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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校外培训如何避免
“退费难”等风险？

1月 6日，山东省消费者协
会联合山东省教育厅就中小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发布消费提示。家
长务必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进行缴费，切勿把资金转入
培训预收费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
账户（包括私人微信、支付宝等），
避免“退费难”“卷钱跑路”。经了
解，在“校外培训家长端”APP上
购买的培训服务均采取“一课一
消”模式进行监管，上完课后，培
训机构发起消课申请，家长确认
消课后，本节课的费用将划转给
培训机构。超过 7日未进行消课
确认，系统会视为家长确认同意
消课。

缴费流程为：家长使用手机号
注册（校外培训家长端）→首次登
录关联孩子信息→查询机构及课
程信息→线上缴费并生成合同。

□尹训银
《中国消费者报》1月 10日

●日本进入“全员上大学
时代”

日本文部科学省一项最新调
查结果显示，2024 学年，日本全
部公立和私立大学招生名额总
数为 62.52 万，实际入学人数为
61.35万，两者相差超过 1万。入
学人数占招生名额数的比例为
98%，自 2010学年以来首次低于
100%。

日本媒体分析，日本进入“全
员上大学时代”的主要原因是生
育率持续低迷、考生数量减少。业
内人士分析，日本大学“两极分
化”情况正在加剧。一方面，考生
进入顶尖大学的竞争将持续；另
一方面，一些大学可能因缺乏生
源而难以为继。

□张旌
新华社 1月 11日

●12306四大功能可提高
火车票购票成功率

近日为售票高峰期，各位旅
客朋友可使用 12306推出的起售
提醒订阅、购票信息预填、候补购
票、中转换乘等功能，以提高购票
成功率。例如，旅客朋友可通过铁
路 12306开通“起售提醒订阅”功
能，在选择日期后，点击“设置提
醒”，选好出发车站后，铁路 12306
将自动在手机中添加日程，起售
前 5分钟提醒。旅客朋友可于车
票起售当日，预先填写乘车人、车
次、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
时一键提交订单并完成支付。

□李心萍
《人民日报》1月 13日

●象棋“录音门”事件通
报，3人终身禁赛

1月 12日，国家体育总局棋
牌运动管理中心通报了象棋“录
音门”事件调查情况，同时通报了
对赵鑫鑫等 41名违规人员的处
罚决定。其中，赵鑫鑫、汪洋、郑惟
桐被处以终身禁赛。

□祁东
澎湃新闻 1月 12日

南信大“猎罪图鉴”课到底讲些什么？
近日，电视剧《猎罪图鉴

2》刚刚热播完结。如何分析犯
罪心理？如何进行人群画像？
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
称“南信大”），有一门人类学课
程，由宋立军教授主讲，探秘、
解谜独属于每个人心中的人类
学画卷。
《人类学》第一堂课上，学生

们“蒙圈”过后，执起画笔在纸上
速写出各色人物，有的还会附上
人物介绍。这勾起了学生们对
《人类学》这一陌生学科的兴趣。

2020年秋来到南信大工作
之前，宋立军是一位有着 25年
工作经验的老警察。如今，他担
任南信大法管学院教授、监狱社
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除了人类学外，宋立军开设了
《罪与罚》这门通识课。“我希望
同学们通过这两门课程，在看待
罪犯时，可以通过现象看本质，
深入探寻导致犯罪的土壤和环
境。”宋立军说。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
类学，宋立军不止局限于书本上

的理论知识，而是辅以各类网络
影音资源的实际案例，将身边的
“人类学”展现在学生们的面前。
“教学与做研究是相辅相成
的。”宋立军说，自己在研究犯
罪心理学时，想要了解犯人的
真实情况，就与他们同吃同住，
将自己融入其中。

有一次，宋立军带领四位同
学访谈一名刑满出狱人员，学生
们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提纲问道，
“出狱后遇到什么困难吗？”当得
到“坐地铁和打出租车都不方便”

的回答后便不再追问了。宋立军
立刻引导学生深入追问，最终得
到结论：电子支付的普及使得部
分出狱人员难以融入社会，可以
在监狱里推广“互联网 +教育”
模式，帮助犯人提高社会适应能
力。这次访谈，让学生们明白了
什么是深度访谈、如何让受访者
讲故事，如何分析、推导出更有
效的结论。

