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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肖斌

夏末秋初的一个晚上，
北京王府井的一处草坪，一
群孩子跟着“兔儿爷”，在“银
河”里划着船，目的地是“月
亮”……户外沉浸式儿童剧

《兔儿爷》，以“沉浸式演出+
文创市集”的方式，为大人和
孩子带来观剧新体验。孩子
们可以主动探索剧情，跟随
演员行走，拿起道具翻看，甚
至可以抛出自己的疑问，带
着演员和其他大小观众发展
出“盲盒”般的独特剧情。

《兔儿爷》是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发起的“绽放·启航”
儿童青少年舞台艺术作品孵
化计划（第二季）的剧目之
一。对于中国儿艺和儿童戏
剧行业来说，这是一次“打开
大门”的创举。无论是创作者
还是作品，都带来了更多可
能性——中国儿艺院长冯俐
形容为“开盲盒”。

就像盲盒的吸引力，绝
不仅仅是盒子里装的那个东
西，而是“开”的过程。这些来
自民间的创作者带来的儿童
戏剧，也许并不完美，但当他
们获得机会在“国家队”的舞
台上亮相时，开启的也是充
满了生命力的惊喜。

在之后两周的演出中，
《逃跑的一滴墨》《河蛙与海
鱼》《蓝鲸的眼睛》《你知道盐
的味道吗》等剧陆续上演。我
们总说要“寓教于乐”，这一
点，儿童戏剧可能是最符合标
准的，毕竟，它们面对的是一
群最挑剔的观众——孩子。

一旦台上的演出无法获
得孩子的“欢心”，他们会有
一百种方式来表达最直接的
不满，而丝毫不用顾忌大人观众的所谓“给
个面子”。所以，在中国儿艺的舞台上演出，
演员有压力——怕孩子不喜欢，大人也有
压力——怕自家孩子闹，只有孩子最公正。

恰恰是这种公正，让我作为一个大
人观众，儿童戏剧成为观剧经验中最从
心所欲的那一个类型。不冗长、不说教，
可能逻辑性不那么强，语言也有些简单，
但就是让观众沉浸在一个“人之初”般的
世界中，让人能够相信也乐于相信那些
永恒的真理。

《逃跑的一滴墨》是一个舞蹈剧场，讲
述的是“勇气与自由”，来表达这一主题的
却“不是人”。相传在一张大大的白纸上，居
住着一群“墨族”，他们世代在这张纸上“墨
守成规”地生活了很多年，不踏足白纸外半
步。可是新一代“墨族”成员对纸外面的世
界充满了好奇，一个叫“墨团团”的小女孩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想知道这张白
纸的外面是怎么样的。于是，她找到了好朋
友们，决定一起出逃……

“墨守成规”的古老成语，第一次有了
小演员的现代演绎。整个剧场变成了动感
的大白纸，小演员的身体即兴舞动，滴、甩、
泼、洒着墨……剧场从最初的“白”，逐渐变
成一幅幅画作。原来，戏剧可以这么演；原
来，勇气与自由，可以如此直观而热烈。

在这些儿童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很
多有趣的设定。比如，一只生活在河里的青
蛙遇到一条误闯河流的海鱼，海鱼无法在
淡水中生存，于是河蛙要送它回家……看
到这里，我问身边的一个大人观众：既然
海鱼无法在淡水中生存，那为什么河蛙能
去海鱼家做客呢？听完我的困惑，那位大
人也陷入了沉思。而此时，身旁的小观众
们早已沉浸在水底冒险的快乐中。淡水咸
水？一点儿也不重要。看来，在欣赏儿童戏
剧这方面，大人失去了一些能力，需要接受
孩子的再教育。

从某种程度上，儿童戏剧和孩子成长
一样，过程更加重要。在《你知道盐的味道
吗》中，小美人鱼为了知道盐的味道，与巫
师交易，向鲸鱼问路，在一场瑰丽的旅程
中，“你住在海里，海里本身都是盐啊”——
这个美人鱼爸爸告诉她的“真理”，就如同
我发出的“淡水咸水”之问一样，正确，但答
案让孩子自己去寻找。

中秋将近，孩子们跟着兔儿爷的故事，
想象着月亮与中秋，想象着团圆、幸福与
未来。当儿童戏剧允许开“盲盒”，我们对
孩子的成长也应该赋予更多空间。成长，
本来就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料
故事的走向，但可以参与故事的发展，我
们也相信，孩子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
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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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年少

时学过的一首诗，在某个时刻突然从脑

海里跳出来，深深触动了内心？你是否

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人生的某个阶

段，重新读一首诗，忽然有了更深的感

悟？诗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当下，我

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阅读中国古典诗

词，又该如何培养孩子们对古典诗词的

兴趣？

9 月的开学季，南开大学文学院在

抖音推出《荷畔诗歌节》系列讲座。教师

节当天，诗词研究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授张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

