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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531青年班主任工作社”迎来了本学
期第一次的研讨活动，此次活动由社长蒋旻豪
老师主持。

活动一开始，三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
永竝对青年班主任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王校
长表示：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说经师易得，人师
难求。我们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要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对待学生多些耐心的倾
听，少些训斥，用真心征服学生的心，用爱心唤
起学生的心，相信各位青年班主任在“531”这个
集体中都能茁壮成长。

这学期有六位新成员加入工作社，王校长亲
自为新成员送上了勉励的话语。新成员代表周
艺蕾老师发表了讲话，同时，老成员朱煜麟老师
从社团毕业了，朱老师也发表了精彩讲话。

接着蒋旻豪老师布置了本学期工作社的主
要工作。最后，由刘校长进行了《赢自己一回》
的主题讲话，刘校长通过故事，告诉青年班主任
们：要永远保持热情、耐心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
他们的需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要珍惜与学
生的每一次相遇。刘校长还说：“愿你们在班主
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要知道人生终归是你自己的，
你要时时给自己提个醒——赢自己一回。”

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
生灵光。借助“531青年班主任工作社”这一平
台，相信青年班主任们定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
快速成长，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育人水平，为学生
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文/王永竝

赋能成长，蓄力前行
上海市三泉学校“531青年班主任工作社”举行研讨活动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纪念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由中共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担任指导单位、上海广播
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与上海歌剧院共同策
划制作的纪录片《起来》9月30日登陆东
方卫视播出。青年报记者获悉，这部纪录
片从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创排
的视角出发，溯源《义勇军进行曲》为何会
诞生在上海，如何诞生在上海的历史。卫
视播出后，它还将于10月1日19:00在纪
实人文频道播出，看东方App独家同步上
线。

《起来》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通过建
立左翼电影小组、音乐小组，促成左翼电
影《风云儿女》及其插曲《义勇军进行曲》
的诞生。同时《起来》也展现了夏衍、田
汉、聂耳等左翼文化青年在面对民族危亡
的时刻，克服重重困难，在党的领导下以

笔为枪，成为文化义勇军，通过文学、电
影、戏剧、音乐等文艺样式唤起民众的抗
战热情。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的
辉煌时期由此到来。

为了再现90年前的厚重历史，节目组
运用AI技术还原部分场景，并寻访拍摄了
国歌诞生在上海的相关场所：田汉创作《义
勇军进行曲》时居住的上海山海关路旧居、
聂耳上海淮海中路旧居、夏衍上海旧居、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义
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原
电通影业公司所在地（国歌展示馆）、金城
大戏院（黄浦剧场）等。节目组借调大量珍
贵文献档案、照片、视频资料，其中由云南
省博物馆珍藏的电影《风云儿女》分镜头剧
本等文献首次亮相纪录片中。此外，节目
还采访了参与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夏衍
（剧本改编）、田汉（编剧）、司徒慧敏（录音
制作、歌曲演唱）、许幸之（导演）、阿隆·阿

甫夏洛莫夫（音乐配器）五位当事人的后
代，京沪两地的党史、中国电影史、中国音
乐史的权威专家学者参与了解读。

与以往历史文献纪录片不同，《起来》
试图以文艺的方式回顾历史。上海歌剧
院演员何超、李新宇、吴轶群、于浩磊、陈
朝宾、宋倩应邀参与了《起来》的录制，今
年由上海歌剧院创排的原创民族歌剧《义
勇军进行曲》在国家大剧院盛大公演，它
运用歌剧的音乐叙事结构，艺术化地再现
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成功塑造
了以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
王人美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工
作者群像。饰演六位文化先驱的上海歌
剧院演员走进纪录片，通过朗读田汉、聂
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王人美的日
记、回忆录的形式，与前辈跨时空对话，生
动讲述左翼文化青年的往事，揭秘上海红
色文化历史的真相。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蜚声国际乐坛的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石倚洁，10月4日将携手两位中国
音乐金钟奖获得者——80后女高音歌唱
家龚爽、回族青年歌唱家马小明，登上九
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森林剧场，以一场名为
《歌·无限》的音乐会拉开剧院五周年庆典
序幕。石倚洁告诉记者，这场音乐会风格
多元，但都根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
前，我以演唱西洋歌剧为主，这几年则偏
重演绎中国艺术歌曲，尤其以中国传统文
化为底蕴的当代作品。”

石倚洁本身学的是美声唱法，但此次
音乐会却需要诠释多首具有民族风味的
中国歌曲，要如何在两种唱法之间寻找平
衡？他也反复思量和琢磨——美声主要

在剧场唱，不用麦克风，更侧重“声音”。
如果要让声音在能容纳1500~3000人的
剧场中抵达每个观众的耳朵，就需要声腔
的腔体宽一些，直来直去一点。而传统音
乐更多是“近看”的艺术表演，需要讲究

“身段”和“韵味”，相对而言腔体略窄一
点，细长一点。所以如果用美声来演唱民
族风味的“小拐弯”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
他依旧在努力探索和尝试，如何在“直来
直去”中融入别有韵致的“小拐弯”。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不仅是展示国
内外优秀剧目的舞台，也是帮助艺术爱好
者实现梦想的地方。为培养本地艺术人
才、普及艺术教育，九棵树成立了艺术合
唱团。在音乐会返场环节，石倚洁将携手
九棵树艺术合唱团共同演唱《我和我的祖
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纪录片《起来》回顾国歌的诞生

致敬以笔为枪的革命先驱

唱响中国优秀文化
歌唱家石倚洁为“九棵树”放歌

纪录片的名字《起来》，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和情感张力。它不仅仅是在唤醒
那些熟悉的旋律，更是在唤起我们心中的那份责任与使命感。观看这部纪录片，仿佛能让
我们与那个年代产生情感的共振，理解他们所承受的艰辛与坚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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