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文娟）记忆大
师、跟着古诗游山川、百辩小达人、
煮酒论英雄、国宝策展人……这些
新奇有趣的课程你见过吗？昨天，厦
门第二实验小学举行第三届“1+N”
和美论坛，该校老师自主开发的课
程集中亮相，得到专家和与会者的
好评。

本届论坛以“课程改变，学校改
变”为主题。二实小24名一线老师代表
课程开发组，从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分
享对课程的理解，畅谈课程开发故事。
会场外的走道里，课程纲要展示架排
得满满当当，吸引与会者驻足观看。

课程是学校育人的重要载体。据
介绍，为了适应时代变化，满足学生成
长的个性化需求，二实小决心推动课程
变革，重构课程，以促进教育的生态蝶
变。该校老师用一年多时间开发了100
多门原创课程，基本实现了“老师想培
养学生什么素养，就开发什么课程”。

A4 今日·文化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徐雁宁 美编/邱艺锋

本报讯（文/记者 林晓云 通
讯员 谢钰涵 图/卡卡）昨天下
午，原创舞台剧《遗失的第24个
白键》在闽南大戏院举办发布分
享会，并于同日开票。台湾果陀
剧场艺术总监梁志民以及演员
贾凡、李炜铃现场分享台前幕后
故事。该剧也开启了疫情后两岸
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

《遗失的第24个白键》是闽南
大戏院创作的舞台剧，定于4月初
排练，5月26日、27日
上演。该剧围绕钢
琴博物馆一架缺
失琴键的古钢
琴展开，在寻
找琴键的过
程中，男主角
萧齐与女主
角朱茉发现了
一 段 发 生 在

“厦门号”上、横
跨两百多年的动人
恋情。该剧将老
厦门的风土人
情和悠悠琴声
结合，随着萧
齐与朱茉的移
步换景，不少
承载着厦门人
回忆的经典地标
将一一呈现在观众
面前：皓月园、轮
渡码头、日光岩
……

据了解，
《遗 失 的 第
24 个白键》
立项以来多
次修改剧本、
创作了数十版
舞台场景设计方
案，力求讲好这个和
厦门有关的故事。近年来，闽南大戏
院制作了多部优质的原创艺术作
品，包括中英合制原创儿童音乐剧
《寻找绿洲》、两岸合制原创音乐剧
《微·信》等。

《遗失的第24个白键》汇聚了
海峡两岸的主创团队，邀请到新生
代人气演员贾凡、李炜铃出演。梁
志民表示：“厦门与台北两座城市
之间的紧密交流是本剧的最大亮
点。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为大家带来
一部走向希望、走向光明的正能
量作品，相信这出好戏让观众能
够获得两小时的心灵满足。”

担任总制作的罗艳说：“在
过去的十年间，剧院充分利用
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区位优
势，积极开展协作，除持续引进
大量台湾舞台艺术精品外，还
策划举办了两岸艺术节、两岸
艺术跨界扶青计划等。此次闽
南大戏院携手台湾果陀剧场
再续前缘，倾力打造这部原
创舞台剧。”

据了解，在厦门首演后，
《遗失的第24个白键》还将在
北京、广州、成都、泉州等地
巡演。

马伯庸说，上一次来厦门还是七
八年前的事了，“一直想旧地重游，所
以这次做新书《长安的荔枝》签售活
动，特意向出版社申请安排到福建走
一圈，吃点好吃的，顺便做一场讲座。”

马伯庸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
各地采风时搜集素材，再开始创作。
记者问他是否有可能到厦门采风，以
厦门的素材创作一部作品。他表示“完
全有可能”。“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
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去一些犄
角旮旯的地方，最喜欢查当地的地名。
每次来厦门，我都会去鼓浪屿，也会去
周边的一些村寨。这次到厦图集美新馆
后，听说附近全是嘉庚风格建筑，我专
门进行了详细了解。”马伯庸说，以后如
果写厦门题材的故事，写到建筑部分时他
知道该怎么写了，“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要杂，一定要接触不同行业，了
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这样写出来的东
西才能展现出足够的维度。”

