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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种子
在校园发芽

复旦师生创排话剧
!种子天堂"缅怀钟扬

! ! ! !追梦的路!是快乐而幸福的"

象牙塔里!不一样的面孔!有着不一

样的梦想! 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的理

想" 钟扬和他们一样!梦想光辉"

至今! 同学们还记得老师的话!#一

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一粒种子可

以造福万千苍生" $钟扬相信遥远!相信

遥远的空间和他人与自己有关%

追梦路上! 现代人往往会因为不确

定而焦虑着!&遥远$ 是被我们抛弃很久

的地方% 钟扬和他们不一样!他的步伐执

着而坚韧!从未退却%

所以!大家不会忘记!他在雪域高原

步履不停!走了 !"多万公里!收集了上

千种植物的 #"""多万颗种子!为人类植

物学研究播下的种子% 为了梦想!他跋山

涉水' 远渡重洋! 不介怀一城一池的得

失!也不顾惜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

难能可贵的是!在追梦的途中!钟扬

并未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他言传身教!

留给自己和身边的人!许多精彩的回忆"

梦想诚然绚烂!但追梦的路!才是快乐而

幸福的" 哪怕!倒在了途中((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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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明时节，是个缅怀的日子。复旦大学
的师生们用一台原创话剧《种子天堂》，悼
念钟扬老师。

这是校园里发自内心的思念，为了这
出戏，同学们贡献出一个个钟老师生前的
精彩，有的同学看到了他坚持的力量，有
的同学记得他的欢笑……往事，仿佛就在
昨天。

有力量的种子，在校园生根发芽，激励
着同学们，向遥远的未来生长。

两台剧 缅怀与希望
!"#$年 %月 !&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前往内蒙
古城川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途中遭遇车
祸，不幸逝世。&'岁的他如同一颗种子回归
大地。钟扬去世之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包括《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以各种各样的
形式进行了报道以纪念钟扬的事迹。

今年年初，复旦大学剧社就决定，创排
一出话剧《种子天堂》，在钟老师去世后的
第一个清明节，用这一方式，缅怀钟扬老
师。复旦剧社的老师和同学说：“通过戏剧
这种直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钟老师，
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除了这出原创话剧之外，'月初，复旦
大学还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手打造了报
告剧《生命的高度》，在复旦大学进行了首次
内部演出。复旦剧社的同学也去了，观剧期
间，和很多现场观众一样，泪流满面。无论哪
一种形式，两部作品的初衷都是一样的，“不
仅仅局限于他的某一方面的成就，更希望
能给观众带去一个完整、立体的钟扬。”

!分钟 他都不会浪费
得知剧社要用一部作品悼念钟扬老

师，老师和同学们都纷纷赶来剧社，追忆着
曾经和钟扬共度的时光，希望舞台上时间
长一点，多看看钟扬的故事。

老师们说，和钟扬开会、交流是最有意
思的。除了他专业优秀之外，他对这个世界
最新的消息也时刻关注着，“当初，宅男宅
女……这些名词都是他带给我们的。去世
前不久，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讨论 (站，二次
元……”他给身边老师们的启发是，做学术
的人，就应该时刻关注着这个世界。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钟扬老师总是言
传身教。一位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的博士记
得，当年在钟扬老师的带领下，为正在筹建
中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藏品做简介，这项
工作量太大了、太复杂了，为此没有人接这
份工作，而钟扬答应了，因为这些植物正是
他的“热爱”所在。“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
亲力亲为，和我们学生一起，为每个藏品认
真写简介。正是在他的感召下，后来自然博
物馆落成了，同学们也愿意在业余时间，无
偿地去博物馆做讲解。”

还有一些钟扬留在校园的有趣回忆，
有人说，“钟老师从来不浪费时间，他和我
们约好时间，他总会提前 &分钟到。就这 &

分钟，他也会利用起来工作。”还有人说，
“我们最怕和钟老师一起吃饭，别说剩菜，
就连一粒米饭都不敢浪费。因为如果你浪
费了，他也不会骂你，就当着你的面把你碗
里剩下的吃掉。不过，钟老师经常请同学去
他家吃饭，他的厨艺真棒，绝不会浪费。”

