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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一所高校，一般都会有 1部至 2部大师

剧。在复旦大学，自 2017年首部大师剧《马

相伯在 1913》首演以来，以马相伯、李登辉、

颜福庆、陈望道、谢希德等复旦先贤为蓝本

创作的原创大师剧绵绵不绝，一代代复旦

学子都能说出自己那个年代的“大师剧”。

清晨的阳光洒在土山湾的孤儿院门口，

年过花甲的马相伯迎来了一个求学心切的

年轻人——蔡元培。两人初见，便因对知识

的渴望而心意相通。24名意气风发的青年成

为蔡元培、马相伯的同路人，他们中有后来

振兴实业的黄炎培，有追求艺术巅峰的李叔

同，有投身教育事业的胡敦复……一个因教

育救国而集结的群体，就此走进历史的舞

台。这是由 29名演员与近百名工作人员打造

的复旦原创校史剧《相辉》。

剧名“相辉”二字是马相伯老校长和李

登辉老校长的合称。而在复旦的校园里，

“相辉堂”也是各类顶级学术论坛的举办

地，来访复旦的中外学者，都会反复念叨

“相辉”二字。

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复旦人？

1905年，怀着“让孩子们有书读”的赤

诚，马相伯倾尽家产，创办复旦公学。他主

张“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并提

出不限年龄、学生自治的革新理念，使复

旦成为那个时代有识之士投身教育救国的

实验田和爱国进步青年的汇聚地。李登辉

接任校长后，进一步确立了“服务、牺

牲、团结”的精神，将复旦的教育使命与

家国命运紧密相连。

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上的这片校

园，见证了一代代青年理想的汇聚：是胸

怀家国的师者因信念而聚，是求知若渴的

青年因梦想而来，是风雨如晦的岁月因坚

守而明。他们在黑暗中点燃火炬，在岁月

长河中，镌刻下复旦精神的印记。

复旦先贤中，有识之士、有志青年、华

侨华人等不同年龄、身份的人们都因为教

育救国的信念凝聚在一起，他们一齐为建

设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大学筹款奔走。

《相辉》的故事里，演员们来自复旦大

学五大书院近 20 个专业，其中有 11 名

2024级新生，这也是他们首次以“复旦人”

的身份亮相舞台。

饰演汤佩琳的邵欣语是经济学院 2024
级的本科新生，她说：“复旦精神不仅仅是镌

刻于故纸上的褪色诗行，更是蕴藏于日常生

活之中的言行点滴。”2024级材料科学系本

科生邵志峰饰演蔡元培，他认为复旦人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中建立新的感动，相

互扶持前进”的过程中萌发了认同感。

新闻学院 2022 级本科生张国清第二

次在《相辉》中饰演李登辉老校长，经过两

年的排练和感悟，他对于老校长这一角色

的理解更加深刻，“老校长始终在付出，从

未想过反哺，在李校长的概念里，学校和师

生都是他的孩子。”在话剧最后一幕，张国

清饰演的李校长收到校友捐款，哽咽道：

“复旦同学视我为骨肉，辉平生无憾矣。”

细腻可以打破历史的“冰冷感”

微电子学院 2022 级本科生张珅畅在

《相辉》中饰演马相伯，他仔细琢磨每一句

台词、每一个动作，“一个小动作，也要查清

楚来源，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追溯。”

复旦大学腾飞书院原创老校长大师剧

《巍巍学府》也是一部力作，值得一提的是，

创作者中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它的

海报、主持词、纪念册都是中英文双语的。

要看这部剧，得先走过一段长长的、贴满海

报和介绍的走廊才行，就像在正规话剧院

买票看剧一样，体验感拉满。

该剧围绕老校长李登辉的岁月故事展

开。这位初到上海时还不太会讲普通话的

华侨，在这片土地上服务了 40 余年，始

终不愿离开复旦，他为复旦建立起了一整

套完整的办学体系。

该剧以 1936 年叶楚伧来沪于沧州饭

店召开复旦大学该年的第八次校董会场景

为序幕。李登辉校长的出场，是在被迫辞

职后的一个“落寞的转身”。

微电子学院本科生、青年李登辉的饰

演者陈柯含当时是第一次参演话剧，角色

切换中很难把握不同的性格、语气和神

情。他不断地向学长请教，反复阅读老校

长的生平事迹和故事，力图用细腻的表演

把冰冷的历史“捂暖”。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陶晓楠在

剧中一人分饰叶楚伧、窃贼、荣德生 3个角

色。“入戏太深”的他，“仿佛隔了多年真的

与老校长见了面、谈了天，从而由心底生

发出由衷的敬佩与仰慕”。

抗战结束后，学生和登辉校长在和平

饭店聚餐叙旧，请他谈生平所得。本以为

会有洋洋洒洒的演说，谁知他却只讲了一

句话：“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

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

长。”这样的坚持与执着，通过学生们的

生动表演，效果令人震撼。

据悉，校园原创大师剧·老校长系列

在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

指导下于 2017年正式启动，目前已经成为

新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们在“复旦

人演复旦大师，复旦人说复旦故事”的过程

中，近距离接触了话剧这一艺术形式，不论

男女、不论文理医工，都能通过大师剧感受

家国情怀、复旦精神。

艺术思政大课兼具育人“功效”

