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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晚，第七届江苏省文
艺大奖·舞蹈奖颁奖典礼，在无锡文
化艺术学校实验剧场闭幕，作为省
内最高级别的舞蹈奖项，来自全省
的68支队伍近400名舞蹈演员在5
天时间里大秀舞姿。此次，无锡有
10个舞蹈作品参赛，最终斩获8个
奖项，来自无锡市歌舞剧院（江苏民
族舞剧院）的群舞《道路》，获表演奖
和优秀创作奖两项大奖。

江苏省文艺大奖·舞蹈奖评选
两年举办一次，是省内舞蹈类最高
级别的奖项。此次共有68个节目
参与角逐，无锡有10个节目入围决
赛。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葛丹绮表
示，与往年相比，今年舞蹈作品很

“新”，大多都是新创作的，作品主题
结合每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无锡市歌舞剧院创作
的最新群舞《道路》，用舞蹈的方式
讲述了1921年的那个夏天，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
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
并顺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节奏沉稳且庄重大气，
跳的时候格外有力量。”舞蹈演员蒋
雨昊表示。在排练舞蹈时，所有参
与的演员首要任务不是学动作，而
且对红船精神进行深入了解，“了解
了红船背后的故事、历史，在跳舞时
才能更好地代入情绪。”

江苏省文艺大奖·舞蹈奖一直
都是以展示江苏优秀舞蹈成果、推
出优秀舞蹈人才为目标的，“这次比
赛中，新人还真不少。一个院团如
果没有新面孔就意味着没有进步，
缺乏人才梯队搭建。”葛丹绮表示。
记者发现，四个针对“新人”的奖项
中，无锡就有5人获奖。无锡文化
艺术学校胡鑫茜、周思进获江苏舞
蹈新苗；江南大学孙艺嘉获得江苏
舞蹈新秀；无锡文化艺术学校潘俏
获江苏优秀舞蹈新苗；无锡市歌舞
剧院李孟洁以舞蹈《美丽的阿依
汗》，获得江苏青年舞蹈演员称号。

“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得奖。”
24岁的李孟洁去年摘得江苏省舞
台艺术优秀青年人才称号，得知自
己获奖后，她激动地表示，自己
2020年 7月1日学校毕业，2日来
到了无锡，3日就上班了，正好赶上
舞剧《歌唱祖国》的排练，“运气太好
了，无锡就是我的福地。” （璎珞）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敦睦中学为中共组织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在 1938-1939 年
间，多名中共党员在敦睦中学

“任教”，收集情报并开辟地下党
联络点，为开辟锡南抗日局面作
准备。以杨石平为首的地下党员
以敦睦中学为阵地，在师生中宣
传救国图强，开展民运工作，教
授唯物主义，借出《大众哲学》等
革命书籍给学生阅读。一大批初
中学生接受革命教育，参与游击
队、抗日民运工作队等组织，在
先辈们的影响之下走上革命的道
路。

2009年，无锡市雪浪中学搬
到了敦睦路上，校训沿用了从前

的“敦睦”二字。现任校长张锋介
绍，虽然敦睦堂的原址早已不复
存在，但为了纪念敦睦中学的辉
煌历史，2016年在现址上一比一
还原了敦睦堂的原貌。

无论学校如何变迁和发展，
敦厚诚信、友善亲帮的敦睦精神
始终陪伴着每一代学子。“敦睦堂
的合理开发利用，必须摸清底子、
规划先行，建立在不损坏遗产价
值的前提下，这是一条底线，也是
不可突破的‘红线’。”张锋表示，
未来敦睦堂将被打造成校史文化
中心、团队创建中心以及心理专
业辅导室，继续见证着学校、老师
和学生们的成长。
（晚报记者 殷婉婷/文 李霖/摄）

比起文学、艺术、风物，建筑可谓一座城市显性而耀眼的精神封面。老建筑，
是一座城市传统文化的精髓凝结，是不可再生的最独特资源，传承着千年文脉基
因。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城市里的许多建筑或许早已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但
独特的老建筑仍然提醒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根”在哪里。

经普查、筛选、认定、论证，目前无锡共有236处保存完整、特色显著的历史
建筑列入保护名录。今天起，本报开设《阅读老建筑》专栏，我们一起通过阅读城
市的老建筑，回溯时光隧道，延续历史文脉，展现城市风貌。

走进无锡市雪浪中学，一

座东西朝向的古朴小洋房映入

眼帘。这就是“敦睦堂”，其前

身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

溪山敦睦 桃李成蹊

由二开间三进构成，中间
有小天井，第三进后有间二层高
的平顶屋，三进二层楼上有三间
楼阁，总占地面积380平方米。

所有建筑均为砖木结构，
外墙是典型的清水做法，充分
体现了民国中西合璧洋房的
建筑特色。

根据记载，敦睦中学最初是
1938年由烧香浜肖氏家族牵头，
在原肖氏敦睦小学的基础上创办
商业中学部。烧香浜肖公祠是锡
南望族名祠，内有一块“敦睦堂”
的牌匾为清朝名将左宗棠手书，
学校因此得名“敦睦”二字。

当时无锡民族工商业已经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肖氏家族本
就是当地的名商，特设立这个学
校专门开设簿记（类似于现在的
会计）课程，为当时培养输送了
一大批从商人员。最初的校址
设在肖公祠内，后来因规模扩大
才向本地工商人士徐汗卿借用
了他的洋房作为校舍，也就是今
天留存下来的敦睦中学的旧址。

敦睦中学与当时的华庄中
学、振业中学和锡南中学四足而
立，规模和办学条件虽不如其他
三家，但学风和校风优良，时称
锡南学校中的“小家碧玉”“闺中
一秀”。

75 岁的退休教师董萼英回
忆，在她还是学生的年代，敦睦堂
的一层作为教室，初一、初二、初三
每个年级各设有一个班。那时一
个学期的学费是一两块钱，老师们
都是和蔼可亲，有教无类。美术
课、音乐课、体育课等课程也都有
专业老师来教授，与现在学校里面
的课程几乎没有差别。

老师们的办公室设在二层，
那里还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并

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住校，只有
家里距离学校足够远的孩子才
行。董萼英告诉记者：“我家距离
学校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同
班的其他很多同学都需要走上一
个多小时的路来上学，风雨无
阻。”那时学校是不提供午饭的，
孩子们的午饭都比较简单，从家
里带些粥和饭就能填饱肚子。虽
然求学条件很是艰苦，但孩子们
各个学习热情高涨。

定位：
无锡市雪浪中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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