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召开五周年，首部

思政课教师题材电影《我要当老

师》3月17日在相辉堂北堂点映，

400余名师生参加本场文化校历

活动。该片反映了新时代青年

选择成为思政课教师的心路历

程，艺术再现了一代代思政课教

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和赤诚情怀。

该片不仅讲述了引人入胜

的精彩故事，在结尾还有 400 多

位优秀思政课教师集体出镜。

观影同学纷纷表示，在这份特殊

的“彩蛋”中不仅看到了自己过

去的思政课老师和现在复旦马

院的老师，更看到了自己未来努

力的方向。

“我即将奔赴祖国西部成为

一名支教老师，希望在未来的教

学与工作中，我也能像高老师、

孙老师一样，点亮自己，照亮他

人。”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第

26 批研支团成员夏可怡深受触

动，希望能用爱与真诚为西部学

校的孩子们带去更多可能性。

“在观影中寻找教师育人使

命的答案，不仅让我深切思考未

来如何当好一名教师或思政工

作者，更让我想起自己成长路上

的老师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研

究生杨宁表示，电影传达的“亲

其师，方能信其道”等教育理念

启发他思考如何讲好一堂思政

课，要帮助学生解答人生的困

惑，找到真正的人生价值。

思政课教师作为连接思想

政治理论与青年大学生的纽带，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

进、入脑入心？如何关照青年的

所思所想、所感所惑？马克思主

义学院毕业生马格看着影片的

主角孙恒在担任青年思政课教

师和兼职辅导员时遇到的种种

困扰，引发了她进一步的思考。

活动由校党委宣传部、马克

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

文/胡鹏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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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跨越时空呈现大山深处的行走故事

全长3.1公里的“百年复兴时

光线”家园讲解自3月2日至6月2

日，继续向全校党团组织、班级开

放团体预约通道。

这条红色“时光线”起始于上

海国际时尚中心，经定海路桥到

复兴岛，沿着岛内笔直幽静的共

青路进入复兴岛公园。讲解每周

六、日 9:00-11:00，14:00-16:00，

每天提供2个场次的讲解。为了

保证预约活动顺利进行，请提前

7-10天完成预约。 来源：学工部

““百年复兴时光线百年复兴时光线””继续预约继续预约

博医团的颜老师翻开父亲

的日记，在舞台一角站定。面光

给得弱些，顶光拢住头顶，显得

他眉目极深，看不真切。

“1968年秋，”他摩挲着褪色

的钢笔字迹，影子似地喃喃道，

“我们指点江山小分队刚到贵州

剑河半年......”

“1968年秋，”舞台深处亮起

一束光，颜队长的身形如语气般

坚定硬朗，“我们指点江山小分

队刚到贵州剑河半年......”

