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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团 东 宝 区 委 以

“喜迎二十大、永
远跟党走、奋进
新征程”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为工
作主线，开设“百
年团史东宝青年
说 ”专 栏 ，开 展

“奋斗正青春、建
功新时代”主题

演讲，持续推进“希望家园”暑期班活
动，组建青年志愿者队伍投身疫情防
控、“共同缔造”等重点工作中，推出创
新创业、基层社会治理青年典型宣传
片，切实有效发挥共青团引领青年、凝
聚青年、服务青年作用。下一步，我们
将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组织青年宣讲团、红领巾巡讲团，
深入村（社区）、学校、企业，以主题团
队日活动、专题讲座、红色教育等形式
开展宣传宣讲，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练就过硬本领、奋勇担当作为，在
青春的赛道上跑出青春风采。

□ 汪 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23 岁的陈磊脱下厚重的戏服，还来不

及擦去脸上的妆，和同事收拾完剧场卫生，

就开始复盘当天的演出⋯⋯国庆期间，黄

山 迎 来 旅 游 旺 季 ，观 众 挤 满 了 礼 堂 。2021
年，这群怀揣着梦想和情怀的年轻人聚集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一座牌坊，一个亭

廊，一栋旧影院，一幕新戏剧。许村的旧影

院在这群年轻人手上焕发了新生。许多游

客称，在此了解到了不一样的徽文化。

许村旧影院 （村会堂） 闲置多年，破

旧失修。为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盘活乡村

闲 置 资 产 ，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 2021 年 ，

许村镇通过“双招双引”吸引外资企业与

村 集 体 合 作 ， 以 “ 租 赁 +合 作 入 股 ” 方

式，联合“红妆缦绾”项目团队，将老影

院打造成集非遗文化传承、展示、互动、

摄影为一体的影院民宿。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看戏，观众不仅是

观众，也是演员。“‘沉浸式’是我们的特色，

让游客体验传统民俗。”剧场艺术总监胡洋

介绍，游客入场前需要换上演出服，上交手

机，以第一视角去听、去感受，把自己融入

情景中。

融入当地文化元素的《许村有喜》是剧

场的第一部原创戏剧，剧本参考民间故事，

将话剧、戏曲、舞蹈等艺术门类融为一体。

剧情里，许家老爷宴请宾客，报名的观众在

演员引导下参与演出，他们带着不同的徽

州特产上门娶亲，推动后续剧情发展，同时

近 距 离 接 触 古 村 风 貌、风 土 人 情、历 史 文

化。“黄山毛峰”“徽砚”“许村大刀灯”等特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融入剧中。

往年许村每逢重大节日，所有宗祠都

会派出一支舞刀队，表演者擎着两丈多高

的大刀，走上十里长街，来回舞个通宵。

近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这个传承近

百年的民间艺术几近消失。为了重现大刀

灯舞，胡洋等人专程拜访了民间的老艺术

家 和 文 化 保 护 者 ，在 他 们 的 指 导 建 议 下 ，

“许村十三刀”得以“重现江湖”。

大 刀 灯 的 制 作 材 料 主 要 是 毛 竹 和 杉

木，需手工将其扎成大刀形状，内点蜡烛，

外糊棉纸，在棉纸上画上人物、花鸟、亭阁

等图案，融工艺、文化于一体。“剧中所用的

大刀，都是当地艺术家为我们亲手编制的

道具，我觉得特别宝贵。很多人在默默无闻

地保护、传承着徽文化。”

国庆期间，剧场在《许村有喜》基础上，

升级创作了《徽州府有喜》。胡洋介绍，后

续还会推出红色题材、校园题材、谍战题

材的新戏剧。剧场民宿创始人之一的李春

艳 说 ，“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针 对 不 同 受 众 群

体，尽可能开设不同题材的场次和场馆，

最终能够在当地形成独有的文化氛围，把

整个许村做成一个承载沉浸式戏剧的文化

群落。”

