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3 星期三
责编 周震 ｜ 版式 小宗 ｜ 校对 王丹丹A06 看无锡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排练厅时，刘迦
正与舞剧编导王舸讨论舞蹈动作：“这个
地方，手和脚都要伸出去，这样动作才更
完整”“转的时候要顺着来，你们再配合
来一遍”“最后一部分，要格外注意自己
的情感”……记者发现，刘迦瘦了不少，

状态却很好。他说录综艺太辛苦，所以
瘦了，但舞蹈是自己的本职，再辛苦也觉
得甘之如饴。近日，刘迦工作安排十分
密集，“其实本月我一点空闲时间都没
有，但是知道《歌唱祖国》要在上海演出，
我立马就答应了，这部舞剧对我来说十

分有意义，也是我舞蹈生涯中重要的转
折”。刘迦表示，自己首次尝试跳现实题
材的作品，从到无锡采风到了解王莘的
点点滴滴，从登台首演、重复打磨到此次
的复排，不同的阶段中，导演对于演员有
不同的要求。在此期间，他越来越投入。

笔耕不辍，“四余斋”里赞新风

三国学者董遇云：“冬者岁之余，夜
者日之余，阴者时之余。”告诫人们要珍
惜冬季、晚上、阴雨天这些业余时间，而
马兴生有自己的第四余——“老者，人
生之余也”。如何度过这“第四余”呢？
有人返岗、有人旅游、有人养花，自称

“四余斋”斋主的马兴生则秉持着“乐而
度之”的观点将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得
多姿多彩。

“满腔赤城献乡梓，名利云烟学问
金。而今贤契满天下，四余斋里醉诗
文。”马兴生至今主编、参编了各类书
刊30余种近400万字，其中包括他主
编的《无锡市锡山区军事志》、《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区大典》“锡山区篇”等。
他先后撰写了各类文章40余万字，从
讲述时代变迁、描绘风土人情，到歌颂
好人好事。身为稻香社区的一名老党
员，他还用文字向大家展示社区的风
采：开放式办公，老物展活动被他写进
了诗歌里；“老娘舅王荣庆”、“好邻居
秦金娣”成为他颂扬的对象；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他以诗之名凝聚防疫合力，
写下了《中华战“疫”组歌》赞美“志愿
红”。

退而不休，三尺讲台献余热

退休后，马兴生被邀请到幼儿园讲
国学。他花了两个晚上仔细备课、制作
PPT，在课堂上边放卡通画边讲解，还
辅以手势表情，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有几个孩子听了“马爷爷”的课，回家帮
着家长干起了家务，这让他深感欣慰。

在老年大学，马兴生开设了“文学
鉴赏”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己准备教
学内容。为帮学员节省讲义费，他还自
掏腰包购置了一台打印机，这样的“贴
钱教学”让学员们很是感动。

二十年来，马兴生足迹遍布无锡各
地义务宣讲，弘扬诗词、楹联等优秀传
统文化。他说，年轻时的本事能派上用
场，能为社会继续奉献是最开心的。

学而不懈，“乐中之最”上党课

从学校教学到社会教学，可以说马
兴生和教学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这“乐
中之最”则是上党课。自2007年开始，
他已讲了14年的党课，“这其中的愉悦
充实，是作为全日制教师时不可能有的
感受”。

每当他走上党课讲台以“同志们”

而不是“同学们”开头时，心中油然而生
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为给大家更好地
上党课，他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翻
阅大量报刊、上图书馆找资料、坚持收
看有关电视节目，这也让他感受到了

“充电”之乐。
马兴生讲过“十九大精神”、讲过

“文化自信”、讲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课……他坚持不能“吃老
本”，一定要与时俱进，才能和大家一起
进步。今年，马兴生认真学习了党史学
习教育相关书籍，也多次参加社区组织
的党史学习教育，让他感触颇深。现
在，他又在积极备课，说要为社区党员
讲好下一堂党课。

“人生第四余，自有快乐在，倘能主
动找，则快乐无穷矣。”马兴生说，自己
退休后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讲课。与文
字打交道是“挖脑子”、赶时间的工作，
但他乐在其中。 （潘凡）