二人的身影遥遥重合，似远

似近。小分队与博医团，正如此

跨越时空，于山河深阔间相互致

意。

2022年，在博医团成立28年

之际，上医原创话剧《行走在大

山深处的白衣天使》（以下简称

《行走》）于11月在校内公演。向

岁月投石，此刻有了回声。

编导随队，深入一线
捕获灵感

“温暖”、“扎实”、“连贯顺

畅”是观众们对此次呈现的高频

评价，也是主创们为新剧本定下

的两条主线：成长与传承。

贯穿全剧的成长线由一条

增为两条：一是“颜老师”从一位

热情洋溢的青年成长为可靠持

重的中年医生，二是“小梁”从一

名受博医团救助的少年成长为

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医生。

传承则体现在一代代博医

团成员对上医精神“为人群服

务”的延续与拓展：第一场（2004

年）强调积极作为给患者以希

望，第二场（2014年）着重医病先

医心的人文关怀，第三场（2023

年）突出医疗事业中团队合作和

多方联动的重要性。

“时代感”是主创团队抓住的

关键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

签。但打动人心的总是真情。话

剧选材时建立了一套标准：首先

是医学代表性，既要有常见病也

要有罕见病，在不脱离现实的基

础上尽可能配齐科室，还要突出

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学科，比

如康复医学的情节放在二十年前

的时空不太合适，放到现在就很

好；接着是情节发展潜力，要看这

个故事能不能引发创作灵感；最

后是原型能否打动人，好的原型

改编起来事半功倍。

现实是创作的沃土，“我想

要更新鲜的素材”。2022 年，编

剧许静波跟随博医团前往贵州

剑河——上医“指点江山小分

队”奉献青春之地，得到了序幕

中苗家女贵梅经小分队医治重

获新生的故事灵感。2023年，许

静波和博医团再次奔赴宁夏西

吉和青海玉树，接着，笔下便多

了黄沙中的诚挚少年小梁、藏区

“意难平”的洛桑和扎西。

去年夏天，导演纪欣怡也跟

着博医团走过了山川草泽，“看

到了医生工作时的真实处境，感

受到他们作为一个个立体的人

所具备的品格与风采。”她仔细

收藏着随团的见闻，将其化作舞

台的养料，在排练指导演员时几

乎能做到“演啥像啥”。

生活为戏剧提供了无限的

可能性，戏剧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行走》如此诠释。

演绎共创，台前幕后
其利断金

此次虽是复排，但排练日程

依旧紧张：八月末选角，九月末建

组，十月密集排练二十天，就拉进

剧场合成首演。面对与上轮相比

大改近三分之二的剧本，新攒起

来的剧组顶住了演职人员短缺、

排练时间不足、舞美道具复杂等

一系列困难，靠着一股子韧劲齐

心协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除了四五位主演和特型演

员，其余演员都身兼多角。本轮

新进组的徐訚訚在剧中饰演文

心、岳婕、杨医生三个角色，三者

跨越三个时空，年龄不同、籍贯不

同、心态不同，“排练之前先围读

剧本，除了掌握每个角色的基本

身份信息，还需要揣摩我所饰演

的三个角色在某时某地面对某事

的心理。”剖析角色提供心理支

撑，逻辑重音划分对白节奏，指导

形体区分角色性格，在导演手把

手的教导下，徐訚訚的表演日益

精进，变得更从容自然。

一轮的很多老演员继续在

舞台上发光发热，“池妻”扮演者

林浩原就是其中之一，“我感觉

大家都‘进化’了”。与角色相伴

愈久，便与他们的心灵走得愈

近，与角色之间的心照不宣，正

是调整状态和入戏的秘诀。

文泽轩作为贯穿全剧的线

索人物之一“颜老师”的扮演者，

需要演绎出同一个人在不同时

空中的形象变化。文泽轩在每

一场对手戏中试图抓住导演所

说的“感觉”，一遍遍经历“颜老

师”的人生，用有声和无声的语

言描摹着他的生命曲线。

演员们的空闲时间零零散

散，为了提高排练效率，导演每

天都会依据排练进度和演员可

出席状况安排排练间，精确到每

一桥段、每一演员、每一小时。

联排时，观摩老师曾提出一

人饰多角是否会造成观众出戏的

疑虑，剧组则用默契配合圆满回

答了这一问题。以徐訚訚为例，

角色切换的间隔往往不到5分钟，

在两三百秒内，她要下场、换装、

改发型、取道具，最终赶在下一个

节点灯光亮起时冲上台，换个语

调甚至方言继续她的表演，在与

服装、道具组伙伴及化妆师配合

两三次后终于成功抢妆。

“我非常喜欢能像哆啦 A 梦

一样，能为演员拿出道具的感

觉；也很喜欢在灯亮起时，看见

自己摆上去的桌子正好在那个

位置的感觉。当你因为特别投

入一件事情而去热爱它时，那这

件事情第一次结束了，就是你最

想参与它第二次的时候。”李钒

菲在上轮演出中参加道具组，这

次成为制作组的一员，主要负责

剧组物资的采购、调度和管理，

此外，作为舞监，她在剧目进场

合成的两三天里没睡过一个整

觉，不眠不休地对光、贴地标、指

挥道具搬运、清点服装类目。她

承认工作的疲劳，却更认同为了

热爱而全力以赴的可贵。

常演常新，雕镂人心
镌刻山河

《行 走》是 能 常 演 常 新 的

——以流动的故事为引，在博医

团年复一年薪火相传的实干中，

流露出上医与各地方双向奔赴

的脉脉温情，春风化雨般地传达

出医者“为人群服务”的济世情

怀。

“为爱发电”的学生剧组格

外珍视与伙伴们一起吃苦的幸

福。从主创团队，到一名群演、

一位幕后，对剧组想说的话最多

的是“喜欢大家”和“感谢大家”，

一群医学生怀着对戏剧的热爱

和对前辈的敬仰，凝成一个剔透

晶莹的集体。他们一同在排练

时欢笑哭泣，一同为剧目完善建

言献策，一同搬道具，一同选服

装，一同在剧场里不舍昼夜，一

同在舞台上神采飞扬，一同谢

幕，一同告别。怀着纯粹的心地

去做一件事情，是一次精神滋养

和补给，这里是李钒菲的“社交

净土”，是林浩原的“快乐源泉”，

也是“大家永远的家”。

白衣璀璨，青山有情。博医

团步履不停，《行走》未完待续。

文/李蔚怡成小雨 张毓悦

“体育星球”暨体育与环

境主题展览开幕式 3 月 12 日举

行。本次展览由法国尼斯国家

体育博物馆、中国法语联盟主

办 ，旨 在 庆 祝 中 法 建 交 60 周

年，推广环保体育理念，倡导绿

色运动，助力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副校长陈志

敏 、法 国 驻 上 海 总 领 事 Joan

Valadou 等嘉宾致辞。

开幕式后，上海外国语大

学教授 Philippe Cinquini 受邀作

“美术与体育”主题讲座。该讲

座是法文系“体育与人文”系列

讲座的首场。

“体育星球”展览在外文

楼 2 楼，展期自 3 月 12 日至 3 月

底。 文/滕 瑶

““体育星球体育星球””主题展开幕主题展开幕

由医学宣传部/教工部、

上海歌剧院联合主办，基础

医学院承办的文化校历活动

《弓弦间的浪漫：品鉴交响乐

中的弦乐家族》3月12日在枫

林校区开讲，演奏家们以多

首作品带领观众走进弦乐世

界。 文/季奕君 摄/彭申婕

图片新闻
品鉴弦乐品鉴弦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