回忆，太多太多，钟扬留给校园的，又
不仅仅是回忆，那是一股精神的力量。

"场戏 每写一场都哭
记录下那么多回忆后，要在舞台上呈现

出一个鲜活的钟扬，这是一份考验。复旦大
学艺术中心讲师、复旦剧社指

导教师周涛，整整闭门三周，写出了这出《种
子天堂》。
“算起来，我和钟扬合作过两次，结果

都很遗憾。”周涛说，“一次是跟着钟扬一起
上西藏，拍纪录片《播种未来》，结果上去
了，我起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只能先下来。
另一次，是他出事前一个月，他电话说，希
望能和我一起做一台科学话剧，我说好的
等他回来就做，他还说希望能来为我的博
士毕业拨穗，结果……”说着，周涛望着远
方，眼眶有些湿润。终于，周涛真正能和老
朋友“合作”一次了，只是已然阴阳两隔。

周涛为钟扬一共写了 %场戏，“我不敢
看他的纪录片，每一次看都对他的思念加
深一些，但为了写剧，又不得不看那些故
事。真的很挣扎，每一场戏，我都会哭到不
能自已。”那些日子，周涛看到了一个真实
的钟扬，“其实，现在的科研条件越来越好，
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所以，他的朴素并不
是刻意的清贫，比如他在高原上总是穿开
裆裤，因为他胖嘛，一趴在地上采种子，就
把刚缝好的裤子崩开，后来反正高原上也
没有人，他干脆就不缝了。”这就是一个真
实的科研工作者，对科研的专注，远比裤子
重要得多。

同样，在接到剧本的那一刻，饰演钟扬
的复旦剧社社长朱逸骏也无法抑制自己的
情绪，潸然泪下。收拾起悲伤，朱逸骏问周
涛，为什么这出戏要叫《种子天堂》？周涛
说，“什么是天堂？有希望的地方。什么才能
带来希望？种子，哪怕只有一颗。”

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在 )月 '

日的相辉堂用这出戏纪念钟老师，同学们
每个晚上都要排练到深夜，“我们想通过这
出戏，除了大家缅怀钟老师之外，也想让更
多人，不仅是学校的同学，看到钟老师身上
的梦想，他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永远是快乐
的幸福的。”朱逸骏说，“我们也在钟老师精
神的感召下，其实也是在追寻我们自己的
梦想。” 本报记者 吴翔

追梦的路

! ! ! !本报讯 今年第一期上海
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和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申
报评审工作今日启动。《上海
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以及
相关的“申报通知”和“答申报
者问”也于今天发布。

推荐七个方面

创作选题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
目资助的宗旨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引领，坚持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努力
创作更多在人民中能传之久
远的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作
为上海市资助文艺创作和公
益性文化活动的重要平台，通
过专家评审遴选资助项目，发
挥项目资助对文艺创作的激
励和引领作用。今年三月修订
并经市委宣传部审定的《上海
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推荐》，再
一次重点推荐七个方面的创
作选题：一、“中国梦”主题项
目；二、“爱国主义”主题项目；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项目；四、重大革命和历史题
材项目；五、上海特色题材项
目；六、文化“走出去”项目；
七、青少年题材项目。

增设文学创作

选题孵化

在今天发布的“答申报者
问”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对今
年上海文艺创作的重点扶持
项目：在文学方面，重点扶持
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
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创
作；在音乐方面，重点扶持反映时代风貌、具有
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中国民族歌剧创作，以
及有关“中国梦”主题的歌曲创作；在戏剧曲艺
方面，重点扶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上
海文化特色，兼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
化底蕴的戏曲作品；在电视连续剧、网络剧、广
播剧方面，重点扶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
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反映新时代深入改革开放
和时代新风貌的作品；在美术方面，重点扶持有
关庆祝中国共产党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
的相关创作，以及反映时代风采等现实题材的
相关创作。

为了更好地引领和服务文艺创作主体的创
作策划和生产，今年基金会对重大文艺创作选题
孵化研发项目的资助，除了舞台创作选题和美术
创作选题外，又增设了文学创作选题的孵化研发
项目，以进一步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
材的长篇文学创作。

为了加大对青年编剧的培养和扶持力度，基
金会经专题调研，并报市委宣传部同意，从今年
起，青年电影编剧项目将纳入下半年度申报受理
的“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这不
仅可以加大对青年编剧电影剧本创作的扶持力
度，而且对青年编剧的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
创作项目的资助资金和力度也将相应大幅增加。
同时，还增加了青年编剧的“创作选题孵化”项目
资助，青年编剧计划创作的舞台剧、电视剧和广
播剧的选题都可以申报选题孵化项目。

! 复旦剧社排练话剧)种子天堂* 吴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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