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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京剧稍有了解，便会知道京剧

尚派的传承之难：唱念做打舞，缺一不可；

文武并重，对演员的要求极高。而在北京

京剧院青年团，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周

美慧进团后担起了“尚派传承”的重任。

当中国传媒大学的埃及留学生刘正曦

走进北京京剧院，穿上戏服，第一次沉浸

式感受尚派艺术，他的收获如何？周美慧

和这位“国际友人”搭档，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在 《非遗环游记》 首期节目中，两

位 90 后年轻人来了一场“跨文化的京剧

碰撞”。

京剧尚派有何特点

在北京京剧院的大厅里，摆放着京剧

艺术史上的“四大名旦”和“五大头牌”的半

身塑像。周美慧向刘正曦逐一介绍梅兰芳、

尚小云、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等前辈京剧大

师，这些都是北京京剧院的奠基人，留下了

极其宝贵的艺术乃至精神财富。“尚小云先

生是一位特别侠义的人，在戏中也经常扮

演女侠、女英雄，刚柔并济，展现角色的阴

柔之美。”在京剧尚派创始人尚小云先生的

铜像前，周美慧认真地介绍。

《汉 明 妃》是 京 剧 尚 派 的 代 表 剧 目 之

一，又名《王昭君》《青冢记》。刘正曦在观看

演出录像时一眼就认出了扮演王昭君的周

美慧，“虽然化了妆，但是眼神中流露出来

的感觉和周老师一样。”“学戏的时候，老师

告诉我们眼神一定要抓住观众，眼睛里要

有戏。”周美慧介绍。

周美慧和刘正曦一边看演出录像，一

边解释着戏中的人物关系和艺术特点，“这

个 人 是 马 夫 ，鼻 子 上 化 白 色 的 妆 ，属 于 丑

角，代表他是番邦的人。”“这个是翎子功，

是需要反复练的，不然翎子容易折。”

刘正曦此前曾了解过梅派，探寻尚派

的不同之处是他此次拜访周美慧的目的之

一。“梅派多是唱腔温婉，给人以美的感受，

比如虞姬、杨玉环等角色。尚派则讲究文武

并重，嗓音高亢嘹亮，融入了不少杨小楼先

生武戏的身段特点。”周美慧介绍。

由于尚派难度之高，尚派的传人一直

比较少，尚小云先生留下的影像资料也很

少。2016 年，23 岁的周美慧头一次将《汉明

妃》搬上舞台，当时整理《汉明妃》时只有一

小段电影中的录像资料，想完整演出整部

戏，必须搜集大量资料、再沟通编排，向多

位老师学习。

新一代京剧人“花式”练功

在北京京剧院的练功房里，经常会见

到周美慧练功的身影。“头一件事就是跑圆

场，没有跑圆场在台上寸步难行”，在这项

“不出功”的事情上，周美慧从未偷懒，“平

均两个月就磨坏一双鞋”。

“脚跟、脚掌、脚尖，上身不能动，膝盖

微弯⋯⋯”对待刘正曦这位国际友人，周美

慧并没有放低标准，依旧严格要求。即使刘

正曦平时是健身房的“常驻选手”，他也觉

得京剧演员练功是件“很耗体能”的事情。

台 上 一 分 钟 ，台 下 十 年 功 。周 美 慧 介

绍，因为京剧是一种舞台艺术，现场演出时

没有丝毫遮掩,所以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

极高，“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

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的俗语也是说明

这一点。“《战金山》里打鼓的动作，舞台演

出只需要呈现几分钟，演出前我每天都要

练上几个小时。”

作为年轻一代的京剧人，周美慧的练

功 不 只 在 剧 院 的 练 功 房、排 练 厅 。在 健 身

房、普拉提馆，她也会有意识地训练体能，

增加核心力量、平衡性的练习，“主要是戏

里面需要”。

尚派扛鼎之作《乾坤福寿镜》中表现主人

公胡氏失子惊疯，演员需要完成“三起三落”的

动作，配合水袖的翻转和气韵贯通的唱腔。接

下来则要完成转身、下腰、卧鱼、屁股坐子等一

系列身段动作，来表现人物内在情感。

“过去老先生练功，身体会受很多伤。

现在我更重视科学练功，保护好自己的身

体，让艺术更长时间地呈现在舞台上。”周

美慧向刘正曦介绍，“屁股坐子这个动作老

先生说要靠腰里劲儿，其实也就是现在常

说的核心力量。”

“这是我头一回和外国友
人‘打把子’”

