：“作为一
名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师范
生，这是我进大学后上的第一
课，我感触良多。教育兴，国家
才能强盛，未来的路很长，我要
在上海师大好好学习，争取能够
考进世承班，为做一名优秀的教
师而努力。”

记者 王蔚

! ! ! !以一代儒医、全国首届“国医大
师”裘沛然为原型的高校大师剧《裘
沛然》今年 &月 !&日在海艺剧场首
演。裘沛然之孙、龙华医院中医内科
医生裘世轲，与中医大师生们一起
观赏了演出。
《裘沛然》是上海市教育系统重

点扶持的“向大师致敬———大师系
列校园剧”项目之一，由上海中医药
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出品。该剧
以一代儒医大师裘沛然为原型，选
取裘老晚年的生活片段，用六个场
次“重逢”“传承”“大医”“至爱”“急
诊”“心声”讲述了裘老为医、为学、

为师、为人的故事。
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黄

溪编剧，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徐健导
演，剧组主创人员在剧本创作过程
中不断汲取各方意见，在裘老工作
室专家和家属的共同支持下，耗时
两年，最终打磨完成。该剧主演张震
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大师剧
《清贫的牡丹》中饰演王振义院士，
演完西医演中医，张震与沪上高校
大师之缘分不浅。
裘沛然是全国首届“国医大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临床
上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用药“精、巧、

奇、博”，对医方有着独到的见解，医
者无数。他同时还是一位通晓文史哲
的学者和诗人，整理、出版了诸多中
医理论书籍，在 $0岁高龄出版《人学
散墨》，探索“治人心灵”的“良方”，被
世人赞誉为一代“鸿儒大医”。
该剧也是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阶段性成果。不少学生观众表示，
作为中医学子，他们对裘老的著作
如数家珍，这部话剧更让他们仿佛
与大师面对面，坚定了学好中医、弘
扬中医的信念和动力。

记者 左妍

上海交大大师剧!钱学森"!年公演 "!场影响观众 !万

演绎传承大师精神
原创话剧艺术育人

一百多位师生，历时8个月挖掘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交大1934届校友钱学森的传
奇，原创了一部校园话剧《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的师生通过原创，生动演绎了钱老作为人民
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与报国之志。这部大师剧自2012年创作以来，已公演10轮36场，创演
学生团队“代代接力”，不仅在交大校园里收获掌声，更走出校园巡演赢得好评。

今年首部大师剧!裘沛然"亮相
致敬国医大师

上海师大原创话剧
继承前辈#教育梦$

! ! ! !去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大剧院座

无虚席#我国首部以教师为主人公$以师道精神为题材

的校园原创话剧!师说"上演% 该剧由上海师范大学打

造#献礼教师节%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