□朱艳林郭萌萌
黄嘉欣丁琦杨甜子

《扬子晚报》1月 11日

书林

近年来，无人机在人类社会
的广泛应用已使其褪去神秘的面
纱。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相
信大多数人都已关注到无人机对
现代战争面貌的改变。这种新式
武器不同于以往任何军事科技，
它虽有艺术品般的复杂构造，但
操作起来却如同傻瓜相机一样简
单———只需轻轻一按，它便可平
地登天，呼啸升空。一旦发现敌
人，只要轻轻一点，它便悬停于半
空中，如鹰隼般注视着猎物。再稍
一用力，按下发射键，一个鲜活的
生命便被终结了。

技术的发展必将激起思想的
涟漪，新问题的出现呼唤着新的
答案。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的
《反思无人机》正是这样一本回应
时代之问的杰作。作者将无人机
所引发的问题分为五个章节进行
探讨。在“死亡伦理”一章，作者否
定了无人机是“最人道主义的武
器”的观点，直言不讳地指出无人
机不过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军
事暴力工具，赋予了使用者生杀
予夺的大权。紧接着，在“杀戮权
的哲学原则”中，作者讽刺地将无
人机称为“伪善的杀手”，它凭借
美国政府颁发的“杀人执照”，便
可以肆无忌惮地实现法外处决。
至此，无人机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已昭然若揭。

在书的尾声，作者满怀人文
关怀地呼吁大家关注技术变革
所带来的压迫，并表达了对技
术知识沙文主义日益盛行的忧
虑。他说：“技术并非不可战胜，
这是一个让我们陷入消极被动
的神话。”“促使社会变革的真
正力量蕴藏在别处，在社会广大
的受压迫阶层身上，我们必须向
他们伸出援手。”《反思无人机》
探讨的不只是无人机，还是全人
类的命运与未来。试想，一个越
来越不需要人的时代，人将何去
何从？

阴 张森茂
文汇报 1月 9日

无人机时代
人将何去何从？

教人育心

最高检联合 21所高校讲课 220次

姻延伸阅读

2023年 10月以来，全国部分高
校的法学院迎来“新面孔”———具有
丰富司法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功底
的检察实务专家走上高校讲台，结合
自身办案经验，向初入法学殿堂的学
子们讲述检察履职、检察改革中的各
类前沿问题。一年多以来，最高检已联
合 21所高校开展“检察实务专家进校
园”活动，已在高校开讲检察实务课程
220次，覆盖学生 2.2万余人次。

最高检将“检察实务专家进校
园”师资课程分门别类做成“菜单”提
供给合作高校，合作高校则根据教学

需求和学生意愿进行“菜单式选
学”。记者梳理发现，“职务犯罪”相
关课程被多所法学院校高频“点
单”。2024年 10月 19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委会委员、职务犯罪检察
厅厅长张晓津来到清华大学，他说，
当前职务犯罪存在着“寄生性”腐败
突出、利用影响力腐败频发等特征。
我国反腐败斗争仍处于攻坚阶段，
对于职务犯罪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手
段需要与时俱进。

□刘
《南方都市报》1月 10日

无人机别乱飞

姻法务链接

如今，很多人在旅游时会带
上无人机记录沿途的风景。但也
有个别人员利用无人机违规巡
飞，拍摄涉密设施、敏感地区并在
互联网进行传输、分享，造成失泄
密风险隐患，危害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在放飞
无人机时，一定要注意确认所在
区域是否是禁飞区，禁止利用无
人机违法拍摄军事设施、军工设
施或者其他涉密场所；禁止非法
获取、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违法向
境外提供数据信息。

阴 安平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

男版天鹅：芭蕾舞剧，传奇共赏
□马霞

放眼群鹅，惟伊头顶王
冠，妍姿中透出郁悒，纤柔而
不失高贵。正与邪，爱与恨，在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加持下，足
以酝酿一场史诗级的悲喜“童
话”。这是古典芭蕾舞剧《天鹅
湖》中被恶魔变成白天鹅的奥
杰塔公主的形象。

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俄国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
品。该剧主要讲述王子和公主
坚贞浪漫的爱情故事。近年来，
每至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际，
各种版本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会在中国各地竞相上演，争奇
斗艳，颇具“鸿鹄一再高举，天
地睹方圆”“有美人可语，秋水
隔娟娟”之态势。