“我们在《战金山》这场戏里截取一点

‘小快枪’的部分。”为了让刘正曦沉浸式体

验京剧艺术的魅力，二人决定扮上戏，拿上

“枪杆”，在舞台上比试一番。

刚听到“要用枪开打”，刘正曦以为是

用“手枪”。周美慧解释，京剧舞台上的枪在

武打上是很重要的器械道具。刘正曦在这

场戏中扮演武生，不仅需要拿枪，还要戴盔

头、扎靠。

舞台体验过后，周美慧对头一回和外

国友人“打把子 ”很满意，“在短短的时间

里，扮上戏、勒头、扎靠对他来说都是一次

不小的考验，总体来说他的动作完成度比

较高。”“虽然我感觉自己的动作很笨拙，但

是周老师始终耐心地纠正我的动作，帮助

我完成了这次体验。”刘正曦说。

刘正曦和周美慧两人合作的这场戏选

自尚派名剧《梁红玉》。尚小云先生将《玉玲

珑》《战金山》两剧加以整理改编，讲述了梁

红玉本为北宋将门之后，父亲阵亡，与母亲

相依为命，立誓从军，报国仇家恨的故事。

“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尚派戏真的特别

好看，有文有武，既能听到唱段，又能看到

优美的身段和舞蹈，观赏性特别强。”在周

美慧的戏迷里，有不少是十几岁的孩子。周

美慧表示将尽全力继续传承好、诠释好尚

派艺术，多多跟尚派前辈名家交流请教，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近距离感

受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当埃及留学生遇见京剧尚派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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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为青年提供充足的资金、培训

和职业发展支持，使青年更多地参与到可

持续发展活动中。”近日，在埃及沙姆沙

伊赫举行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 （COP27） 上 ， 一 群 中 国 青 年 亮 相 国

际舞台，在会场发出中国青年的声音。

COP27 设 置 了 儿 童 和 青 年 角 ， 为 年

轻人搭起了对话和发声的专属舞台。

在儿童和青年角，清华大学水利系博

士生谢宗旭向帝国理工大学格兰瑟姆气候

变 化 与 环 境 研 究 所 政 策 与 翻 译 主 任 艾 莉

莎·吉尔伯特介绍自己的家乡贵州在生态

环境治理上的进展，以及贵州青年是如何

参与气候变化行动的。

艾 莉 莎 · 吉 尔 伯 特 鼓 励 他 们 ， 把 在

COP27 期间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带回

学校，不断深化对于气候变化的思考，希

望他们在气候变化行动中都能够明晰自己

的人生发展方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继续前进。

谢宗旭是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组织

青年团的一员，成员来自多个国家，有着

经济、能源动力、政治、公共管理等多重

学科背景，作为深度关注气候变化的全球

青年大使，共同来到 COP27 举办地埃及

沙姆沙伊赫，向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

应对气候变化为什么需要青年参与？

清华大学博士生、COP27 青年团联席团

长张尚辰在与不同国家的青年大使交流时

感受到，各国青年因信任联合在一起。

“只有合作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只有

相互信任才能达成共识与合作。这是年轻

一代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贡献的最重要的

精神。”张尚辰说。

COP27 举 办 期 间 ， 这 些 青 年 不 断 约

见各国各地区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负

责人，分享中国年轻人有关应对气候变化

的主张。

在清华大学 硕 士 生 左 佳 鹭 看 来 ， 目

前 ， 年 轻 人 在 气 候 变 化 谈 判 和 治 理 领 域

还 没 有 足 够 的 代 表 性 ， 需 要 更 多 地 参

与、倾听。

“ 我 恳 请 能 为 青 年 提 供 充 足 的 资 金、

培训和职业发展支持。我还希望能为青年

提 供 更 多 与 高 级 领 导 人 和 专 家 对 话 的 机

会。”在 COP27“青年声音：气候协同，全球

青年向世界领袖发声”新闻发布会上，清华

大学学生零碳未来协会会长谢璨阳说。

COP27 期间“信息爆炸”，多场活动

常常同时举办，谢璨阳最关注的是气候谈

判。气候大会在埃及举办，“无论从环境

还是社会角度出发，非洲都是最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影响的大陆之一。在这个关键时

刻，能深入参与和见证在非洲大陆上发生

的这场关于重塑我们共同未来的历史性讨

论是十分幸运的。”

此次大会中，最受关注的“损失损害

资金”首次被纳入谈判议题。发展中国家

成 员 呼 吁 ， 推 动 发 达 国 家 兑 现 “1000 亿

美元”承诺，为遭受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

损害的国家提供资金。

这群年轻人想要知道，怎样才能让缔

约方遵守承诺。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中

心主任安东尼·莱斯维茨表示，这是当前

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所有国家都可

能因为政治因素而退出气候承诺，没有可

行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通过气

候传播提升公众的气候认知，对不作为的

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 真 正 的 气 候 行 动 存 在 于 我 们 与 朋