复旦的系列大师剧，不仅是一部部

校史剧，更是一堂堂生动别样的艺术思

政大课。

复旦经济学院的原创校园大师剧《蒋

学模》，用学生视角讲述经济学院大师故

事。该剧以著名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教

授、博导蒋学模为原型，截取蒋老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的片段，真实还原了一个孜孜

不倦的经济学人和一个“不断‘改悔’”又坚

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通过蒋老先

生翻译《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再现了那个

热爱文学、不惧挫折的青年翻译家。

《蒋学模》 的叙事结构大胆新奇，不

仅有现代与过去的时空变化，更有梦境和

现实的交错重叠。伴随着熟悉的上课铃

声，大幕拉开，随后四幕大戏将蒋老先生

的一生呈现给观众。2005 年复旦百年校

庆之际，记者采访 86 岁的蒋学模，发现

他仍在为 《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第十三版

修订笔耕不辍。除了工作时的专注勤勉，

蒋老先生做学问还有一个法宝——一个红

木柜子里近千张资料卡片。卡片上都是他

平日里积攒的素材和理论，这是蒋学模将

一生奉献给经济学领域的见证。

有同学是因为一本 《政治经济学》课

本，而报名参演的。“学习 《政治经济

学》这门课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课本编写

者蒋学模先生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在

书里,他用简明而又连贯的语言为身为大

一新生的我了解经济学对社会运行原理的

阐释打开了大门。”在剧中饰演姚耐的

2023 级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陈宝怡说，

抱着对课本编写者工作习惯、生平的好

奇，他报名成为这部剧的演员。

原创校史剧 《相辉》的观众中，不乏

来自新闻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等

多个专业的学生。剧中的南洋募捐、抗日

救国、学科改组等历史场景，令观众们印

象深刻。

2024 级腾飞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汪雨航说，自己未来会以复旦校史为

荣，“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讲好复旦现在

的故事、未来的故事。”2024级志德书院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向晓芙在剧后感

悟道：“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

的坐标，更加坚定地迈向未来。”

复旦：一连串大师剧让大学精神“具象化”

□ 张晓红 马若雁

自 2003年启动以来，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已成为国家人才支援战略的

重要一环，更化作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

教育与立德树人工作的鲜活载体。在广

袤的西部大地上，青年志愿者们用脚步

丈量祖国的边疆，用汗水浇灌基层的希

望，在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中完成自我

蜕变，生动诠释了“立大志、明大德、成大

才、担大任”的深刻内涵。他们将青春献

给祖国的西部，在艰苦奋斗中淬炼出最

耀眼的光芒。

一、坚定理想信念，以青
春之我筑牢精神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

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理想信念是青年

成长的“灯塔”，是引导其走稳人生之路、

承担时代使命的精神支柱。理想指引人

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

念，精神上就容易“缺钙”，就会失去奋斗

的动力与方向感。

在大学生群体中，如何将个人理想

融入国家需要、将信仰扎根于人民立场，

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课题。西部

计划恰如一堂生动的“实践课”，通过“把

课堂搬到祖国大地”，让青年在“沉浸式”

社会实践中逐步完成理想信念的构建与

升华。青年志愿者们走进高原牧区、沙漠

乡镇、边境学校，从被动接受理论教育的

“学生”，转变为亲身体验社会实际的“参

与者”。他们在与人民群众的深度接触

中，深刻体悟“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内涵。

这种贴近人民、贴近时代的工作环境，正

是理想信念生成与巩固的沃土。

谈海玉的故事便是其中的生动写

照。她十九年如一日扎根西藏那曲，从一

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科室主任、心理咨询

师。她的理想不再停留于“做一个好医

生”，而是转化为“做西藏人民的好医

生”。她的经历深刻地告诉我们：坚定信

念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解

决问题、面对挑战中自我建构的精神选

择。正是在这些真实、艰难但充满温度的

情境中，青年从“为自己找方向”转向“为

国家谋未来”，实现了从个人愿景到公共

使命的价值跃迁。

西部计划引导青年走上“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成就人生理想”的道路，这种

引导不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信仰与

行动的统一来实现。自 2003 年实施以

来，已累计选拔 5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到

2000 多个县（市、区、旗）开展支医、支

教、支农、社会管理等志愿服务，广大志

愿者在服务中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

融入日常岗位工作，在服务群众、建设基

层的过程中找到了信仰的着力点与奋斗

的落脚点，从而在思想上站稳脚跟，在人

生方向上把准航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当代青年

唯有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才能在

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书写无悔青春。

二、锤炼意志品质，以人
民为师淬炼坚强本领

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知行合一”，而真

正的“行”源于具体实践，尤其是在复杂、艰

苦但富有教育价值的环境中，越是艰苦处，

越是见精神。西部计划正是这样一个“大课

堂”，它将青年放置于社会最基层、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让他们在“问题—反思—成长”的

