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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华 流

转 ，情 意 悠

悠。长盼归

来 ，愿 永 相

伴。念兹在

兹 ，今 朝 同

庆。精彩的

“盼归来·永

相伴”主题音

乐会在校庆

日夜晚唱响，

欢乐的歌从

师生们心中

飞出，动人的

旋律、天籁般

的歌声，真挚

的情感、最动

人的表达，万

语千言尽情

绽放，响彻邯

郸校区深墨

色的天空。

园 中 再

回首，高歌送

祝福。书院

LUMOS 合

唱团在歌声中回望来路，

去往远方。《母亲的微笑》

中，最是那一抹母亲的微

笑，萦绕心间，动人心怀。

光阴流转，韶华仍在，母校

以更好的风采迎接学子的

归来。一曲《如愿》的旋律

里，遥遥前行路上母校挽

明灯，每一个追光而行的

学子，身后都有母校深情

的注视，于日月光华中启

程、追梦的你我终将如愿

以偿。《师恩如歌》烛照前

路，你是晶莹的露珠，我是

待哺的花朵；你是奔腾的

江河，我是高扬的浪朵。

旋律寄托了我们的心声：

“老师，您辛苦了！”

活跃在学术殿堂上的

老师们，也在复旦园中纵

情歌唱，用歌声追寻那些

梦中的繁花。教工合唱团

用一首《追寻》，拂去岁月

厚尘，抚平流水光阴。我

们默默前行，不改初心，漫

漫道路，我们执着求索，无

垠真理，我们一路追寻，去

追寻所爱，莫辜负光阴。

《雪花的快乐》旋律中，轻

盈灵动、如诗似梦雪花在

天地间起舞，雪花慢慢消

融，好似复旦人的明媚笑

容。《如果明天就是下一

生》思索什么才是生命的

终极义理？是过好每一

天、是保持健康，是走在人

生的大道上，将青春无限

延长。

Poptricks 人声乐团用

最纯净的声音，唱出你春

风 里 的 故 事 。《Take Me

Home》是所有复旦人的心

意，盼归家，盼归家，团聚

的日子里我们笑靥如花。

且去吧，且去吧，带上母校

的祝福与牵挂，继续昂首

前行吧，母校永远在这里，

别忘了常回家看看。《苏打

绿组曲》歌声中的遗憾与

期待、生活里的平淡与温

柔，此刻都化作绝美的和

弦，等观众们细品。

Echo合唱团用歌声抒

发春日的想象，又或是高原

的风霜。《追寻》中，雪山巍

巍，江水泱泱，这是心之所

向，仿佛回到高原之上，又

见钟扬教授寻觅种子的身

影。《伴随着你》唱出在前行

的道路上，你我相伴相随，

点点星光，汇成星河。感人

的《永远同在》献给复旦人

共同的奋斗、共同的精彩，

生活中或许有迷惘，但珍贵

的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纯真

与勇气。历史厚蕴长驻，今

朝辉煌待续写，且将薪火传

承，继往开来撰新章。从我

们进入复旦园的一刻始，就

永远同在。

只要歌声响起，我们

便还是昔日少年郎。复旦

大学校友会蓝精灵合唱团

的《祖国颂》唱出复旦人永

远不变的志向：山高水长，

华夏泱泱；气势恢宏，磅礴

辉煌。如果问何以情深如

许，只因一片丹心为祖国。

创作于 111 周年校庆

的《今生永相伴》已然是校

园的精灵，今夜又在相辉

堂唱响，光阴荏苒，初心如

磐，无论复旦人最终去往

何方，请记得我们今生永

相伴，一如日月光华同灿

烂。

这一夜，我们相会于

相辉堂，心中飞出欢乐的

歌声。“旦复旦”的旋律中，

我们再次分别。亲爱的复

旦人，让我们岁岁歌声中

重逢。

段瑞怀 严静雯（中文
系21、2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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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书画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光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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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在书中涂涂写写

