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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嘉兴市秀洲区小学生虞悠
悠来说，每天晚饭后去秀湖音乐厅排练
儿童戏剧成了她课余生活的重头戏。她
参演的戏剧《月亮粑粑》在“五一”期间进
行首演，跟她一同演出的还有一群年纪
差不多的孩子。他们在剧中以月亮为主
题，演绎一幕幕温馨的童趣故事。跳皮
筋、翻花绳、滚铁圈等父辈的童年游戏也
将被搬上舞台。

排戏、演戏、看戏⋯⋯儿童戏剧正在
融入秀洲区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

2023 年，秀洲区将“儿童戏剧艺术
普及”作为区级民生实事项目，与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合作，开展儿童戏剧艺术推
广与培训，打造儿童戏剧艺术季，同时组
织开展经典儿童戏剧剧目送戏下乡。截
至目前已在秀湖音乐厅、基层文化礼堂
进行惠民巡演100场。

一年多来，孩子们学戏学得怎么
样？儿童戏剧对孩子们有什么影响？近
日，我走进秀洲区实地探访。

用戏剧艺术点亮童心

上午9时，我来到位于嘉兴市文化艺
术中心秀湖音乐厅三楼的秀娃戏剧社。刚
走进教室，就看到十多个孩子正在排练儿
童音乐剧《寻梦的猫》。换上宽松的衣服，
我快速进入角色，化身为“寻梦的小猫”。

“我们今天要把《寻梦的猫》的开场
舞蹈练熟。”戏剧老师李康一边向我介绍
舞蹈动作要领，一边安排我跟着小学员
一起练习。

“孩子的舞蹈能难到哪去？”练习了
一会后，我自认为已经掌握动作要领，却
没想到一出场就“翻车”。

“不对，你的手臂还要抬高，要面向
观众”“刚才腿抬得有点早了，要对上音
乐节奏”⋯⋯我好几次被舞蹈老师叫
停。几个女孩子偷偷转头看我，投来同
情的眼神。

经过多次练习，我的舞蹈动作终于
大致及格。

“你们一开始学习，也会觉得难吗？”
我转头问了左手边的女孩。女孩名叫欧
梦溪，14 岁。她告诉我，进入戏剧社首
先就要学表演、学唱，还要背台词，这些
都是基本功，一开始肯定不容易。

在《寻梦的猫》中，欧梦溪饰演一只叫
“萌萌”的猫，它的梦想是当演员。跟“萌
萌”一样，欧梦溪的心里也装着演员梦。

“以前我在学校里也排过戏剧，但在秀娃
戏剧社才遇到了专业戏剧演员出身的老
师。这里还不收学费，真是太棒了！”

原来，秀娃戏剧社是秀洲区依托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嘉兴艺术实践基地打造
的公益性儿童戏剧教育基地。戏剧社的
老师是来自儿童艺术剧团的专业演员，
有丰富的表演与教学经验。

专业演员会从专业的角度提高对儿
童戏剧排练的要求。就拿我参与的开场舞
蹈排练来说，老师不仅对走位抠细节，对舞
蹈动作也严格要求。一个小时下来我排练
了不下10遍，感觉有点体力透支。

转头看看欧梦溪，也同样气喘吁吁，
额头上冒出汗珠，但她眼睛里带着笑意：

“虽然有点累，但我练得特别开心。”
和戏剧老师赵子宁交流时，我了解

到，戏剧社每周有3小时课程，训练声乐、
舞蹈、表演。这样全方位的戏剧训练可以
帮助孩子们提升审美、自信、表现力等综
合素质。经过三期招募，在秀娃戏剧社，
已有73个像欧梦溪这样喜爱戏剧的孩子，
通过公益培训逐渐走上舞台。

12 岁的周心雅在今年初的《飞行学
校》剧目中饰演小企鹅，她在演出中的表
现让妈妈和老师都觉得惊喜。当我问她
一年多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她自豪
地说：“跟学戏剧之前相比，我的想象力
更丰富了，胆子变大了，也更乐意跟小伙
伴表达自己的想法。”

“儿童戏剧有着丰富的教育意义。
孩子们在角色扮演、情感表达中锻炼了
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它还可以帮
助孩子们体验人生、了解历史文化和社
会现实，进而拓宽视野、树立正确的道德
观念。秀洲正好与中国儿艺开展院地合
作，借此机会，将‘儿童戏剧艺术普及’作
为一项民生事实项目在全区推广，希望
带动更多孩子参与，用戏剧艺术点亮童
心。”秀洲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越打磨思路越开阔