友、家人和社区的对话中。”在安东尼·

莱 斯 维 茨 看 来 ， 青 年 不 仅 是 地 球 的 继 承

者，也是最大的消费群体，青年有能力构

建气候友好的政治和消费文化，也有能力

传达自身的意见，并影响身边的人，以加

快全球的碳中和进程。

环 保 组 织 绿 色 浙 江 的 青 年 志 愿 者 黄

河 ， 也 来 到 埃 及 沙 姆 沙 伊 赫 参 加

COP27。他从 10 岁起，每年都跟着“绿

色浙江”环保组织参加“未来使者”可持

续发展科考活动。如今，他将 COP27 一

线 的 谈 判 进 展 和 国 际 环 保 实 践 ， 以 短 视

频 的 形 式 传 递 到 国 内 平 台 ， 让 公 众 了 解

应对气候变化，他们能够做什么。

在中国角首场边会“绿色生活，共建

共享——倡导公众参与绿色行动”上，中

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强调，气候议题与

青年息息相关，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青年

助力全球发展的重要领域，希望年轻人用

行动去影响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这项事

业中，以青年特有的创新和团结的精神推

动这场绿色革命取得成功。

“ 倡 议 为 青 年 搭 建 更 多 对 话 合 作 平

台，使青年更多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活动当

中，与全球青年伙伴一起分享创新智慧、

传递青春能量、共话绿色未来。”在“青

年应对气候变化”主题边会上，谢宗旭与

法国、印度、利比里亚的青年代表分别用

汉语、法语、印地语、

英语共同向全球青年发

出全球青年应对气候变

化倡议，号召各国青年

一同努力，为共建清洁

美丽低碳的地球家园贡

献青年力量。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中国青年在现场发声

上图：11 月 10 日，清华大学学生零碳未来协会会长谢璨阳（中）在介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1+N”

政策体系。 受访者供图

下左：11 月 9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等与 COP27 青年团合影。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供图

下右：11 月 14 日，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士生谢宗旭（右一）等青年与帝国理工大学格兰瑟姆气候变化

与环境研究所政策与翻译主任艾莉莎·吉尔伯特交流。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供图

实习生 张蕴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 征

“在皑皑白雪之上，狂歌大哭也好，

纵情表白也罢，山都会包容的。”

2022 年 7 月 24 日，北京大学山鹰社

2022 克 孜 色 勒 登 山 队 A 组 成 功 登 顶 海

拔 6525 米的克孜色勒峰。B 组、C 组也分

别 于 25 日 和 27 日 接 续 登 顶 ，全 队 共 计

20 人成功登顶，创造了山鹰社攀登历史

上单支队伍登顶人数之最。

从喜欢冒险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小

队，到汇聚和培育了上千名户外运动爱

好者的北京大学学生登山协会；从爬 32
层的王克桢楼到攀一体岩壁，从喜马拉

雅到克孜色勒，北大山鹰社向雪山进发

的脚步从未停歇。近日，克孜色勒登山队

的小伙伴们在中国青年报社“温暖一平

方”直播间接受了采访。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2020级本科生付

劲宇是今年登山队的队长，早在去年10月，

他和其他老队员就开始筹划山峰选址。经

过多次讨论比较，他们最终选定了新疆的

克孜色勒峰。北大登山队曾经在 1999年和

2013年两次攀登这座位于东帕米尔高原的

雪山，并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攀登资料，能够

帮助登山队对山体情况有更好的把握。

攀登选址确定后，队伍的组建就成

为核心工作。除了去年留下的老队员作

为骨干力量，登山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

新一年入社。在整个学年里，山鹰社会持

续开展常规的体能训练、技术教学训练

和户外实践，通过以老带新、教练辅助的

方式对新社员进行攀登的系统培训。社

员们均需在掌握足够的攀登技术，获得

社团认可的上方保护资格，并且在社团

中达到足够的训练强度标准之后，才能

参与选拔成为登山队的正式成员。

此 番 ，登 山 队 依 然 秉 承山鹰社自主

攀登的登山传统。自主攀登指在不影响安

全的前提下，队员不依赖教练的经验、技

术、体力，仅靠自身能力完成全部攀登活

动。在本次登山活动中，从路线方案、分工

内容到日程安排，队员们主导了整个攀登

的战术制订和调整。在攀登方面，最直观的

体现是在技术能力范围内，雪山上的所有

路绳都是由山鹰社队员架设的，教练只辅

助监督，后勤队长王崴自豪地说：“克孜色

勒峰上所有的路都是队员们自己修的！”

