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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白领，晚上学生”
前晚是白艳晴和小伙伴们这次夜校

秋季班海派古典舞的最后一节课，大家已
经可以完全舒展地来跳一支舞了。一曲
《滚滚红尘》酣畅淋漓，现场所有的人都情
不自禁地鼓起了掌。记者对白艳晴说：

“你们这支舞很有一点《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感觉。跳得很飒。”白艳晴则说：“希望
下一次课程还能够抢到。”

青年白领白艳晴为了抢上海市民艺
术学校的课确实大费周章。去年夜校春
秋两季，她都报到了汉服舞班，但就在
学习已经渐入佳境的时候，今年却怎么
也抢不到这门课程的名额了。最后还是
通过预报名和面试，考进了现在这个海
派古典舞的进阶班。虽然跳舞时汉服变
成了旗袍，但白艳晴觉得也很不错，起
码让她知道自己对于舞蹈的领悟能力还
不错。

这两年，在一家外企担任财务经理
的白艳晴，就是这样过着“白天白领，晚
上学生”的日子。每周轮到夜校上课，
白艳晴就会匆匆从位于虹桥的公司赶到
古宜路上的上海市群艺馆，往往就随便
买点干粮，一边吃一边小跑。“晚上 7 点
上课，但大家一般都会早到，做做拉伸，
切磋切磋动作。”白艳晴说，上课的差不
多都是同龄人，虽然年纪相仿，却有着

不同的经历，每次课余大家也都会讲起
自己的故事。

“在夜校，我找回了学生时代的感
觉。”白艳晴对记者说，“青年人不就是应
该要一直学习吗？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
切有关学习的感觉。这让我很放松，一切
压力和烦恼都变得无足轻重。”

上夜校更多的是一种情感需求
晚上去夜校上一堂课，这是现在不少

青年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拖着疲惫
的身体从单位走出来，却又在夜间的课堂
上“满血复活”，这种“频道切换”和状态更
迭，显然让很多青年人很是享受。

夜校的民谣吉他班老师刘崟自己也
是一个95后，他在上海教了5年吉他，发
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喜欢晚上来上课
充电。“他们对夜校充满了热情。有的人
一下班就赶过来，饭都来不及吃，却迫不
及待地要向同学们展示自己过去一周在
技艺上的一点点进步。”

就吉他课而言，70%的青年学员都是
零基础。刘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为他们
研发了通过12节课就可以完整弹出一支
曲子的课程。“知识点和难度都不能太大，
以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弹出一支
曲子的目标要有的，我们就把这个目标分
散到十二节课，循序渐进地去学习。”这个
学期民谣吉他班教的就是《风吹麦浪》，让

刘崟没想到的是，在高涨的学习热情之
下，大家学得都很快，有的人甚至已经开
始自己找谱子来弹了。

在夜校教了几届吉他班，刘崟很明显
地感觉到现在这群“夜校青年”的变化。
过去学员读夜校都是冲着获取知识点来
的，具体到吉他班，就是希望通过12 节
课，可以让自己的技艺有一个飞跃。“但是
现在的青年人好像更看重情感需求，他们
不是刻意要来炫技，而只是很享受这个上
夜校学习的过程。”

对生活永远保持热情
“对青年人来说，生活还远没有到可

以躺平的时候。”白艳晴对记者说，要判断
自己有没有躺平，就是要看自己是否对学
习依然保持热情。让她感到欣慰的，自己
仍然为抢不到夜校的课程而担忧，这说明
自己还很热爱学习。“现在青年人都在寻
找新的娱乐休闲方式，难道休闲就只有吃
火锅吗？学习一样新东西，在学习中获得
成就感，这也很快乐。”

白艳晴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在
一支漫舞中她觉得自己松弛下来，这恐
怕正是“夜校青年”的福利所在了。在班
上她也碰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前几
天一个一起学舞的姐姐和白艳晴说，自
己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亲子关系有点
不愉快，然而每次跳起舞来，她都会感到

一种难得的愉快。“可以说，上夜校是每
个人表达自己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一
种体现。”

现在每当夜幕降临，这群“夜校青年”
便开始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青年报
记者了解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
青年人曾经也非常热衷上夜校，那时一入
夜各家夜校便灯火通明，里面坐满了利用
下班后的时间来这里疯狂充电的青年
人。那时的夜校主要是弥补大学招生的
不足，读夜校也能获得文凭，所以夜校以
传授知识为主。但是近年的这一波“夜校
热”却有所不同。夜校固然也教授知识，
但更多是为了满足青年人享受学习过程
的需要。

也因此，各种夜校的形式也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就拿市民艺术夜校来说，这
个夜校以教授艺术为主，每周1节课，每
学期12节课，力求让零基础的学员通过
一学期学习可以掌握一种艺术技艺，从而
获得成就感。这个深受青年人喜欢的夜
校教学点也一再扩容，目前已增至 143
个，渗透城市肌理，成为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社会大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是过去读夜校拿文凭，还是现
在抢课程感受艺术，夜校虽然不一样，但
是‘夜校青年’对生活的热情是一样。这
一点不会改变。”夜校老师侯琼对青年报
记者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锁麟囊》原是京剧程派的一
出名剧，后来甘肃秦腔艺术剧院将该剧改
编成了秦腔。这出秦腔《锁麟囊》日前上
演于天蟾逸夫舞台，“京剧的神韵、秦腔的
风采”让上海观众颇为惊喜。该剧也是第
32届白玉兰奖参评剧目。

《锁麟囊》又名《牡丹劫》，过去京剧大
师程砚秋用他那标志性的沉郁、凝重的唱
腔来演绎，这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代经
典。现在将《锁麟囊》改编成高亢激昂的
秦腔，这是需要勇气的。毕竟京剧程派和
秦腔是有很大不同，要使之兼容，呈现相
同的主题，这个过程有很多技术的问题待
解。

经过“技术攻关”的秦腔《锁麟囊》
2009年横空出世，很快便俘获了众多的
戏迷的芳心。《锁麟囊》是一部体现与人为
善、报恩报德、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舞台作品。此次秦腔版本既保留
了原作最经典、最出彩的“春秋亭”和“搜
楼”，又强调了地域特色，以“京剧的神韵、
秦腔的风采”让古老的剧目焕发出了新的
神采。

秦腔《锁麟囊》在上演获得热烈反响
之后，甘肃秦腔艺术剧院没有止步不前，
而是在不断演出的过程中时刻准备提升，
认真汲取各方意见，不断对剧本、音乐、舞
美等多方面修改打磨提升，并在结构和舞
台呈现上都进行了微调，使得整部戏的叙
事更加清晰，让观众更有认同感。所以这
次在上海演出的秦腔《锁麟囊》让人感到
了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收拾好“办公桌”奔向“小课桌”

市民夜校里是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
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夜校

青年”便开始行动，这群白天的白领摇
身一变为晚上的学生，奔走在遍布全市
的各个夜校，感受着长大后还能继续学
习的兴奋。“夜校青年”希望在此收获
一技之长，但重新坐在教室里学习的过
程显然更让他们享受。他们通过上夜
校来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热情。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角逐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

秦腔《锁麟囊》唱响上海滩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