参加过排练后，我很好奇一部儿童
剧的剧本是怎么打磨的。“你可以去世外
秀湖学校看看，最近他们正在修改剧
本。”赵子宁说。

推开学校报告厅的大门，学校戏剧
社指导老师、学校语文教师胡代勇正与
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红岩魂》剧本。
胡代勇起身给我搬了个凳子：“来来来，
一起讨论，你也帮忙出出主意。”

《红岩魂》是胡代勇手中比较成熟的
剧本，从创作到排练历时半年多，常常是
边排练边修改，不断完善。自从去年学
校被列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嘉兴艺术
实践基地试点学校”后，来自秀湖音乐厅
的专业表演老师时常来校开课，为学校
戏剧社剧本创作带来新思路。

剧本中，江姐被特务带走，紧接着要
转到现代画面，怎样做好衔接是大家关
注的焦点。这也是本次讨论的内容。

作为一个门外汉，我一时间也没什
么主意。“让灯光变暗，再播放一段音
乐？”“制作一段时光飞逝的视频怎样？”

学生们畅所欲言，我也有了点灵感。“能
否让大家以追随江姐的方式退场？”我提
议。“让江姐在幕后讲一句台词吧，可以
升华一下氛围。”扮演江姐的学生沈施晨
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跟着师生们从场景切换讨论到对
白，再讨论到展现人物性格的动作，越讨
论、打磨，思路越开阔，感觉自己仿佛也
成为剧中一员。

“成为试点学校后，区里、学校都给
予资源倾斜和支持，这让剧社成员创作
更有劲。”学校德育处主任曹诗阳说，如
今戏剧社又吸纳了两位音乐老师，今年
学校元旦庆典活动上，戏剧社新排的《药
方》精彩亮相，广受好评。

上外秀洲外国语学校有小太阳儿童
剧社、毓秀剧社，浙师大附属秀洲实验学
校有童梦汇剧社、静庐戏剧社⋯⋯如今，
秀洲区 4 所试点学校共成立了 7 个戏剧
社，150名孩子参与其中。

戏剧送到孩子家门口

从音乐厅到村、社区，让孩子们在家门
口看上儿童剧，也是“秀洲儿童戏剧艺术普

及”项目的一大特色。其中儿童剧送基层
活动由秀洲区文旅局牵头，演出由秀湖音
乐厅小橙堡儿童艺术剧团安排。演出剧目
怎么选？反响如何？我满怀好奇地找到了
小橙堡儿童艺术剧团团长汤焕良。

刚进门，他桌子上的一张演出安排
表就吸引了我的目光，今年儿童戏剧的
演出已经排到了9月。

“这沓是去年秀洲区的《儿童剧巡演
演出排期表》，还有表演的照片，最近我
正在整理、做总结。”汤焕良介绍。

我拿起排期表仔细看，发现巡演基
本上集中在暑假，去年为期 3 个月的夏
日巡演季，该剧团的演员一共到秀洲的
村、社区巡演了78场。

“送儿童戏剧下乡，并不是简单巡
演，还要送进孩子心里，引导他们思考。”
汤焕良告诉我，巡演在剧目选择上就花
了很多心思。如《爱保护同学的小狗》让
孩子看到了同学友谊，也教育孩子要有
自我保护意识，不要跟陌生人太接近；

《小猪成长记》通过主人公小猪的故事，
鼓励小朋友多维度全面发展。

回忆起去年第一次去村里巡演，小橙
堡儿童艺术剧团老师周秀燊印象最深的
就是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周秀燊找出一
张合影给我看，那是去年夏天在新塍镇洛
东村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嘉
兴分会场开幕式上拍的。“当时，我们戏
剧社的孩子首次登台演出，台下反响热
烈，演出后还有很多小观众来找我们合
影。”周秀燊觉得这样的送剧下基层特别
有意义，让农村孩子也能与城里孩子一
样，感受戏剧之美，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这个春天，杭州女孩徐妍希多了一个
习惯：每天出门前，都要刷一刷中国天气
网微信小程序里的花粉指数，这项指数每
日更新，并提供相应的出行提醒。

“我有过敏性鼻炎，以往春天都挺难
熬的。”她说，今年她关注到花粉指数，仿
佛多了一个出行参谋。

去年7月上线的花粉指数，并不是每
个城市都有的数据——目前，杭州是浙江
省唯一能在中国天气网上查询到花粉指
数的城市，该项数据由杭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花粉采样团队负责监测。