由大卫·海尔（David

Hare）操刀编写的话剧《天

窗》，在上演二十多年后，

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继

1995年赢得奥利弗奖最佳

新创话剧奖后，2015 年英

国国家剧院出品复排剧

目，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后，

便一举赢得第69届托尼奖

最佳复排话剧奖。四月

初，中文版《天窗》在上海

茉莉花剧场上演，也受到

观众的一致好评。

《天窗》从一对相爱的

男女因所持有的价值观冲

突而对立，来折射社会的

现实与现状，从编剧的原

意来说，它更像是一部社

会问题剧。看似普通的家

庭情感生活背后，反映的

是时代的阵痛。将时钟拨

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彼

时英国的难民问题正处于

风 口 浪 尖 。 1990-1998

年，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

难民潮的助推下，到英国

申请庇护的难民人数达到

30 万人，伦敦的东汉姆

（East Ham），也就是剧中

凯拉工作的地方，便是英

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地之

一。

在正处于经济衰退期

的英国社会，对外来难民

的态度，最终激化了左右

派的政治矛盾：右派人士

将难民视作经济发展的累

赘；而左派则秉持博爱、包

容的原则，倡导积极援助

难民，并接纳他们成为社

会的一部分。

大卫·海尔以对话的

形式，将这一段历史嵌入

简单的故事中：相差 20 岁

的婚外恋在维持六年后因

被男主妻子发现而被迫中

止。在妻子死后，男主再

次找到旧情人，渴望重新

开启感情，却发现二人已

站在世界的两极。在大

卫·海尔的剧作生涯中，这

部短小精悍的戏剧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大

卫观照视角的转折——从

宏观的政治批评，转向对

于社会狂想的反思。

纵观剧情，凯拉与汤

姆的矛盾其实并不复杂。

凯拉在得知两人的信件被

爱丽丝发现后落荒而逃，

单方面终止了二人的恋爱

关系。彼时的汤姆却已决

定与妻子离婚，并准备向

凯拉求婚。即便是一场错

过，二人心中仍然有着彼

此。在爱丽丝去世后，汤

姆再次找到凯拉，本是为

了解决过去的纠葛，弥补

这一场错过，两人却被寒

暄的内容中的社会阶层问

题所干预，带上属于自己

“所属”群体的面具，互诉

衷情的小屋，最终成为彼

此指控的议会。

当意义的标签过于沉

重，个体往往不堪重负，反

而被意义支配，成为暴力

机器的齿轮。人为划分的

身份、群体、类别，一旦通

过无形的规训，内化成为

自我的认同与分别的标

准，对立与斗争就永远无

法避免。

2015年《天窗》复排版

中扮演学校老师的女演员

凯瑞·穆里根曾表示，这部

剧不仅仅是政治和社会学

的问题，更是关于人性的

温度。这似乎与大卫·黑

尔撰写此剧的初衷相吻

合。不同于大多评论所强

调的“阶级对立”，《天窗》

本身并不是批判时政的载

体与工具，而是一种对政

治异化人性的反抗。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白夜》中所刻画的幻想

家，在孤独的人生中邂逅了

一位忧愁的年轻姑娘。她

与一位房客私定终身，却又

久久没有见到未婚夫。在

四个夜晚彼此间心灵的交

流中，对爱的追求将使他们

成为知己甚至情人。可在

最后，未婚夫的出现，将幻

想家重新推回现实的冰冷

中。但短暂的爱情却已在

二人心中成为永恒。

“那是足足一分钟的

欣悦啊！这难道还不够一

个人受用整整一辈子吗？”

