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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园里的咖啡店越来越多

了，每个校区能遇见一杯诗意的

咖啡。

不像课室那么严肃，也没有

宿舍的局促，学术与生活交集在

这里，学子们可以写作业，玩手

机，和朋友联络感情，谈论创业，

或参与小组研讨，来场头脑风

暴。咖啡店成了理想均衡的公共

场所，是多元生活的空间载体。

位于光华楼十五楼的星空咖

啡馆是供思想与精神肆意翱翔的

天空。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穹顶倾

斜而下，咖啡氤氲着香气与木质

桌椅碰撞。布满金色尘埃的午

后，三三两两的研讨空间有精致

小巧的格局，兼顾交流与隐秘，适

合自习、聊天、讨论、小型学术活

动。

开在枫林校区二号书院楼一

楼的星巴克有整洁明亮的阒静，

咖啡的香气中，飘流过天马行空

的想象，一桌一椅，医路乘风，适

合自习、讨论。

抹云咖啡是复旦人的专属咖

啡品牌，在江湾、邯郸校区有几家

店。这一抹闲云温柔而随和，悠

闲而向上。师生们在这里思维碰

撞，灵感诞生，智慧迸发，省思萌

芽。

开在文科图书馆旁的 The

Press 则把时光凝固在斑驳的老

墙里，听老物件儿诉说沪上见

闻 。“THE PRESS”既 是 与

Espresso的联系，也象征复旦与申

报的交集，彰显了校友们绿叶对

根的情谊，成为师生们喜爱的第

三空间，适合自习、休闲、讨论、小

型学术活动。

另外还有藏在校园深处的各

种饮料吧，可自习，可吃饭，亦可

圆桌讨论。

天气晴朗，阳光惬意。在每

一个清晨或午后，傍晚或凌晨，有

咖啡和书籍作伴，还有眼前经过

的似曾相识的你，这是多么惬意

的复旦岁月。

实习记者 黄紫铃 沈家怡
实习记者蔡琳陈治佑吴睿涵摄

“美的一课”展示宁静心境和坚韧意志

辛丽丽携上海芭蕾舞团演

员走进复旦，以海派芭蕾为切入

点,现场展示足尖艺术的优雅细

腻之美,为师生们带来与众不同

的“美的一课”。这堂课，海派的

温婉与精细的雕琢相得益彰。

4 月 11 日下午，“大美中国”

系列讲座之《海派芭蕾，美丽绽

放》暨复旦大学第六届书院传统

文化月开幕式在相辉堂进行。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上海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舞

蹈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演员辛

丽丽携舞团演员，带领现场师生

们走进芭蕾。相关职能部处老

师和书院导师们一起参加活动，

和书院学子们共沐文化之风，共

品传承之乐。校党委副书记尹

冬梅在致辞中，对未来更好地利

用各类优质文化资源和平台加

强校园美育建设加以展望，指出

要进一步将“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纳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