空气中看不见、摸不着的花粉如何被
量化成数据？这背后离不开一个新岗位：
花粉采样员。日前，我化身花粉采样员的
工作助理，体验了采花粉、数花粉的过程。

小小花粉关乎国家重点课题

和多数岗位的工作时间不同，花粉
采样员的工作，往往是从傍晚开始的。

“走，跟我去换载玻片。”下午 5 时，
当我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碰到团队成
员、该院耳鼻咽喉科规培生施涵青时，她
手上正拿着一块全新的载玻片。载玻片
呈长方形，大约一个大拇指大小。我接
过来掂了掂，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施涵青带着我直奔医院 9 号楼楼
顶，那是放置花粉取样器的地方。

取样器高 1.65 米左右，形似三脚
架，顶部还倒扣着一个大圆盘。。圆盘圆盘
正下方约正下方约 2020 厘米处厘米处，，就是放载玻片的就是放载玻片的
托盘托盘。。

““别看花粉取样器构造简单别看花粉取样器构造简单，，其实很其实很
有讲究有讲究。”。”施涵青耐心地向我说明，比如，
取样器要放在离地表15米左右的高处，
尽可能减少低空尘埃的影响；场地要空
旷，保证四面有风，花粉才能沉降下来。

见我一脸好奇，施涵青便把更换载
玻片的任务交给了我。

正当我拿起载玻片靠近托盘时，施涵
青从白大褂里掏出一小盒凡士林递了过
来，“别急，第一步是往载玻片上涂抹凡士
林，有了它才能黏住空气中的花粉。”

均匀涂抹好凡士林后，我先从托盘
里取出前一天放置的载玻片，再调整好
角度，把新的载玻片轻轻推入。只听“咔
嗒”一声，新的载玻片顺利就位。

取回来的载玻片，就是稍后的重点
研究对象，它“记载”着过去
24 小时的花粉数量数量。。不过不过，，
这块载玻片看起来并没有什这块载玻片看起来并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么特别之处。。

“等一会儿它就会‘现出原形’了。”
施涵青先卖了个关子，在自己的工作日
程表上勾掉了一项。施涵青告诉我，无
论是不是节假日、天气如何，每天傍晚 5
时左右都要进行花粉采样。

目前，团队里像施涵青这样的花粉
采样员共有 3 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也是杭州唯一的采样点位。“这项工作还
在起步阶段，我们的采样点位地处杭州
市中心，又靠近西湖，具有代表性。”施涵
青解释。

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关乎一项
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它由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牵头、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参与，旨在更深入地研究花粉与过
敏性鼻炎之间的联系，并建立中国大气花
粉监测网络。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团队去年6月加入这项课题。

一天最多数过上万个

采样采样，，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

“你不妨先活动
活动手。”回到制片
室，施涵青回头对我说
了一句。一开始，我一头
雾水，但几分钟后，我就明白
了这句话的用意。

施涵青将涂抹上染色剂的载玻片放
在显微镜下，直接进入“计数模式”——只
见她右眼对准目镜，右手轻微调动粗准焦
螺旋，左手不时按着计数器。看着计数器
上不断向四位数靠近的数字，我意识到，
今天的花粉数量不会少。

“让我也试试。”透过目镜，一个高清
的“花粉世界”呈现在我眼前：一个个被
染成紫红色的小圆点，星罗棋布。

不过，除了小圆点外，我还发现了一
些长条状的物体。这些也能算花粉吗？

“花粉长得比较规矩，呈圆形，有明显的
细胞结构。形状不规则的通常是灰尘等
杂质，属于干扰项。”施涵青解释。

数花粉看着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但实际操作起来却
很考验眼很考验眼、、手手、、脑的协调运作脑的协调运作。。我屏气凝我屏气凝

神神，，每数完一个花粉每数完一个花粉，，就按下一次计数器就按下一次计数器。。
数了近5分钟，便感觉到左手有些酸痛，因
为长时间观察，还不自觉地流泪了。“数花
粉是个细心活，高度集中注意力是最重要
的。”施涵青在一旁提醒。

半个小时后，大家终于合力数出了
花粉数量：1690个。施涵青向我扬了扬
左手，“每天少则几千下，多则上万下。”
她说，自己的最高纪录是一天数过上万
个花粉，“3 月 30 日那天，我数了近 3 个
小时！”

数花粉，看似“笨功夫”，没什么技术
含量，但背后的意义可不小。“有时候我
们会发现一些异常的花粉情况，这是工
作中最兴奋的时候。”施涵青告诉我，3
月底杭州的花粉个头普遍偏大，而进入