斐，以及被誉为“宝藏语文老师”的“语

文山水”抖音号创作者王杨军，一起畅

谈诗词的精神和风骨，中青报·中青网

在“温暖一平方”直播间访问了几位老

师，探讨如何更好引领儿童青少年走进

“诗词的田园”。

经典诗词值得用一生去品味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值

得人们用一生去品味。”陈斐说。他认为，

随着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的愈加丰富，

人们对经典诗词的理解也会更加丰满。

当有了某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时，已经读

过几千遍的诗，也可能带来全然不同的

感受。“带着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阅历

去解读经典，会让经典诗词的意义更加

丰满。”陈斐说。

在张静看来，诗词中蕴含着创作

者的情志和真情实感，能够让阅读者

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诗词正是因

为能够积蓄、传导和激活这些情感，因

而被誉为“中华文化的芯片”。而当一

个人有了更多阅历，经典在心中唤起

的共鸣就更加强烈，对一首诗的理解

也会不断加深。

学诗的目的不是背诵

王杨军在十余年的教学工作中发现，

当今很多孩子对古诗词并不感兴趣，虽然

在受教育过程中学习和背诵了很多诗

词，但这些诗词很少能够真正走入他们

内心。大多数孩子只是学会了背诵和默

写，以应对考试。“我们要打破这个误区，

读诗词不是为了去背住它。”王杨军说。

“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

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这是荀子在《劝学》中的论述。张静解释

说，如果孩子对于诗词，只满足于听老师

讲解，会背诵和默写，但是内心没有被触

动和涤荡，那么与诗词的距离依然很远。

感受诗词的魅力

在王杨军看来，孩子们之所以不喜

欢诗词，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诗词的

巨大魅力。那么，诗词的魅力在哪里呢？

陈斐认为，诗词之所以能够触动人

心，是因为其抒写的是人生最美好的情

志。阅读诗词，能够提升气质，陶冶心灵，

让生命变得更加丰盈。同时，诗歌能够把

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想法用最精粹

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引发强烈的共鸣。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张静说，“人

们之所以容易被诗感召，是因为诗词具

有一种‘持人情性’的力量，正如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所说的，‘诗

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

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引导孩子走进“诗词的田园”

“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既然诗

词如此美好，那么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

引领儿童青少年更好地感受诗词的魅

力，愿意亲近诗词，走进“诗词的田园”？

王杨军认为，在教学中，要引导孩

子们运用声音、姿态和情境学诗。不要

只是默看，而是要出声地诵读；不要有

口无心地念，而是要声情并茂、手舞足

蹈地吟诵；要把古诗词中的情境还原

到生活中，在桂花飘香的时候，学习桂

花的诗词；在银杏叶落的时候，学习银

杏的诗词。这样，孩子们便不会再有疲

倦之感。

陈斐认为，在孩子学习诗词的过程

中，家长和教师都不能太过心急，如果只

看重孩子是否能够背诵，可能会让孩子视

诗词为负担，破坏孩子对诗词的兴趣，甚

至会扼杀他们学习诗词时应有的审美快

感和情操陶冶。让孩子以从容的心态去

学习诗词，咀嚼、品味诗词内容和表达的

优美，日积月累，孩子的气质自然会得到

提升，语言表达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让孩子学习诗词，最重要的是引导

孩子感知与诗词之间的共鸣。张静认为，

“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会产生涟漪一样，

要让诗词在孩子心里产生涟漪，才算完

成了一次与诗词的互动。”

让每个孩子都能以诗相伴

让诗词在当下得到更好的传播和传

承，是很多诗词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都

在尝试的事情。陈斐认为，在互联网时

代，要利用好多媒体平台，用当代儿童青

少年感兴趣的方式来传播诗词。要鼓励

孩子们去创作，为他们开辟创作和表达

的渠道，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

“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这是杜

甫对自己后代的教诲。

“我们要把宝贵的时间用来读诗，

不要让外在的物质环境干扰内心成长加

持的力量。”张静说。她认为，培养孩

子的“诗心”最为重要。正如杨万里所

写的“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

诗”。“让孩子成为诗人不

是施教的终极目标。我们

希望的是每个孩子都能以

诗 相 伴 ， 开 启 诗 意 人

生。”张静说。

培养“诗心”，开启孩子的诗意人生

“诗教润乡土”示范单位河北廊坊七修知行馆的儿童诗教课。 受访者供图

中国华电江苏
句容分公司团委围
绕中心、服务大
局，实施“铸魂、
育人、建功、治
团”四大工程，深
入开展青年精神素
养提升的“铸魂”
工程，坚定青年听
党话、跟党走的政
治信念；实施“强