循环中实现意志品质的深度淬炼与精神境

界的持续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温

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

业。”西部计划提供的真实情境，正是锤炼青

年精神意志和品德素养的现实土壤。

服务地的环境往往条件艰苦，不少志

愿者初到岗位时既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

挑战，也要应对工作中的重重困难。那曲高

寒缺氧，冬季气温常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

生活极为不便；边境语言不通、交通不便，

协调各方事务耗时耗力。这些现实问题不

仅是挑战，更是青年意志成长的“活教材”。

在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过程中，志愿者们

锤炼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毅品格，

也逐步树立起“探索真知、求真务实”的工

作态度。这不仅是意志品质的提升，更是精

神格局的拓展——从畏难退缩到迎难而

上，从个人奋斗到服务大局，青年在实践中

完成自我超越。

在实践中，青年不仅要应对工作任务

的复杂性，还要学会与群众沟通、跨文化协

作，以及在资源匮乏条件下统筹创新。这些

能力的获得，远比课堂上传授更具生命力

和现实意义。李飞医生服务伊犁二十年，在

与群众、同事、体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

形成了“人民至上、服务第一”的职业信条。

他说：“只有在挫折中沉住气，才能在服务

中找到坚持的意义。”他的经历深刻诠释了

志愿初心与医者仁心的统一，也展现了志

愿服务对青年精神的深层塑造。这样的故

事在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中比比皆是。他们

以人民为师，向实践求知，在一次次挑战中

锤炼本领，在一次次奉献中升华境界。他们

的身上，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

貌：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自强不息的顽强

意志、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他们用实际行

动说明，青春的意义不仅在于追逐个人梦

想，更在于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淬炼品格、

绽放光芒。

三、搭建成长平台，以服
务之行实现人生价值

西部计划为青年搭建起一个实现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广阔平台。在这

一平台上，青年可以将自身的专业所长与

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将个人成长的目

标与肩负社会责任的使命有机统一。这种

融合并非形式上的叠加，而是在真实社会

场景中实现的一体化锻造，使青年在服务

中发现自我、在担当中塑造人格。

西部计划项目覆盖教育、医疗、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等多领域，为青年提供了多元

化的实践空间，使他们得以“带着问题去、

揣着体悟回”。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不仅拓

宽了视野、提升了能力，更积累了宝贵的

基层经验，为今后参与国家治理与公共服

务打下坚实基础。在实践中，志愿者们需

要独立承担项目管理、群众沟通、政策宣

讲等多重任务，不断挑战自我边界，锤炼

协作精神、提升组织动员能力和政策理解

力。这种高密度、综合性的任务体系，构建

了一种独特的青年社会化路径，使其在多

维度压力中成长为“既接地气、又有大局

观”的复合型人才。

更重要的是，志愿服务塑造了一种“责

任驱动型”的职业选择观。越来越多的青年

不再单纯以薪资、地位作为职业判断标准，

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的公共属性与社会意

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在选择职业时，我们

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

自身的完美。”这种以“做有意义的事”为导

向的价值选择，是新时代青年人才应有的

精神气质，也契合国家发展对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

迫切需求。

与此同时，志愿者通过与人民群众的

情感联结，建立起“我与国家同行、我与人

民同在”的身份认同，正是“志愿者事业要

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同行”的生动践行。他们不

再仅仅是“支援者”的外来角色，而是逐步

转变为精神上真正“生根”的建设者与陪

伴者。不少志愿者在服务期满后主动选择

“留下来”，将短期支援转化为长期奋斗，

在西部大地上安家立业、持续奉献。他们的

选择，标志着“人才下沉—扎根发展”的志

愿逻辑正在从个体行为转化为制度性力

量，为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青春动能。

二十余载的探索与实践证明，西部计

划不是青春的“间歇号”，而是成长的“加速

器”；不是人生的“中转站”，而是梦想的“出

发点”。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用行动证

明：青春的底色，因服务而更加厚重；成长

的价值，因奉献而更加闪亮；立德树人的目

标，因西部计划而具体可感、生动可循。

展望未来，西部计划仍将是连接青年

与国家的桥梁，是青年在磨砺中成长、在奋

斗中成才的重要平台。当更多青年选择在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自我，他们必将在

火热实践中锤炼信仰、成就理想，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写下属

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作者张晓红系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理论
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志愿服
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马若雁系中国农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光彩
——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中的立德树人与青年成长路径观察