4 月，花粉明显小得多，这意味
着花粉源头的植物有了变

化。
诱发过敏性鼻

炎的过敏原众多，
花粉正是其中之
一 。 有 调 查 显
示，杭州的过敏
性 鼻 炎 发 病 率
较高，因此引发
的 过 敏 性 结 膜

炎、过敏性咽喉炎
等疾病的比例也在

逐年上升。
“但关于花粉的具体

信息，我们所知甚少。”该项目
团队负责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治医师马志祺认为，只有全方
位了解花粉，才能拨开迷雾，不断完善它
作为主要过敏原的研究。

目前，在花粉采样员的助力下，该团
队已收集了超过 300 条花粉数据，一个
杭州的花粉数据库雏形初现。

未来要布一张监测网

我们刚结束酸爽的数花粉体验，马
志祺又开始在显微镜下忙活起来。“马医
生要把今天的花粉数复核一遍，避免人
工误差。”施涵青在一旁解释。

确认花粉数后确认花粉数后，，马志祺登录马志祺登录““花粉数花粉数
据集采查询后台据集采查询后台”，”，并输入了数据并输入了数据：：14081408。。

是我数错了吗是我数错了吗？？
““你没数错你没数错，，我现在输入的是花粉指我现在输入的是花粉指

数数。”。”马志祺及时解惑马志祺及时解惑，，原来原来，，收集花粉的载收集花粉的载
玻片面积是玻片面积是12001200平方毫米平方毫米，，而花粉指数而花粉指数

算的是每算的是每10001000平方毫米内的花粉个数平方毫米内的花粉个数。。
在后台，我看到花粉指数被划分为

浅绿、墨绿、黄、橙、红、紫等六种颜色，紫
色 代 表 最 高 级 别 。 当 天 的 花 粉 指 数
1408，就呈现紫色，“这意味着空气中的
花粉浓度处于峰值，非常不适合敏感人
群外出。”马志祺说。

马志祺介绍，他们每天通过花粉数
据集采查询后台输入数据，后台更新后
大家在中国天气网微信小程序上就能看
到花粉指数了。

浏览历史数据，我发现，进入4月以
来，杭州每天的花粉指数均超过了 100，
其中有 5 天突破了 1000。经过半年多
的实践，马志祺和团队摸出了些规律：花
粉指数和天气情况直接呈正相关，并与
来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数量较为吻
合。比如，我亲历的当天，天气晴好，花
粉指数突破1000，过敏性鼻炎病人就占
到了当天科室患者的一半。

不过，监测和统计花粉数，只是马志
祺和团队与花粉“交手”的第一步。在他
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
按日期摆放着4月以来每天的载玻片。

“我们把载玻片定期寄往北京，那里
会有专业分析人员对花粉进行后续研
究。”马志祺说，比如杭州的花粉来自哪
些植物？引发过敏性鼻炎的到底是花粉
细胞核还是它的其他结构？这些疑问，
都有待进一步解答。

我联系上了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的
负责人，他告诉我，南北方地区气候、植
被特点各不相同，要建立中国大气花粉
监测网络，以杭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必
不可少，“目前杭州的监测刚起步，等到
这个数据库足够庞大，花粉指数有望细
化到具体的花粉种属，指导大家的日常
出行。”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杭州、广州、重
庆等30多座城市提供花粉指数，而浙江
大气花粉监测网络也在酝酿中。马志祺
的团队计划，要把监测点位逐步扩展到
省内其他地区，并跟当地的气象部门携
手建立预报系统，形成全省大气花粉监
测“一张网”。

或 许 在 不 久 的
将来，花粉监测就和
雨量监测一样，“手
机 上 的 花 粉 指 数 实
时更新，还有预报功
能，能真正解放大家
的鼻子。”马志祺说。 王柯宇王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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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花粉采样员当助理，记者体验花粉指数诞生过程——

我在杭州数花粉
本报记者 王柯宇

为花粉采样员当助理，记者体验花粉指数诞生过程——

我在杭州数花粉
本报记者 王柯宇

嘉兴秀洲与中国儿艺合作开展儿童戏剧艺术推广与培训，记者现场探营——

台前幕后，润物细无声
本报记者 郁馨怡

▶ 显微镜下的花粉。▲ 记者（左）和花粉采样员施涵青一起数花粉。 本报记者 陈晓驰 摄

记者（右二）和小演员们一起排练儿童戏剧。 拍友 赵子宁 摄 小演员参演《小蝌蚪找妈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