剧场知名度扩大，离不开年轻演员的

付出。本科学习表演的陈磊是这里的全职

演 员 ， 尽 管 毕 业 后 在 合 肥 找 到 了 一 份 工

作，当他得知许村开设剧场的消息后，出于

对家乡的感情及对表演的热爱，毅然辞职

回归家乡。

陈磊每天不仅参与演出和管理，还要

联 系 群 演 。他 觉 得 这 是 一 件 有 意 思 的 事 。

“群演都是当地村民，因为有农活，不确定

谁有空，所以每天来的人都不一样，就像在

‘拆盲盒’。”陈磊同时也担任民宿管家，每

天和村民们打得火热，并乐在其中。“看到

村民收入增加，我十分有成就感。”

常驻演员姜光钰来自安徽六安市，新

婚不久的他出于对徽文化的热爱来到了这

里。“每天可以观赏甚至参与‘舞草龙，大刀

灯 ，抬 汪 公 ’这 些 民 俗 ，是 一 件 很 幸 福 的

事。”

含有传统戏剧的演出对演员形体和动

作要求高，强调演员“手、眼、身、法、步”统

一协调。姜光钰起初并不适应，在当地演员

的帮助下，如今在舞台上游刃有余。

“民宿里的工人、保洁、厨师，剧场的一

些工作人员，包括剧中演丫鬟、打手等的

演 员 ， 我 们 聘 用 的 全 都 是 许 村 当 地 的 村

民 。”李春艳表示，剧场自开办至今 400
多天，能够收获大批游客，与当地老乡的

奉献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加上常驻演员，剧场民宿创业团队有

十余人，每个成员都把将徽文化发扬光大

视为己任。“每一个原创剧本都是由专业

编剧创作，然后参演人员二次创作，共同

磨合。往往需要经过几十次的排练才能搬

上 舞 台 。” 胡 洋 说 ， 演 员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

甚至还有两名外国群演。

剧场民宿团队另一位创始人孟成曾是

电视媒体人。提到创业初衷时，他表示：

“在工作中受到多姿多彩的徽文化熏陶，对

徽 州 产 生 了 兴 趣 ，一 直 想 要 做 些 什 么 。现

在，秉承着乡村振兴和文化先行的理念，能

够发挥表演和电视制作专长，将传统文化

和非遗传承下去。”

