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向芳 文 丁以婕 摄

昨夜，星光灿烂。昨夜，越剧辉煌。成立60周年的杭州越剧院在杭州剧院举行大型演唱会。用唱响越剧的方式，为自己庆生。
这不只是一场典藏版的越剧演唱会，更是一个甲子的回眸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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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活
指南

演出

浙产纪录片
登陆央视

本报讯（首席记者 张磊）22

日晚 10 点，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立项，影视娱乐频道拍摄的人文

片《汤显祖与牡丹亭》将登陆央视

纪录片频道播出。该片运用了流

行的剧情式纪录片拍摄手法，向

观众娓娓道来，汤显祖的传奇一

生以及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的当

下意义，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视性

相结合。

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

亚，用一生心血铸就的《牡丹亭》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世

称“玉茗堂四梦”，尤其是《牡丹

亭》，历久弥新，久演不衰。本片

着重讲述汤显祖的科考经历、上

《论辅臣科臣疏》与其在浙江遂昌

的官宦生涯。讲述的故事波澜起

伏，扣人心弦，目前《汤显祖与牡

丹亭》的姊妹篇《杜丽娘与柳梦

梅》也正在拍摄之中。

浙江胜利剧院

【小伢儿金舞台】
儿童音乐剧《彼得·潘与温迪

的奇幻之旅》
时 间 ：12 月 24 日 10：00

15:00
12月25日 10：00 15:00
演出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

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活动
名称 东北漫游——亲子冰雪嘉年华

电话咨询陈记者13675819125
报名
方式

活动
时间

2017年1月14日-1月18日

活动
景点

俄罗斯小镇、亚布力滑雪、中国雪

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雪画廊

景区、大雪谷景区等

家委会直通车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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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前踩点，亲自设计线路

等到期末考试考完，带上孩子
来一趟梦幻般的“冰雪之旅”

记者 徐秀丽

提到哈尔滨，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冰

城”。南方的孩子格外钟情这全然不同的雪

景，洁白的雪精灵将世界装点得晶莹剔透。多

少人想去北方看漫天飘雪、想去看雾凇看雪

雕、想去冰冻的松花江上追逐奔跑⋯⋯

还有 20 来天，就是期末考试了。等孩子

考完，不妨和杭报“家委会直通车”一起，去趟

东北，圆孩子一个冬日的梦。

去遇见 100 年前的圣·索亚大教堂、

去中央大街寻找俄式风情吃一顿俄式大

餐、去冰雪大世界遇见最浪漫的寒冬、去

亚布力来场刺激的滑雪、去雪乡寻找美

丽的雪蘑菇、去欣赏蓝天下的林海雪

原⋯⋯只要你愿意，东北的雪可以让你

变成孩子，在雪地里闹个够。

这是一条杭报定制的东北漫行冰

雪亲子嘉年华(2017 年 1 月 14-18 日），

由我们的记者亲自踩点、设计⋯⋯熟

悉杭报“家委会直通车”的读者都知

道，我们的线路都是纯玩线路，保证每

个项目大家都能够玩到尽兴，而不是

走马观花。

今年寒假想带孩子去看雪的你，无

须自己再做攻略，机票、吃啥、住啥、玩啥

⋯⋯杭报“家委会直通车”统统已经为你

精心设计好了。

光是去看雪是不是会有点腻

味？这一次，我们的活动里，每天

都有设计不同的亲子任务，亲爱的

宝贝们准备“接招”吧！

一路上，孩子们会看到傻狍

子、野猪、梅花鹿⋯⋯看看这些平

时只能在动物园里的动物在自己

的家乡是怎么生活的；

还会去好玩的俄罗斯民族风

情小镇完成各种好玩的签到、盖章任务；

去亚布力学习滑雪，在松花江上看

冬捕、体验互拉雪爬犁；

东北的饺子也是一大特色，我们的

领队会带大家学习下如何包东北大饺

子、同时还会做孩子们爱吃的冰糖葫芦

⋯⋯

快来参加杭报“家委会直通车”的梦

幻东北之旅吧！

线路独家设计，记者亲自踩点

精心设计亲子项目，边玩边学

具体活动行程
可扫描左方二维码

雪圈

雪乡

圣

·索亚大教堂

首席记者 张磊

朱钰芳是“洒下滴滴汗水 带走缕

缕书香”这个活动的老朋友了，她开的

晓风书屋也为我们活动提供过不少图书。作为两个女

儿的母亲，即便有再多的书，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升

阅读能力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看到我们征集给乡

村孩子的阅读经验，她也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人分享。

朱钰芳说，在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时，更多是从本土

的东西开始养成。“最早就是给他们看《西湖民间故事》，

逛完宝石山后，看一个故事，会有更好的感受。”等大一

点了，她会先带孩子们去博物馆和美术馆逛，之后把展

品的画册都买下来，“有了直观的认识后，阅读时候会对

文字有共鸣，会更乐意去获取知识。”

她说孩子对于阅读的饥渴感很重要，即便开了很多

家书店，她还是愿意带女儿去新华书店找书看，“这是两个

不同的环境，即便家里有再多的书，也未必适合孩子的阅

读。去书店往往能有意外的惊喜，也能让他们有一个沉浸

感。”朱钰芳说自己的另一个小技巧就是，让假期有任务，

每次出门都带上书，在路上要求孩子能把书看完，“这样就

能很专注地投入进去，也不容易成为手机儿童。”