随着优美的乐声响起，辛丽

丽带领 6 位芭蕾舞演员示范了

精彩的日常基本功训练，演员们

从把杆练习到地面练习，用优美

的基本功展现芭蕾的规范与严

谨。辛丽丽则在一旁细致指导，

“手，手心，手指，要直”“手小一

点，小一点，手在额上”“两个膝

打开，肩头放正......”指尖的弯曲

程度，眼神的方向，肩头的位置，

每一个细小偏差她都仔细纠正。

这堂舞蹈课只是演员们日

常训练的一个缩影，但可以瞥见

芭蕾之美与训练之艰。舞蹈的

最后，“要享受舞台，也要对观众

心存谢意”，她带着演员们对观

众表达感谢，现场观众回以经久

不息的掌声。

辛丽丽讲述了自己与芭蕾

舞的奇妙情缘。如何成为一名

好的芭蕾舞演员？她给出三个

关键词：训练、坚持、品德。“练习

芭蕾舞是枯燥且痛苦的。”日复

一日的练习与伤疤相伴相生，踮

起的脚尖在一次次与地板的摩

擦中磨出茧。尽管如此，辛丽丽

强调，始终要做的是：练功，不断

地练功。“在芭蕾舞台上，只有忘

我地去练功，忘我地去表演，才

会有成绩。”芭蕾让人学会坚持

和坚强。芭蕾舞演员最好的朋

友是地板和把杆，在舞团里，只

要琴声响起，演员们就一定在练

功。

优雅的芭蕾是舞者足尖诗

意的语言，现场以集体观映的方

式观赏《闪闪的红星》这部经典

芭蕾舞剧的精彩片段。该剧是

一部千锤百炼打磨的红色经典

作品，生动诠释了何谓中国芭蕾

的“本土”创作。辛丽丽以这一

剧目为例，细节性地展现如何用

舞姿讲述中国故事。

辛丽丽分享该剧的创排过

程，表示“一部优秀的芭蕾舞剧，

不仅要结合经典故事中的浪漫

主义和英雄主义，更要在尽可能

保证芭蕾的高雅、讲究的音乐语

言的同时，展现民族特性，唤起

观众最真实的情感起伏。”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2 级

西班牙语专业钱海诺一直知道

跳芭蕾很辛苦，看到舞团成员

现场展示的芭蕾基训课，听团

长讲解，更加直观深刻地了解

到舞者付出的艰辛努力，“希望

以后能多多走进剧场，感受美

的熏陶。”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级本科生何乐从“辛团一直强

调，学习芭蕾舞需要坚持不懈、

养成良好习惯，需要有职业精

神、常怀感恩之心”，感知到“这

何尝不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关键

品质。”

这堂关于美的大课，让师生

们领悟到，海派芭蕾不仅仅是表

演，更是生命韵味与活力的展

现，是我们对美的探索和对人生

意义的不断追寻。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段瑞怀 吴妙丹 林 苗
实习记者罗鹏飞 王诚瑞徐俊摄

闻香寻复旦咖啡闻香寻复旦咖啡

■ 芭蕾基本功训练包括素质训练、技巧训练、形体训练、舞姿训
练等，“开、绷、直、立”是每日的必修课。芭蕾舞演员都有个工作包，装
有剪刀、橡皮筋、橡皮膏、脚尖鞋、练功衣......“芭蕾舞，你只有去爱它、
重视它，才会跳得更好。”舞者们勤奋的练习转化为台上的轻盈姿态，
给观众带来“独特的美”，观众的掌声给演员们带来喜悦感、幸福感。
这种成就感建立在不断的基本功训练之上——芭蕾舞的练习能够教
会舞者：不要放弃。

■ 这是最喧嚣的阅览
室，也是最安静的讨论会。
寻寻觅觅，可以闻见复旦的
味道

非盈利性公益集市活动“春

日集市”4 月 15、16 日在南区学

生超市门口举办。

50 余个摊位沿人行道两侧

一路铺开，摊主们奉上满心的诚

意 ，24 个 奇 思 妙 想 在 南 超 落

地。集市摊位涵盖文化、生活、

艺术创作等方面，两天累计超过

300 位同学参与，募集捐赠款达

千元。

书本教材、文具文创、家居

用品、衣物配饰、手作摆件、标本

玩具，五花八门的物品让人眼

花缭乱。常规摊位之外还设有

特色活动摊位，包括手链制作、

知识竞答、玩偶互动、油画棒体

验……为跳蚤市场增添别样的

色彩和活力。

“Ric 的西文书法与复旦徽

章”摊主是 2019 级中国语言文

学系本科生李睿淇，她说，“把所

获收入投入公益事业，虽然微

薄，但意义非凡。”

“喝呜啊花”摊主 2022 级环

境科学与工程系本科生苏热亚

准备了手包花束和自制饮品，

“从开始有具体想法到最后成功

出摊耗费了两周多，收摊时才吃

上当天的第一口饭。但能参加

这次活动真的很开心，既能为校

园生活带来一份快乐，也是对公

益活动的一种支持。”

2022 级新闻学院本科生何

金檀出摊“小何的冰粉”，“我是

四川人，从小就吃这个，也想让

大家尝尝家乡美食，感受四川文

化。我在这次义卖活动中感受

到劳动者的辛苦，也在奉献中收

获了满足感。”

校团委校园文化中心骨干、

2021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严思琼

说，南超与“公益”是一场完美的

邂逅，“让我们练习如何策划一

场优秀的活动。看到大家都真

心喜欢这次活动，我们觉得既满

足又开心。希望通过这次集市

活动，去探究同学们真正喜欢的

文化活动是什么样子，并以此来

改进之后的文化活动设计。”

校学生会联络发展部刘宇

龙说，活动的初衷不仅是办一个

简单的二手市场，更是创建一个

将复旦人经验、知识、情怀和精

神传递下去的机会。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谢 鑫 朱宸颉 包

雯沁 蒋乐妍
实习记者 蔡 琳 王 雨摄

““物焕新生物焕新生””20232023跳蚤市场举办跳蚤市场举办

■ 集市有趣、有爱、有温度、有烟火气，更有大家为公益事业贡献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