作为安徽省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沉浸

式剧场民宿，“红妆缦绾”在歙县逐渐有了

影响力，胡洋介绍，“演员们现在去镇上买

个早餐，都会被认出来”。“演得真好！”“刀

耍得漂亮！”等来自村民的夸奖让团队年轻

人充满信心。

剧场的红火不仅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也为文旅发展提供新思路。在当地政府帮

助下，剧场与一些高校、企业合作，为学习

表演的大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由此推动高

校产学研用，丰富当地旅游经济业态。

随着黄山市旅游

业 复 苏 ，许 多 和 陈 磊

一 样 的 年 轻 人 ，回 到

家乡，结合当地民俗，

创新文旅运作和服务

模式，书写更多“许村

有喜”的故事。

观众穿戏服 演绎年轻态徽文化

□ 杨爱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如果不是 12 年前临时受邀带一群聋

哑孩子练舞，35 岁的李桢如今可能正在舞

台上追寻自己的“舞蹈家”之梦，抑或在某

所高校当舞蹈教师。

这 个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音 乐 学 院 舞 蹈 教

育 专 业 2010 届 的 毕 业 生 ， 在 校期间便已

拿到全国“荷花杯”舞蹈大赛金奖、全国

大 学 生 艺 术 节 金 奖 等 诸 多 奖 项 ； 还 未 毕

业，就收到湖北省歌舞剧院及多所高校发

出的邀约。

2010 年 夏 ，许 多 人 曾 不 理 解 他 的 选

择：到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任教，与聋哑孩

子继续待在一起，教他们跳舞。

不 久 前 ，李 桢 获 评 武 汉 市 2022 年 度

“最美教师”。荣誉背后，12 年时光里，他带

着一批批听障孩子，走出了国门、拿到了国

际赛事的世界级冠军，也走上了包括北京冬

残奥会开幕式在内的各种舞台，完美绽放。

熟悉他的人称赞，他“成就了一批批

特殊的孩子”。他说，他和孩子们是彼此

陪 伴 、 彼 此 成 就 ， 一 起 在 无 声 的 世 界 里

“寻找天籁”。

贴在音箱上的耳朵

转身、踢腿、下腰⋯⋯在武汉市第二聋

哑学校的舞蹈房里，一群有重度听力障碍的

孩子，正在李桢的指挥下学习舞蹈。李桢根据

音乐节奏高举双手打拍子、做提示，飞速变换

手势。孩子们紧盯他手上的每一个动作，用眼

睛“聆听”节奏，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李桢 12年来一直负责该校一年级到高

三的律动课，同时担任校艺术团指导老师。

吸引他留下来的，就是孩子们对律动

的虔诚——

2010 年 5 月，临近大学毕业的李桢因

专业成绩优异，受邀到武汉市第二聋哑学

校帮忙编排舞蹈。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听障孩子。在一位

手语老师的协助下，排练正常进行。唯一

的困难是由于听不见，学生无法感受、捕

捉到音乐节奏。

为尽快将节目排好，晚饭后李桢提前

回到教室。还未走近，只见学生们围坐在

音箱旁边，一个个把耳朵贴在音箱上面。

原来，这群学生是想感受一下音乐的

旋律和节奏，却不小心将音箱调成了收音

机模式。他们并不知道，整个教室充斥的，

是音箱发出的“滋滋滋”刺耳的噪声。

李桢的心“颤抖了一下”。他走上前想

要帮他们调出音乐。可那一刻，孩子们都慌

张跑开了⋯⋯

“一面是他们对艺术那种纯粹的向往，

一面是执着又自卑的身影。”这一幕深深

打动了他。他当时就决定，留下来——要

带着这群特殊的孩子“找回原本属于他们

的那份自信”。

当年 9 月，入职不久，李桢就遇到了

“拦路虎”。

李 桢 没 有 学 过 特 殊 教 育 ， 手 语 不 熟

练，导致课堂效率低，学生们也开始不集

中精力，课堂常常乱成“一锅粥”。他很

着急，却又束手无策。

一次，在又一堂失败的课后，李桢心态

“崩”了。课间，他把自己关进休息室不肯出

来 。他 以 为 会 有 学 生 来 找 他 回 教 室 ，但 没

有。沮丧之余，他想到了“放弃”。

突然，一只小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转身一看，一名有些先天愚型的无声天

使正看着他，送给他一个静默的微笑。

李桢突然觉得“世界反转了”。在这个

学生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反而像个任性的

孩子，遇到不顺只会情绪化；而这个孩子却

像个成年人，“仿佛在默默告诉我：不要着

急，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做，一定可以”。

李桢回到教室，又开始从每一个动作、

每一拍节奏和每一个舞台画面教起，带领

大家一点点练习。

就这样，李桢和学生们共同完成了第

一 支 舞 蹈 《楚 韵 雄 风》。 他 们 反 复 完 善，

第二年，这支舞蹈夺得全国特殊学校舞蹈

比赛二等奖。

伴随学生们第一次夺奖时兴奋得如花

儿 一 般 的 脸 庞 ， 那 些 紧 贴 在 音 箱 上 的 耳

朵、突然跑开时的慌张，那个学生无声的

微笑⋯⋯如电影画面般一一再次涌入他的

心间。他想着，要继续努力，“让每一个聋

哑孩子能够在舞台上发光”。

练舞也是“练心”