“能演绎王莘的故事，是我一生的骄傲”

“四余”老教师，以文赋余热

本月，舞剧《歌唱祖国》迎来演出
“高峰”。随着精品创作、舞美细腻、电
影既视感等标签深入人心，在国内同
类舞剧中的人气和名气迅速攀升。舞
蹈演员刘迦的加入无疑为其锦上添
花。从综艺《舞蹈风暴》到《披荆斩棘
的哥哥》，刘迦不但在专业领域上收获
了高口碑，内敛谦和的性格、刻苦好学
的精神，也让大众对其津津乐道。

近日，刘迦的行程已全部排满，综
艺录制、商业演出、品牌广告……几乎
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但他依然选择出
现在了无锡市歌舞剧院的排练厅里，
与舞者们一起挥汗如雨，他告诉记者：
“能演绎无锡籍音乐家王莘的故事，是
我一生的骄傲。”

“即将发单曲，
作为自己30岁的礼物”

《披荆斩棘的哥哥》即将迎
来收官，刘迦最舍不得的是与

“哥哥们”的分离，“所有的哥哥
住一个宿舍，一起生活、生活、
排练，其实像我教哥哥们跳舞，
节目里并没有播出来，对于我
却是很好的回忆。”刘迦说除了
录制节目还有很多其他的工
作，当然重中之重是回归舞者
这个身份，因为这是自己的
根。他表示，像无锡市歌舞剧
院舞剧《歌唱祖国》的全国演
出，10月在上海、广州举行，11
月在北京举行，希望自己每场
都能参与。当然，回到学校恢
复教员身份，也是他十分期待
的。除了舞者，刘迦还是南京
艺术学院的舞蹈老师，十几年
的表演经历让刘迦拥有了独特
的教学方式，“演员和教员对我
来说是一体的，没有亲身体会，
很难指导学生”。刘迦坦言这
些教学理念和方法深受军艺老
师们的影响：“老师们无私地把
舞台经验传授给我，对我的学
生，我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综艺节
目的舞台上，首次开口唱歌的
刘迦，正准备发单曲：“我跟林
志炫老师学习唱歌，受益匪浅，
这首单曲也是给自己30岁的
礼物。”

（晚报记者 璎珞）

记者发现，比起去年受访时，刘迦
健谈了不少。“因为锻炼出来了，参加综
艺录制，每天都需要说很多话。”这让他
渐渐脱离了“性格内向”的标签，他总说
舞者习惯了与观众进行肢体“交流”，最
怕对着镜头说话，加上他5年的解放军
艺术学院学习生涯，部队的严格管理和
纪律性培养，让他非常自律和沉稳。去
年上综艺节目后“出圈”，接受了很多采

访，尝试了很多新东西，比如射箭，比如
拍时尚照，加上演出了多部舞剧，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他。

刘迦今年30岁了，此前他一直从
事和舞蹈相关的工作，所以有机会可以
让自身突破，他觉得也很不错。他说，
综艺舞台和舞剧舞台真的很不一样，在
剧场用肢体来和观众阐述故事、表达心
情；而综艺通过镜头的语言和观众去交

流，这个是自己以往很少接触的。被问
到是否喜欢上综艺节目时，他低头想了
想说：“近些年的这些综艺让大家更加
关注到舞蹈这个行业并走进剧场观看
舞剧，也让很多年轻人因为看了某个舞
蹈综艺节目，愿意来从事舞蹈演员这个
职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也很愿
意多参加综艺节目，为舞蹈行业发声。”

耄耋之年的马兴生是河埒街道稻香社区居民。初中、高中、职
高、中专……教龄38年的他一直奋斗在语文教育工作的第一线，
因材施教，深受学生喜爱。退休后他笔耕不辍，编书教学，把老年
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本报联合阿里集团天天正
能量进行的2021“最美家乡人”
评选活动已拉开帷幕，您身边
如果有鲜活而生动、温暖有光
芒的最美人物，欢迎通过0510-
88300000 或＠江南晚报微博、
微信向我们爆料。

链接

“为舞蹈行业发声是我的意愿”

“舞剧《歌唱祖国》对我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