谈及新书《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说，他想

起“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这句诗，突然来了灵感，觉得可以
写一个故事。“对这首诗，多数人关注的
都是妃子笑，却没想过运这些荔枝要花
费多少工夫，用了多少匹马，走了什么
路线。于是我以普通人的视角进行创
作，一共花了11天就完成了，这在我的
创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废寝忘食地
写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马伯庸说，其实这也属于厚积薄
发，他此前创作《长安十二时辰》时积攒
了很多唐代生活的细节，包括从史料中
了解广东、福建的地理环境、山川形势，
江西的水流方向等，加上去各地积累的
素材，汇聚在一起就成了《长安的荔枝》。

对于有志于写作的人，马伯庸的建
议是，没有灵感没关系，那说明还没有足
够强烈的倾诉欲望，慢慢积累，积累足够
多，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迸发出灵感，

“灵感不是小聪明、一拍脑袋就有的，灵感
是建立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建议多
积累，不要执着于有没有灵感。”

史书怎么读？
学苏轼“八面受敌”
“文学鬼才”马伯庸来厦签售分享心得

昨天上午，著名作家马伯庸走进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城馆
区，以“跟苏轼一起学历史”为题分享读史心得，并与现场
读者互动。其幽默诙谐的谈吐让现场欢笑声、掌声不断。

马伯庸是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由
他编剧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和之前改编自他创作的

《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风起陇西》等都是热播剧。
文/图记者龚小莞通讯员李颖

很多人都觉得读史书很枯
燥，马伯庸这次给大家提供了一
种新的读史方法——苏轼的“八
面受敌法”。何谓“八面受敌法”？
就是将一本史书读很多遍，每读
一遍之前都给自己设置一个目
标，比如第一遍了解书中人物的
事迹，第二遍了解书中的官制，第
三遍了解书中的兵法等。“相当于
把一本书拆成很多本书来读，每
次的侧重点和主题都不一样，读
完几遍后，这本书就读透了。”马伯
庸说，不只是读史书，读任何书都
用得上这种方法。读中国古诗也是
如此，以陆游为例，在他的众多诗
作中，有爱国诗也有爱生活的诗，

分目标读就会发现，陆游不只是
爱国诗人，还热爱生活，尤其喜欢
猫，这样就会对诗人有了立体的
认识。

马伯庸说，他小时候拿到史
书也发愁，像看天书，直到有一天
读了苏轼的《夜梦》才豁然开朗，心
里踏实了。“苏轼写这篇作品时60
多岁，早就名满天下了，而他还梦
见小时候完不成《春秋》的作业而
被父亲责骂，‘夜梦嬉游童子如，父
师检责惊走书’。一代文豪小时候
读《春秋》也害怕，何况我们这些资
质不够的普通人？所以读史书，首
先要放平心态，其次要有好方法，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每读一遍之前都设置一个目标谈读史

多积累不执着于是否有灵感谈创作

“厦门号”上百年恋情
《遗失的第24个白键》定于
5月在厦首演

原创舞台剧
自主开发百余门课程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举行第三届
“1+N”和美论坛

课改新探索

贾凡

梁志民

李炜铃

■马伯庸签售新书。

■与会者兴致勃勃参观二实小自主
开发课程纲要展示。 校方供图

比如，针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出
现的死记硬背式机械学习、记忆策略
缺失问题，该校老师开发了记忆大师
课程；针对学生看不懂、不爱读《三国
演义》问题，该校老师开发了煮酒论英
雄课程，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英雄观，
培养审辩式思维，全面提高核心素养。

论坛期间，二实小还发布新书《读
懂学生——教育的逻辑起点》。这是
一本来自于多方教育视角的学术论
文合著，共45万字。书中收录了34篇
文章，其中25篇是老师写的育人探
索，5篇是家长写的育儿理念，4篇记
录了家长孩子的心路历程。“‘学生’
是这本书中的高频词，研究学生是
最底层的根基，也是教育的逻辑起
点。”二实小校长陈燕华说，书中每
篇文章都源于对学生的探究，用最
朴素的思考、最真实的探索，让人
们看见学生最真实的改变。

“课程是学校的灵魂，学校的
内涵建设离不开课程的优质发
展。”厦门市教育学会会长林佳添
说，在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和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计上，二实
小积极探索新路径、新模式。希
望学校继续探索教育改革的新
路子，助力师生成长，进一步推
动学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