据悉，建团即驻演“冬宫”
超 10年的圣彼得堡国立柴可
夫斯基芭蕾舞团，即将首次来
华，于 1月 29日大年初一在北
京保利剧院梦幻上演四场，接
着开启巡演；1月 19日，广州
将开始高清放映英国国家芭蕾
舞团的标志性编排作品———
《环形舞台版天鹅湖》；2 月 18
日起，上海芭蕾舞团 10年前邀
请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
监德里克·迪恩担任编导、推出
的经典版《天鹅湖》，将再次上
演，强势打造中国芭蕾舞界前
所未有的“天鹅海洋”。

男版《天鹅湖》：孤独与觉醒
作为古典芭蕾王冠上最闪

耀的明珠，芭蕾舞剧《天鹅湖》
无疑是改编版本最多的芭蕾舞
剧。这其间，马修·伯恩编导的
现代芭蕾舞剧《天鹅湖》，是最
不像芭蕾的芭蕾舞剧。

2024年 12月 30日，在北
京南阳剧场举办的东城区戏剧
普及活动上，放映了马修·伯恩
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高清舞台
影像。

该剧沿用柴可夫斯基的原
创音乐，剧中天鹅皆由男演员
饰演，俗称男版《天鹅湖》。最大
的遗憾是演出舞台太小了，甚
至局促得很。在作为“戏中戏”
的歌剧院舞蹈表演结束前，一
切尚显平庸乏味，像是在演绎
一方落后小人国的垂死挣扎。直
到王子投湖前，一只梦幻中的天
鹅掠过湖面，好戏才刚刚开始。

男版《天鹅湖》塑造了一位
受困于女王及宫廷生活的王子

形象，其精神世界宛如德国作
家君特·格拉斯小说《铁皮鼓》
中的奥斯卡，一样欠缺爱的交
流，一样看多了周遭的伪善，他
们谢绝长大。王子的孤独和忧
郁，恰恰证明他是觉醒的。精神
病院是他们共同的中转站。

熟悉宫斗剧的中国观众，
如果联想武则天与几个儿女间
的微妙关系，不难理解男版《天
鹅湖》大抵又是一出比较老套
的故事。入宫之前武则天俨然
与剧中的女王一样，对小儿女
之态颇为不屑。据史料载，当时
武则天跟寡居的母亲杨氏告别
曰，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
为何还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
呢？武则天从登基为帝，到晚年
宠幸男宠薛怀义、张易之、张昌
宗、沈南等，与剧中不甘寂寞的
女王几无二致。

男版《天鹅湖》问世三十年，
即使通过高清影像屏幕观其演
出盛况，仍令观众心驰神往，慨
叹老子《道德经》所云，“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
畋猎令人心发狂”。

当然，某些桥段疑似倚重
于大众文化中长期走红的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如恋母情
结、性取向等，随着学术一再被
证伪，及新科学的更新，其情感
张力应有更多可改进的空间。

东西方天鹅意象对比
1875年开始创作的首版芭

蕾舞剧《天鹅湖》首演失败，至
1895 年经两位大师级编导伊
万诺夫和彼季帕重新编排、成
功跻身古典芭蕾舞剧“三大经
典”行列，走了整整二十年。百
年后的 1995 年，19 岁的英国
小子马修首次观赏《天鹅湖》。
不识乐谱的他，正是依靠反复
聆听原作版专辑感受音乐性
格，才得以构思出了男版《天
鹅湖》剧情。

当其时，英王室正处于混
乱的局面，戴安娜王妃像一只
受伤的天鹅，为其过于“拥挤”
的生活黯然神伤。不一样的文
化“包容”下，该剧顺利出炉，
屡获殊荣，给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观众以全新的不乏自我观
照式体验。2016年，马修·伯恩
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
予爵士荣誉。

纵观西方语境，天鹅具有
多重意象，与爱、欲、死亡等不
无干系。各种版本的《天鹅湖》

充分展示出天鹅在西方语汇中
所蕴含的华美、神秘、昂扬的气
质，尤其是叶芝诗歌所咏叹的，
天鹅是青春的化身，抑或破灭
的理想、压抑着的文明的象征。
中国观众亦可以从中感悟东方
天鹅意象所特有的吉祥、庄重、
卓越等天性。
《天鹅湖》是所有古典芭蕾

舞团的保留剧目。比较而言，实
力雄厚、一向以《天鹅湖》群舞
齐整而令人惊艳的中央芭蕾舞
团（以下简称中芭），不乏高超
而深厚的舞蹈实力和艺术造
诣。尝观赏中芭《天鹅湖》，结尾
以悲剧告终。虽难以释怀，仍不
由感佩中芭勇气可嘉———对于
国人习惯大团圆的结局，如此
处理也算是挑战了。