基、固本、塑优”金字塔型的“育
人”工程，塑造高素质青年人才队
伍；推进“号手岗队”创建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的“建功”工程，在能源
保供中挑大梁、当主力；推进全面从
严管团“治团”工程，提升团组织引
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新征程上，
我们将引导青年胸怀“国之大者”，
聚焦国家能源安全、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动
能源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兔儿爷》剧照。 中国儿艺供图

中国华电江苏句容

分 公 司 团 委 书 记

汪明灿

盘州市公安局
团委在局党委的领
导下，做到“党有
号 召 ， 团 有 行
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认真履
行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联
系服务青年的职责
使命，找准青年工

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活动安保、
法治宣教、打击违法犯罪、志愿服
务中汇聚青春力量。在当前和今后
的工作中，盘州市公安局团委将团
结青年民警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坚定理想信念，忠实践行对党
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总要求，认真履行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扎根基层一
线，服务人民群众，守护一方平
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

贵州省盘州市公安局

团委书记 屠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看到了！看到了！我终于能看清这

个世界，看清楚给我们做手术的中国医

生，非常感谢大家！”

赴外医疗援助的每个清晨，当医护人

员给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揭开纱布时，都

会听到这样感谢的话语。

“那一刻，就像高考考了一个非常棒

的成绩一样开心。”广西援老挝消除白内

障致盲项目第 1批医疗队队长、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徐帆说，患者

的一个笑容、一声“guo sai （谢谢） ”是

他们在执行援外工作时最大的动力。失

明 7年的老阿婆，术后终于看见 5岁孙子

的激动模样；失明 12 年的高龄老人，术

后高兴地为老伴引路回家的动人瞬间……

一一留在了这些医护人员的心里。

9 月 9 日，随着广西援柬埔寨消除白

内障项目医疗队完成项目阶段任务顺利回

国，广西卫生健康委已累计向柬埔寨、老

挝派出 19批 132人次的眼科专家队伍，为

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达 1万
多例。

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是广西推动实施

“一带一路”医疗服务走出去的合作项

目，整合了广西全区优质眼科资源、整建

制短期持续轮流派出专家队伍、以一定时

期内消除特定行政区域内白内障致盲现象

为目标，接受手术的患者年龄最大的 108
岁，最小的才 8岁。

让失明几十年的耄耋夫
妇重新看见彼此

2022年 9月 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医院共派出 10 名医疗队员，由徐帆担

