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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A21文娱

! ! ! !采访的关系! 两周里去了四次邬达克

旧居" 从布展时候的清冷安静!到揭幕当

日的宾朋满座!到平日里被叔叔阿姨挤满

的展厅!再到周末打着伞推着婴儿车前来

接受熏陶的年轻父母" 一幕幕!都让人印

象深刻"

邬达克的建筑故事和传奇人生!打动了

大家!最初也打动了刘素华女士" 她在接手

旧居改建这个项目以后!几乎以一己之力对

邬达克文化事业的推动!可以说是今天上海

多元城市文化的一种传奇"而流连展厅的市

民们!更是这个传奇的最好表达"我想!这些

可爱的人!正是上海城市文化最为宝贵的部

分"但我更盼望!从邬达克开始!这座城市的

主人们会有机会去拓展更多对建筑和城市

的兴趣"就像华霞虹教授讲的!#因为建筑的

传奇!始终都不只是建筑师的传奇!而是整

个城市文化的传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

会是" 每一位城市生活者都可以!也应该努

力成为这个传奇的一分子" $ 孙佳音

!每个市民!都是传奇的一分子

舞蹈家黄豆豆居然当老师了，还得了奖？
昨日，记者找到了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黄豆
豆，他告诉记者，自己确实刚刚获得 !"#$年
度中国好教育盛典“舞蹈教育（中小学）年度
人物”奖。“其实我原本没想过会从事舞蹈教
育，更没想到会得这个奖。”在电话中，豆豆将
自己投身舞蹈教育事业的故事娓娓道来。

契机"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的时候，黄豆豆随文艺慰问队

进入灾区演出：“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学校
广场，很多孩子、老师、家长集中在那里。”黄
豆豆回忆说，那个广场上连电都没有，带去的
唱片全都放不了。“我们就找了当地一个文工
团的小乐队，用一支笛子、一个小军鼓来伴
奏。”那天，豆豆表演的舞蹈是他的代表作《闪
闪的红星》，跳到后半段的时候，他舞起红旗，
绕场奔跑。无意中发现，场下看演出的孩子们
都自发地站起来，追着那面舞动的红旗在跑。
跟着音乐节奏的豆豆，虽然没有停下脚步，但
他的内心有了以往从未产生过的强烈震撼。

“原来的我，可能更多地考虑通过舞蹈去
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比较重视舞蹈表演和
创作。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我发现舞蹈有一
种力量，一种让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分出一部分精力投身
舞蹈教育，和孩子们携手共舞，把一个积极健
康的正能量舞向社会。

目的"快乐舞蹈
去年 %月份，在中国舞蹈家协会下成立

了一个中国（中小学）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
作为舞蹈协会里最年轻的副主席，黄豆豆被
推举担任了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
“教育有两个概念，我们倡导的并不是专

业训练，而是用快乐舞蹈、健康舞蹈的理念。”
于是，从最开始的“豆豆哥哥”，到后来的“豆豆
叔叔”，再到后来的“豆豆老师”，黄豆豆在舞蹈
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专业委员会的办公
室在北京，他只能北京上海两头跑。在专业委
员会里，他团结了首都各大中小学舞蹈教育
队伍，制定教育计划和教学内容。
他对记者强调说，一定要把专业舞蹈演

员的训练和校园舞蹈教育区分开。“帮助孩子
们积极健康地成长，让他们享受到艺术的快
乐。” 本报记者 张艺

豆豆当上了“黄老师”
!!!舞蹈家黄豆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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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天前，本报文化新闻版
刊发了报道《番禺路 #!&号告
诉你……》，不仅预告了首届邬
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即将启动
的消息，还介绍这栋邬达克当
年居住生活过的英式都铎风格
的乡村别墅。七天前，'"岁的
龚大维拿着晚报，找到了番禺
路 (!&号，他告诉志愿者说，自
己父亲年轻时候就曾在邬达克
圆明园路的打样房里学徒、工
作，后来又从事了一辈子的建
筑设计工作。“站在邬达克曾经
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很感慨。”
通过他留下的电话，记者辗转
联系上老人，他说自己很愿意
再跑一趟邬达克纪念馆，“这样
好像离我爸爸，离他们生活过
的那个年代更近些。”

可惜

以前也没太在意

过去的这个周末，龚大维
带着父亲当年在邬达克麾下
工作时候跟“小伙伴”们的黑
白合影，再次来到番禺路 (!&

号，他告诉记者说：“我父亲叫
龚龙海，因为祖父就是做建筑
的，跟邬达克先生有生意上的
往来，所以父亲十六七岁初中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先生的打样行里做‘练习生’。
当年打样行在圆明园路 !"&

号浸信会大楼顶层 )"(室，那
幢房子也是邬达克先生自己
设计的。父亲边学边做，干了
三四年。后来 (&*'年‘八·一
三’打仗了，邬达克在上海也
再没有什么作品问世了。”龚
大维一口气说完这些，他说这
些故事他曾听老父亲念叨过
很多遍，“从四建八分公司退
休后，他有时在家也会蹦出几
个很专业的英文建筑名词来，
还时常跟我们讲大光明、国际
饭店、颜料大王的别墅都是邬
达克先生设计的，语气里很骄
傲的。”龚大维说，“如今父亲
已经过世两年了，能到邬达克
在上海的旧居看一看，也觉得
很亲切。就是不知道，爸爸当
年有没有来过这里？”

热闹

纪念馆前门庭若市

有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一

个做建筑设计的父亲，但有很
多人周末带着孩子来感受这座
城市建筑文化的魅力。有很多
人也可能只是买完菜，提着菜
篮子就来邬达克纪念馆溜达一
圈，当然也有个别姑娘带着满
满一袋子衣服，来到这栋好看
的别墅前拗造型，拍照片。
“好多读者都拿着报纸寻

过来。”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负
责人刘素华女士告诉记者，邬
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揭幕这一
个星期，他们所接待的人可能
是他们过去一年的总和，每天早
上发放地图要排队，敲纪念图章
要排队，尤其是那个邬达克当年
留下的存放图纸的柚木柜子，更
是被参观者摸了又摸，“上海的
市民真的太可爱了。你看他们
那么热心，有的还带着家里的
资料，来跟我们讨论展板上的
故事，就觉得特别感动。”

盼望

邬达克是一支催化剂

关注邬达克与上海的，除
了普通市民，还有专家和学者。
刚刚当选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
的修龙上周也特地到访邬达克
纪念馆，跟沪上建筑界、艺术界
人士围绕“构筑城市记忆，传承
建筑文化”这一主题，展开热烈
探讨。“邬达克是上海建筑师，
因为他在来上海之前和离开上
海之后，几乎没有作品。”上海
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这样
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教授华霞虹要委婉些，
她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
代，邬达克从一位流亡的一战
战俘，转变为上海炙手可热的
建筑明星，创造了数量众多，种
类丰富，品质高超的建筑，这不
仅是其个人才华、天赋和努力
的结果，更是当时上海城市快
速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力量高度聚集的结果。”
作为《上海邬达克建筑地

图》的作者，华教授说她看到那
么多人能参与到“邬达克建筑
遗产文化月”的活动中来觉得
很感动，但更希望能以邬达克
及其建筑作品为催化剂，在专业
领域和大众领域产生更多更深
入的研究，“去揭示大批其他近
代优秀中外建筑师，尤其是中
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成就和故
事，使城市历史的多元状貌深
入人心。”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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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打样行工作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