芭蕾足尖鞋：自由与解放
习过芭蕾舞的圈中人有

一个不无夸张的说法，即看芭
蕾其实就是看“脚尖”，看演员
足尖的各种范式，表现力，情
境……是否相宜，漂亮。在男版
《天鹅湖》中加入了现代舞和爵
士舞的元素，随着场景的“丝
滑”切换，酒吧牌匾与公园湖畔
贴心而必要的文字提示，审丑
与审美极致爆发。男演员饰演
的羽衣赤足的天鹅，竞相散发
着硕壮而自然的生命力，狂野
之美自不待言。当然，如果多转
几个圈，他们的脚底也不会太
过好受。

单说女演员的双足，在男
版《天鹅湖》中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解放。以往为了美，为了让身
子显得更长更挺拔，她们的脚
尖不得不立起，一边火烧火燎
忍着剧痛，即使足尖渗出鲜血，
惟有默默忍受，边跳边祈祷双
足尽早麻木，方得短暂的解脱。
在该剧中，她们踩着精巧的带
跟的鞋子，得益于多层而时尚
的礼服，曼妙的舞姿愈发妖娆
且接地气。加之强烈的戏剧性，
观众的观剧“负罪感”有所释
然，不用良知时而“绷紧”，心疼
演员们在“献祭”美的同时，身
心如何备受煎熬。

芭蕾舞蹈家谭元元曾表
示，有一次演《奥赛罗》时脚踝
受伤，是打了封闭才上台的。
“如果没受过伤，你一定是外星
人。”她说，为了展现一种极致
的美，女舞者必须拼命踮起
脚，“芭蕾是一门残酷而美丽
的艺术。”

传统的足尖鞋艺术，因重
于炫技与主客间的程式化表
现，曾屡遭质疑与诟病，甚至有
人以畸形和没落为之唱衰。毋
庸讳言，艺术定式的确会衍生
非正常的观演模式，这也是不
争的事实。文明的进步，有赖多
元文化的比较和鉴别。挖掘之，
共享之，借鉴之，才能更好地推
动变革性发展。

正如马修·伯恩舞团的名
字———新冒险（New Adventures），
新经典剧目的诞生，往往伴随
着环生的险象。富有诚意的冒
险总是值得的。对此，恩格斯一
言以蔽之，“文化上的每一个进
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由中芭制造到中芭创造
2024年 12月 5日，中芭携

剧团经典之作玛卡洛娃版《天
鹅湖》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歌
剧院，亮相“2024国家大剧院舞
蹈节”。剧终公主与王子忠诚誓
言、双双投湖自尽，但尾声又让
二者在天堂得以重聚。

当年《天鹅湖》经典舞段的
排演，堪称中芭“建团初期的基
石”。建团 65 年来，中芭对于
诸多经典剧目的排练演出，可
谓积累有余，时有创新。第一
代“中芭人”推出了让国人引
以为傲的舞剧《红色娘子军》。
其“对打”借助了京剧范式，演
员赴山西大同体验生活，打靶
操练夜行军，是下基层经历过
实实在在生活洗礼的作品。中
芭的交响芭蕾《黄河》，常使观
众热泪盈眶。

中芭剧目从早先请电影导
演张艺谋执导，朱妍、张剑等
主演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
高挂》，到芭蕾舞剧《敦煌》《红
楼梦》等，堪称东西方艺术融
合的有益尝试。然而惊艳之
余，何以尚觉惊喜不足，看着
不过瘾？是否过于拘泥原著，
创意有失保守？无论如何，在
主旨深入人心与彰显时代精
神上，中芭引进、复排，尤其是
创作的作品，其美学追求似乎
仍有原地“挥鞭转”之嫌。英国
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艺术总
监大卫·宾特利也曾提出建
议，认为中国编导应重视音
乐，应从音乐上找灵感、找故
事、找突破。

是中芭制造，还是中芭创
造，这是个问题。
（作者系本报记者）

2024年 12月 14日 ，北京

老舍剧场，男版《天鹅湖》高清放

映现场导赏嘉宾：文艺评论家程

辉（左）、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

教授张朝霞（右）。马霞摄

马修·伯恩版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艺苑

 

mailto:fzwc_lg@legaldaily.com.cn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FW--4.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