任队长，从南宁出发前往老挝，开展为期

49天的援老挝消除白内障致盲任务。

老挝地处热带地区，日照强烈，白

内障等眼科疾病高发。因眼科医生相对

缺乏，这里的眼疾患者大多得不到及时

治疗。

进行眼科检查和手术时医患之间需要

很多精细的沟通和配合，援外医疗队队员

首先要克服语言交流上的障碍。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最常用

的 10 句话，让当地志愿者帮忙翻译出

来，用数字标注好挂在墙上。”徐帆说，

跟患者沟通时，中国医生说“1”就是指

不要动眼睛，当地的护士很快明白后就

会指导患者去做。基金会还买了一些能

够录音和发声的设备，把一些常用的语

言用当地话录进去，一按设备就会发出

指令，告诉患者请看灯光或是配合做检

查动作。

流动的医疗车开进万象的老挝人民军

103总医院后，经过宣传，每天慕名而来

的患者从最初一天二三十人，逐渐增长到

一天六七十人。最让徐帆难忘的是，一

天，有一对 90 多岁的夫妇在家人的陪伴

下前来就诊，他们已失明好几十年了。尽

管两位老人很恩爱，但他们已很久没见过

对方了。

由于年纪太大腿脚不便，加上眼睛看

不见，老人做手术时，都是医护人员把他

们抱上手术车和手术床。医生顺利地给他

们做完手术，第二天住在同一个病房的两

位老人拆开纱布，看到彼此时，手紧紧地

握在一起，眼睛里也满是泪水。

看到这一幕，做过很多台眼科手术的

徐帆依旧深受触动。“我们的眼睛它不仅

是一个用来看东西的器官，也是能表达感

情的重要部位。”他说，帮助患者重见光

明，除了能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还

能找回自己的尊严，甚至还能找回自己的

爱情，让人感动而欣喜。

一台手术让他们有了更
多的人生选择

由于手术车上放不了麻醉机等设备，

援外医疗队只能帮助患者在局麻的情况下

做手术。一天，一个 8岁的白内障患儿在

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中国援外医疗队驻地，

却让医生犯了难。

“在国内，十二三岁以上的青少年敢

局麻做白内障手术的都不多，做局麻手术

一般要 20岁以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医院眼科副主任钟海彬说，手术时，病人

是能看见刀在动的，如果局麻的情况下

做手术，孩子可能会害怕，稍微移动一

下，精细的眼部组织可能就会被手术刀

损伤，一般情况下，医生也不愿意承担这

样的风险。

“孩子一定会配合你们的，如果做不

了手术的话，他就上不了学，只能送去寺

庙了。”男孩儿的母亲向医护人员求助道。

经过沟通，援外医疗队队员了解

到，在老挝，如果这个孩子看不见，就

没办法上学，只能选择去寺庙里生活，

如果能帮他复明，他的人生可以有更多

的选择。

“这个孩子虽然只有 8 岁，但表现出

异于同龄人的成熟和冷静。”钟海彬说，

经过详细的评估后，他和同事决定给这个

孩子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他更加细心谨

慎，担心孩子害怕或是移动带来意外，这

台手术比平时要做得更快更稳。

第二天，拆下纱布那一瞬间，男孩儿

的妈妈马上激动地问他看见没有，孩子高

兴地一直点头。看到这一幕，医护人员也露

出了笑容。术后第一天，男孩视力恢复到

0.2，可以看见黑板上的字，圆了他的上

学梦。

在老挝和柬埔寨，当地一名餐厅服务

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七八百

元，普通民众的经济收入很难承担手术的

费用，因此得知中国援外医疗队到来，很

多患者都克服困难，坚持手术。

今年 7月，第三批援柬埔寨消除白内

障致盲项目广西医疗队来到柬埔寨波罗勉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副护士

长陈小芬对一个 60 岁左右的女病人印象

深刻，她患有白内障合并青光眼，上手术

车后，因为过于紧张，没法配合手术。

下了手术车后，医疗队员告知她，如

果无法耐受局麻手术的话，最好还是去当

地的医院做全麻手术。“目前来说，我没

有这个能力去医院做手术。如果你们不帮

我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连看见的机会都

没有了。”她紧握着护士的手，恳切地说

希望他们能够给她这次机会。

经过几次尝试，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

来，当天成功地给她做完了手术，术后视

力恢复到 0.5。

“小而美”的项目促进民心相通

陈小芬的手机相册保存了这样一张照

片，那是柬埔寨的一家 4口和中国医护人

员的合影。

合影中的老人家叫滴恒，83 岁。老

人做术前筛查时，陈小芬问她女儿，为什

么临近项目结束了才过来？翻译后陈小芬

得知，去年广西医疗队来波罗勉省时，她

的大女婿做了手术，效果很好。女儿希望

母亲晚年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便送她来

试试。

第一次做手术的老人有些害怕和无

助，心率一下子飙升到每分钟 210次。在

大家的紧密配合下，十几分钟就做完了这

个手术。

“妈妈做完手术就像重生一样。”老人

的女儿说。今年 5月，援外医疗队帮老人

和她的大女儿、二女儿及二女婿 4人成功

进行了白内障手术，让这一家人都不用再

摸索着走路了。

“我们感到十分幸运，来自中国的医

疗队提供了治疗眼睛的好项目和好技术，

医生和护士们都很认真负责。”项目实施

期间，老挝一个名为Milavanh的患者，手

术后右眼视力提高至 1.0，左眼视力提高

至 0.8，她与另外一名患者给医疗队专门

送来一封感谢信。

2022 年“十一”国庆节当天，医疗

队来到老挝人民军 103 医院眼科病房查

房，当患者们得知当天是中国人民特殊的

日子时，纷纷要求和队员们合影留念，共

同分享节日的喜悦。

在陈小芬看来，援外经历给她最大的

改变是，尽可能以自己的微弱之力帮助当

地的医护人员提高白内障诊疗和护理水

平，让更多的白内障患者早日脱盲，同时

与当地的志愿者分享中国的文化及发展，

使她的工作生活阅历更加多姿多彩。

“提到‘一带一路’，人们往往会联想

到铁路、基建等一些大的工程，我们的这

个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是‘小而美’的

项目。”徐帆说，它是可以跟“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百姓直接接触的一个项

目，通过手术帮他们恢复视力，让当地

的百姓切实地感受到来自我们中国医生

的援助，不仅解决患者个

人的问题，也帮助他的家

庭减轻负担，促进我们与

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的民心相通。

中国来的医生，给我们光明

自2018年 5月，广西实施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以来，轮流派出专家队伍赴柬埔寨和老挝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达1万多

例，并为当地培养带教眼科医护人员，受到柬埔寨、老挝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