为提高教学效率，李桢用两个月掌握

了《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全部 8214 个词语。

其中绝大部分，是他的听障学生教会他的。

上课时，为帮助大家感受律动，李桢从让他

们把手放在鼓上感受做起，一步步统一对

音乐节奏的把握。

艺术团主要由高二、高三学生组成，

为了不耽误文化课学习，他和学生们利用

每天午休和课外活动时间，冬练三九，夏

练三伏。

跳舞是个体力活，舞蹈室之外，还需

要以跑步、仰卧起坐等训练体能。其间，

曾有学生提出不想排练了，甚至想退团。

李桢言传身教，给学生讲自己理解的

练舞哲学：跳舞很辛苦、可能也无法带来

现实利益，但日复一日训练的过程，看似

是提升体质、练习技艺，更重要的是同时

磨炼了内心——学会吃苦与坚持，“这两

项品质将带领我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走

得更稳更远”。

通往成功的路没有捷径，这群特殊的

孩子更需付出几倍的努力。“健全人练习

时，一个动作不到位可以暂时停下来，专

抠这个动作，但聋哑人听不见，如果中间

动作不到位，他们只能全部从头再来。我

们的练习就是一次次从头来过。”李桢介

绍，或许因为聋哑，“这些孩子比健全人

更加刻苦和专注”。

2013 年 8 月，全国第八届残疾人文艺

汇演在长沙举办，李桢带着孩子们如约参

赛。训练场地紧张，他们只能顶着烈日在一

处水泥地上排练。

那 支 舞 蹈 有 许 多 动 作 需 要 在 地 面 完

成。排练结束，看到孩子们发红的膝盖与手

掌，有的还破了皮、伤口夹着沙砾，李桢心

里“像被狠狠地割了一刀”。他默默拥抱每

一个孩子，汗水、泪水肆意流淌。

那次，他们拿到全国银奖，和金奖的

大学生作品仅差 0.01 分。孩子们收获了莫

大的鼓舞，大家都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

得的。

厉兵秣马多年，这支艺术团开始在更

大的舞台绽放光芒。

2018 年 元 旦 ， 李 桢 和 孩 子 们 首 次 走

出国门，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啦啦操

公开赛。作为唯一的一支残疾人队伍，他

们 的 表 演 在 30 多 支 参 赛 队 伍 中 脱 颖 而

出，夺得高中组集体花球和双人花球两项

世界冠军。

“双向拯救与奔赴”

随着一块块奖牌、一张张证书、掌声与

鲜花接踵而来，在特教领域，“武汉市二聋

校艺术团”逐渐成为一张闪亮名片。

李桢却始终站在舞台下的阴影里“打

节拍”。那个只有孩子们才会“聚焦”的角落

里，他是孩子们跳舞的“指南针”。

年复一年陪伴学生练舞，李桢好像渐

渐“遗失”了自己大学时的梦想，他曾和

这些孩子们一样，也多么希望在舞台上尽

情 绽 放 自 己 、 拥 抱 属 于 自 己 的 鲜 花 和 掌

声。而今，舞台角落——似乎渐渐已成为

李桢无法摆脱的“位置”。

常年累月“打节拍”，李桢还落下了

肩 周 炎 。 面 对 自 己 的 选 择 ， 想 起 当 年 的

“舞蹈家”梦，未来何去何从，一度，他

也有些踟蹰。

直到 2018 年 4 月，东方卫视邀请他和

学生们到上海参加《完美搭档》节目录制。

孩子们瞒着他，悄悄写下一封信。

“在我小时候，我的世界就没有声音，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样
了。直到有一天你出现了⋯⋯我第一次知
道原来我不会说话，听不到声音，但我也可
以跳舞，跳这么漂亮的啦啦操。我们第一次
登台，都紧张得全身发抖，但我们知道你永
远都在那里。你常跟我们说舞台是一个能
感受到自己发光的地方。我们知道你也热
爱舞蹈，但自从遇到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
登上过舞台，只能在舞台的阴影里，当我们
的节拍器⋯⋯是你的坚持，没有让我们放
弃，你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冠军，也是我们
的完美搭档！”