除了让孩子有饥渴感，她认为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阅读上责任心”，这一点她觉得就需要家长和老师一起

来推动。“老师的推荐和引导很重要，时下的热点、热门

的电影都能成为阅读的主题。”她建议乡村小学的硬件

条件可能会弱一些，但可以利用孩子的好胜心，在读完

后，做一些关于故事情节的小竞赛，激发孩子的兴趣，也

可以布置一些小专题让学生们做集中阅读，然后摘抄美

文，做交流，对于阅读能力的成长帮助会更大。

“其实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能因为

阅读让他们有更多压力，这样反而会让他们有心理排

斥。”朱钰芳说，现在孩子大了，养成自己的阅读习惯后，

读一点轻松的书并无大碍，“我在床头就放一筐连环画，

她们睡前翻一下，放松心情利于睡眠。这也是成长必经

的阶段，家长也不必因为他们爱读青春美文，爱看漫画

就觉得头疼。”

书店掌门朱钰芳：让孩子对阅读产生饥渴感
第八季

洒下
滴滴汗水

带走
缕缕书香

记者 孙磊

杭州的小学生到图书馆最爱借什么书？图书馆馆长

们给出的答案是：杨红樱、沈石溪的作品最受欢迎，借阅率

常年居高不下。在各大书店，他们的作品都被摆在最醒目

的位置。总结起来，他们的书映射当下儿童的生活现实与

心理现实，又给孩子展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历年来，

我们征集的书单中，也列在乡村孩子的心愿书榜首。

这一季的“洒下滴滴汗水，带走缕缕书香”大型公益

活动，我们的常年合作伙伴、业内童书行业翘楚、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捐赠了旗下出品的 300 多册包括了杨红

樱、沈石溪作品在内的精品儿童图书，让教育资源相对

落后的偏远地区孩子们，也可以和杭州的小学生一样，

阅读到最热门的童书。

除了杨红樱、沈石溪的著作，这300多册图书还囊括

了《皮皮鲁的动物王国》——“童话大王”郑渊洁，是许多

80 后年轻父母的童年记忆；也有《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

列图书，这是中国首位迪士尼签约作家杨鹏的代表作之

一，迄今销售突破 660 万册，它融童话、科幻和幽默为一

体，描绘了小主人公杨歌和他只有拇指大的小人儿爸爸

之间的故事。

考虑到不少山村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工作，浙少社还

为留守儿童准备了《学会保护我自己》，内容涵盖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从校园安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到防盗

防骗、抗震抗灾，全面帮助孩子了解危险，并学习遇到危

险时如何自救互助。此外，还有《好好玩儿学校》《中华

好故事》《小马宝莉之友谊就是魔法》《十五岁的星空》

《我的中国梦红色经典故事》等系列童书。

这些经典优美的图书，承载着浙少社叔叔阿姨们的

满满心意，均已整装待发，准备与山里的孩子见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捐赠 300 多册童书

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读到最热门的书

杭越唱响60年 甲子辉煌薪火传

舞台上，越剧声声悠扬。舞台下，观

众掌声阵阵。

座无虚席的杭州剧院，二楼观众席

上都坐满了人。20 多个脍炙人口的唱

段，代表着最精彩的越剧文化。

平素都在乐池里默默伴奏的乐队，

此刻整整齐齐坐在了舞台上。在悠扬的

音乐声中，三个贾宝玉、三个林黛玉咿咿

呀呀上台，《红楼梦·天上掉下林妹妹》带

来的清新风让人眼前一亮。

唱到《鹿鼎记·游街》，戴着墨镜的

梅花奖演员徐铭晃着脑袋，扇着扇子，

刚在台上亮相，台下已是掌声四起。而

当小百花的蔡浙飞唱起《陆游与唐琬·

浪迹天涯》，凄凉的唱腔令人不禁悲从

中来。

昨晚的越剧演唱会，分为“越剧流派

连唱”和“名家名段”两个部分。杭州越

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和省内外的越剧

名家一起，把最缠绵动听的越剧献给观

众。

演唱会开始前，大屏幕上播放的纪

录片，讲述着杭州越剧院的前世今生。

成立于 1956 年的杭州越剧院，经过

了一段艰辛而又收获满满的历程。

1958 年，杭越晋京演出《不要随地吐

痰》、《关不住的姑娘》等短剧，轰动了京

城，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

多年来杭越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作了 100 多部优秀剧目，

尤其是 1995 年至今，创作活力旺盛的杭

州越剧院，平均每年都要推出三到四个

新戏，从《胭脂河》到《流花溪》，从《梨花

情》到《德清嫂》，台上是悲欢离合、人间

烟火，台下是万人赞叹、情不自禁。

杭越培养出了 5 位“梅花奖”演员，6

位“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演员，并成

功出访日本、韩国、挪威、美国、新加坡等

十数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参加各种

国际赛事和文化交流演出。杭州越剧院

出人才、出好戏、出效益，被文化部和中

国戏剧家协会赞誉为“杭越现象”。

一场越剧嘉年华，串起了越剧经典选段

出人出戏出精品，“杭越现象”再出发

杭州日报文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