□ 黄伊筱

还清晰地记得去年九月刚来到陕西铜

川耀州的日子，塬上的柿子刚泛起红边。

我握着粉笔站在教室的黑板前，“四则运

算”的标题旁落下一串歪斜的着重号，袖口

的志愿者徽标沾满粉笔灰，恍若缀着星光。

这是支教生活的第 17 天，翻开作业本时，

满页红叉如荆棘刺痛双眼，却也让我更坚

定地触摸到“信心的力量”——它不仅照亮

孩子的成长之路，更点燃了教育者的初心。

倔强的作业本：从困惑到启航

小涛的作业本总是与众不同。竖式计

算 “36- 4 × 7” 时 ， 他 固 执 地 写 下

“224”，还画了个委屈的笑脸。我盯着他

反复擦改留下的毛边纸痕，突然想起面试

支教团时说的“要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

学”，此刻却像被风吹散的誓言，在秋日

的窗缝里沙沙作响。

他用方言问“括号为啥要先算”时，

眼睛里闪烁的困惑，比塬上的星空还要清

澈，却让我陷入沉思。我忽然意识到：支

教的初心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需以乡土为

纽带，为理论的齿轮注入润滑的温情。

粉笔盒里的魔法：让数字
长出翅膀

第二天的黑板多了一幅彩绘：“阳光

文具店”前，小明抱着 3支钢笔和两块橡

皮结账。我举起自制的卡通钱币，问：“钢

笔 8元一支，橡皮 2元一块，小明带 50元能

找回多少？”小涛悄悄比划“8×3”的手势，

漏风的门牙挤出“先算乘法”时，教室的哄

笑让他缩回脖子。我赶紧递上印着算术机

器人的奖励贴纸：“你帮小明找对了方

向！”，他捏着贴纸的指尖微微发抖，却把贴

纸端正地贴在了课本扉页。

废旧日历纸做的“运算顺序转盘”成

了课后法宝。小涛总把转盘擦得锃亮，指

针转动的“咔嗒”声是我们默契的暗号。

当他第一次在错题本上写对“125-25÷
5”，特意用红笔在旁边画了颗五角星——

这是我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此刻如小

太阳般跃然纸上——那是他为自己点亮的

信心之光。

家访夜话：黄土高原上的星光

深秋傍晚，我踏着碎石路走进小涛

的家。炕头搪瓷缸里的铅笔削得尖尖

的，旧报纸剪成的算术卡片贴满土墙。

爷爷说道：“娃说老师的课像变戏法，夜

里还在炕上比画‘先乘除后加减’。”灶火

映着他害羞的笑脸，我突然读懂了支教的

意义——我们种下的不只是知识，更是让

孩子相信“我能行”的勇气。

双向成长：从红叉到勋章

期末时，小涛的错题本已厚如砖块。

他自创的“运算顺序故事法”被制成

PPT：括号是火车头，乘除是飞驰的轿

车，加减是慢行的自行车。当他在讲台上

磕磕绊绊地给全班同学讲解时，阳光穿过

结着冰花的窗玻璃，在他额角的汗珠上折

射出七彩光晕。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第一

次站上讲台时，校长说的那句话：“教育

不是注满水桶，而是点燃火焰。”

如今再看那些曾经让我失眠的红叉，

竟像耀州窑瓷器上的冰裂纹，成了时光馈

赠的印记。小涛的留言本上画着戴徽标的

老师，黑板算式化作跳舞的小人，他在一

旁写着：“黄老师让数字有了翅膀！”

支教生活教会我，信心从来不是单方

面的给予。当我在备课本上写下“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的运算节奏” 时，那些曾让

我畏惧的课堂困境，早已化作掌心的老

茧，成为勇气的勋章。就像塬上的柿子

树，在寒冬里积蓄力量，终将在春天绽放

出满枝的希望。

信心的种子，终将成林

窗外杨树叶沙沙，一片黄叶飘落讲

台。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无数如小涛般

的孩子正用坚持浇灌信心的种子。乡村振

兴的号角声中，教育扶贫的微光汇聚成星

河——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信

心的点燃者。何其有幸，能与这些星光同

行，在照亮童真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

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第 26届研究
生支教团成员，现服务于陕西省铜川市耀
州区锦阳路街道中心小学）

星光点亮信心
——我的支教笔记

近日，“非遗匠心·国际对话”研学活动在浙江嘉兴海盐通元镇举办，来自9个国家的国际友人身着

汉服沉浸式体验中国礼仪及灶头画、刺绣、大头菜制作等非遗技艺。

吕丽静/摄影报道

青春角色

复旦大学大师剧《相辉》剧照。 复旦大学供图

《谈海玉：离不开的那曲》报道追踪·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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