对于凯拉，这份包含爱的

早餐，便是陀式笔下与娜

斯简卡共同分享的“一分

钟的欣悦”。

在 这 个 全 球 化 的 时

代，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

人都面临着“万般皆下品，

惟有金钱高”的价值观冲

击，人们期待着找到一条

出路，打开一扇“天窗”。

沈天边（外文学院22
级本科生）

透过《天窗》看英国

偶然发现《上海十八

行》这本专门写老上海时

代生活的作品。一打开扉

页，我就被书里描绘的各

种熟悉却久远的老上海气

息所吸引。

关 于 上 海 的 文 学 不

少，但是描写平民生活的

却不多见，尤其是描写老

手艺人和那些逐渐消失的

老行当的书籍，更是少之

又少。

提起老上海，许多人

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样多

国文化撞击中的十里洋场

的上海滩。但是，又有谁

知道，在这样环境中的小

人物们的酸甜苦辣呢？《上

海十八行》就给了我们一

个立体而丰富的答案。

作者董鸣亭女士是上

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原新

闻报记者。她笔下的上海

人，每天勤劳地从事各种

行业，过着十分热闹琐碎

的弄堂生活。她通过充满

上海话方言的文字叙述，

让读者似乎走进那个年

代。

其中《大世界娘娘》这

个故事，描写一位旧上海

在大世界工作的女人，通

过写她生活的变化，反应

了大世界这个老上海熟知

的地方的演变，折射出上

海的巨大变化。

文中，娘娘这个称呼也

是上海特有的，可以理解为

姑姑的意思，同时娘娘这个

词又可以宽泛地用于称呼

已婚的较年轻的女士，文中

就是这个意思。故事说，这

位大世界娘娘由于死了丈

夫，就被误认为是狐狸精，

饱受人们的唾弃，无奈去大

世界工作养活自己，却因为

在大世界这样的娱乐场所

工作又被人们瞧不起。解

放后，她改行做服务员，逐

渐被大家所接受。她的故

事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上海

已经从原来的迷信封建转

变为现在开放的海纳百川

的姿态。

像大世界娘娘这样的

女子有很多，只是在旧时

代，女子的地位是相当低

的，她们即使有很强大的

独立精神，也不一定被世

人所接受。即使在当时各

国先进文化交融的十里洋

场，也不例外。当我看这

本书的时候，作者给人感

觉更像是一位弄堂隔壁的

老阿奶正在和你噶三湖，

缓缓地说着过去的事，过

去的人，过去的时光。

阅读就是这么一个奇

妙的体验过程，通过读作

者的书，你仿佛间就与作

者面对面坐着，听她把往

事娓娓道来，这是读者与

作者的心与心之间的交

流，渐渐地你会读懂她书

里描绘的人生百态，也渐

渐地把阅读作为自己人生

重要的一部分，如饮甘醴

且每日不可缺之。

陈佳欣（2003级临床
医学和计算机双学士）

上海弄堂的故事 光草户外读书

实习记者 谢萌欣
实习记者 陈蕊摄

采粽箬、裹青粽，端午

弥漫醇厚粽香，元稹诗“彩

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

裹粽子讲究技巧，多

为心灵手巧的婆婆或媳

妇。裹好的粽子放在铁锅

里蒸煮，满灶间都是袅袅

的水汽和扑鼻的清香，直

润肺腑。煮好的粽子清香

扑鼻，令人感觉尘世的幸

福伸手可触。

裹粽子的配料不同，

口味也不尽相同，各有风

味。掺进红豆、绿豆的粽

子 ，弥 漫 着 浓 郁 的 豆 香

味。掺了豆沙的粽子，甜

腻爽口，入口轻滑。包了

火腿的粽子，咸香诱人。

肉末粽子，浸着米香而不

油腻。咸鸭蛋黄包在粽子

里，口感轻咸而粉糯，与粽

子的软糯相得益彰。

而今粽子花色品种则

根据各地特产和风俗而

定，有肉粽、桂圆粽、蜜饯

粽、红豆粽、板栗粽、莲蓉

粽等，贵州酸菜粽，浙江火

腿粽，苏北咸蛋粽四川辣

粽等，令人心向往之。然

而总觉少却了从前滋味，

少却了浸泡在细碎日子里

的芳香绵长。

宫凤华（马克思主义
学院2016级）

彩缕碧筠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