付劲宇清楚地记得，登山队在攀登

过程中曾遇到一条比较宽的河流，连续

晴天使得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队员们无

法直接蹚水过河。由于没有提前做好应

急方案，而购买的绳子又因质量问题难

以承载足够的重量，队员们只能靠往河

里扔石头来搭桥，最后他们发现了两块

比较大的石头，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索

道，才顺利通过。因为水源紧缺，登山队

只得严格控制用水，甚至能用纸擦的碗

绝不用水洗，最多用泥浆水稍微涮一下，

冲顶阶段依旧水源短缺，最后只好联系

外部资源运送。“这些都是今年的教训，

在关键问题上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要做

好充分的应急准备。”付劲宇说。

攀登过程中的后勤保障，基本都由

登山队员自主承担。队员们在团队中还

担任装备员、队医、联络员、摄像师等，共

同保障攀登活动的整体运行。北京大学

哲学系 2020 级本科生谭梓炜是克孜色勒

登山队的“总装备”。去年第一次登山时，

由于在执行运输任务时膝盖旧伤复发，

不得不较早下撤，留下一大遗憾，而这也

让她早早决定今年继续登山。这一次，谭

梓 炜 承 担 起 了 统 筹 队 伍 登 山 装 备 的 工

作。装备的齐全关系着登山的安全性，为

一支 20多人的登山队准备装备并不是一

项小工程。登山装备、营地装备、个人装

备⋯⋯谭梓炜带领组员们把超 300 公斤

的装备完整地带上雪山，又带回学校。

还是新队员时，谭梓炜都是跟在队伍

后面走。再次登山，她对自己的体能耐力

和能力水平逐渐有了更深的了解。作为老队

员，她时常冲在队伍前面，承担起给大家“修

路”的任务。此外，帮体力不济的新队员背一

些物资、给他们讲解攀登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让组员们更多参与到方案筹划设计中，

也都是她会自觉肩负的工作。“传承是山鹰社

非常重要的延续方式。我希望能够让新成员

参与到更多核心工作中来，从而有更多的自

主性和获得感，获得更好的登山体验。”她说。

2022 年是付劲宇第三年参加山鹰社年

度登山活动，而克孜色勒也是他在山鹰社攀

登的第七座山峰。从登山队的新成员到 2021
年担任“总装备”，再到今年成为队长，付劲宇

的心态也在不断改变，“一开始登山主要是因

为对登顶的渴望，追求自己在攀登方面的成

就感。但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老队员、队长的一

种责任感，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成长。”

长期的朝夕相处也让队员们产生了深

厚的友谊。“登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条绳

上的蚂蚱。”谭梓炜笑称。登山过程中，为了

保 障 安 全 ，队 员 们 会 在 危 险 路 段 凿 冰“ 修

路”，然后将固定在雪地里的绳索穿到自己

身上，再联结到下一位队友身上，“这个时

候你就会有一种责任感，对你的队伍、队友

的责任感，而不再仅仅关注自己。”

成 立 于 1989 年 的 北 京 大 学 山 鹰 社 如

今更多的是为大批北大学子提供一个接触

户外的平台，帮助学生走向独立自主的户外

运动，锻炼学生们独立解决困难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户外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契机，

一个聚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而奋斗的契机。”付劲宇如此总结

登山的意义，“我们的追求不只是登山本身”。

北大山鹰社：皑皑峰雪见证他们不停歇的脚步

北京大学山鹰社 2022 克孜色勒登山队 A 组到达峰顶。 北大山鹰社 2022 克孜色勒登山队供图

南昌工程学院团
委 始 终 坚 定 为 党 育
人、为国育才，不断创
新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方式方法，通过青春
宣讲会、原创歌曲《青
春向党》、沉浸式联合
主题团日等方式引导
青年学生在知学、好

学、乐学中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我校共青团将围绕共青团“三力一度”
发挥作用，做好青年的知心人、热心
人、引路人，埋头苦干、奋勇前进，用新
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高职院校共青团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要充分发挥引领作
用，结合自身实际，
发挥地域优势，打造
品牌文化。我校共青
团工作以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生态文明、
铸 造 工 匠 精 神 为 主
线，立足赣南革命老
区红色文化特色，发

挥职业院校行业特色，将生态文明教
育有机融入实践育人体系，构建了独
具学校特色的“红色铸魂、绿色滋
养、蓝色浸润”红绿蓝三色文化育人
体系。我们将牢牢把握青年学生成长
规律，探索新方法，全方位助推学校
共青团工作迈上新台阶。

南 昌 工 程 学 院 团

委书记 朱锐

江 西 环 境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团 委

委 员 、组 织 部 长

陆朝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