李 桢 泪 流 满 面 ，那 一 刻 ，他 突 然 意 识

到，“舞台角落”有着任何位置都无法比拟

的价值。

仿佛有了更足的动力，在他的潜心带

领下，截至目前，武汉市二聋校艺术团共获

得国家级奖项 11 个、省级奖项 13 个、市级

奖项 35 个。

该校一位退休老教师介绍，李桢是新

生代实践型教师代表，这些年在他的带领

下 ， 孩 子 们 学 习 舞 蹈 拓 宽 了 成 才 之 路 。

艺术团先后有 70 余名学生受益于特长加

分 ， 考 入 理 想 的大学。他们如今活跃在

各个行业，“都在自己的领域继续绽放着

青春”。

2012 级 学 生 张 梦 银 ， 刚 入 艺 术 团 时

胆 怯 不 愿 展 示 自 己 ，“ 李 老 师 给 我 们 讲

‘井底之蛙’的故事，鼓励我们迎难而上

走出去，做最精彩的自己。”从组长成为

艺术团团长，张梦银在李桢的指引下，一

步 步 蜕 变 。 从 郑 州 师 范 学 院 舞 蹈 系 毕 业

后，张梦银也选择扎根特校，如今在湖北

襄阳做一名特教老师。

在特教领域耕耘多年，李桢甘之如饴，

持续积淀。2021 年 9 月，他收到邀请——加

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团队。同时，他

还参与了闭幕式两个舞蹈节目的编排、训

练、手语翻译及现场指挥。

一起参与开幕式工作的，还有两名武

汉市第二聋哑学校的毕业生——郭家聚和

何武康。他们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的主要舞蹈演员。3 个多月紧张的

排练之余，李桢还用“摸喉咙、掰口型、吹气

息”的笨办法，教原本不会说自己名字的郭

家聚清晰讲出了名字。

“李桢早已把对听障学生的关爱融进

了自己的生活，他对学生的付出是毫无保

留的。”大学同窗、同样在教育领域工作的

董振浩注意到，每次见面，李桢都会分享学

生的点点滴滴：学生参加舞蹈比赛、考上心

仪的大学、艺术团里发现了好苗子⋯⋯“他

在谈论学生时，眼睛里总闪着光彩。”

“走近一个孩子，就像凑近一朵花。”12
年的陪伴与坚守，别人眼中难能可贵的坚

持，在李桢眼里云淡风轻。在他看来，所谓

的付出与牺牲，“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时光流转，无声天使的静默微笑，早

已在他心间凝结成一块美丽琥珀。尔后，

他收获的，是与无数无声天使的双向拯救

与奔赴，是一起“找到自己的天籁”。

他们的无声世界从此有了天籁

参演 《许村有喜》 的年轻演员的剧照。 受访者供图

参演《许村有喜》的年轻演员的剧照。 受访者供图

团双鸭山市
委始终遵循“服
务大局、服务青
年”的原则，持续
深化“我为青年
办实事”实践活
动，2022 年已累
计帮扶 415 名困
难家庭学生；推
进志愿服务品牌
建设，组织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环境综合整治、扶老助
残、普法宣传等活动 30 余次；凝聚新
兴青年群体，召开“青年大数据”创
新创业座谈会，搭建各领域青年群体
施展才华的舞台；聚焦乡村振兴青春
建功行动，积极构建“双青电商”品
牌，助推乡村走好振兴发展之路。下
一步，团双鸭山市委将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
作主线，更加紧密深入青年、组织青
年、服务青年。

团湖北省荆门市东宝

区委书记 徐美玲

团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委副书记 张松楠

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出前，李桢在后台与《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