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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距离 6 月 6 日东南
大学 120 周年校庆一百天之际，东南
大学在 120 年前的建校地——四牌楼
校区举行特别的倒计时 100 天仪式。
活动现场，全球校友地标点亮接力、
“云捐赠”平台启动、倒计时百天
纪念封与明信片首发、“元宇宙”
建设启动等一系列活动纷纷亮相。

东南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南京，
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大学。
学校创建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
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
大学等重要发展时期。

为了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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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在江苏南京，东南大学举行校庆 120 周年倒计时 100 天仪
式，倒计时牌揭幕、“我爱东大”全球校友会城市地标点亮接力启动、“云
捐赠”平台启动、校庆志愿者招募、倒计时 100 天纪念封与明信片首发等一
系列活动亮相。图为为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师生校友参与到校庆活动中，东南
大学 120 周年校庆“元宇宙”启动。� �泱波 / 摄 

120 周年校庆倒计时 100 天 
东南大学启动元宇宙建设 

校友零距离地参与到学校庆祝活动
中，学校启动东南大学 120 周年校
庆“元宇宙”建设。东南大学党委
副书记邢纪红介绍，学校将依托网
络“云平台”，进入校园“元宇宙”，
组织“云返校、云点亮、云祝福、
云课堂”等系列线上活动。

“‘元宇宙’基于区块链、建
模和立体 3D 等技术，打造跨越时空
的线上交互载体。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我们每个人都能加入东南大学

‘元宇宙’的完善与发展之中，在‘元
宇宙’这片土地上留下属于我们自
己创造的痕迹。”校庆“元宇宙”
项目开发团队成员、东南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 2020 级本科生游弋说。
活动现场，东南大学 120 周年校

庆倒计时 100 天纪念封与明信片首
发。纪念封和明信片均采用东南大学
大礼堂黑白、泛黄的老照片为主图。
纪念封上倒计时“100”天的字体设
计模拟复古翻页时钟的视觉效果，融
合了大礼堂与六朝松的图形，象征东
南大学的源远流长与勃勃生机。

当日，东南大学师生、校友在校
园里的临时邮局加盖《东南大学 120
周年校庆倒计时 100 天》纪念邮戳，
将校庆的喜悦、祝福和邀约寄向远方。
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明信片“会说话”
的“有声邮局”也亮相现场。

中国曲协副主席盛小云：传统曲艺破局须破圈

“疫情总算平稳下来了，春天也
在路上了。盼望着这片土地早日复苏，
大家一道迎接崭新的篇章。”3月9日，
家住苏州昆山的台胞们纷纷在朋友圈
中表达喜悦之情。苏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指挥部 3 月 8 日晚间发布
公告，该市全域自当日起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在昆山，两岸同胞再次携手
于本轮疫情大考中取得胜利。

昆山市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
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
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截至 1 月底，该
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5641 个，其中
增资项目 2590 个，投资总额 678.13
亿美元。

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新
任会长孙德聪近来有些忙碌：组织台
企台胞协助抗疫、协调台企节后复工
复产。他对中新网记者表示：“昆山
一直致力于打造台商的‘精神家园’。
本次疫情中，昆山市各部门对台胞台
企用心服务；台胞台企也全力助力昆
山市防控疫情。充分体现出‘两岸一
家亲，携手抗疫情’。”

在台商圈中，孙德聪此次从台湾

返回昆山的故事广为人知。返程前
提前预约登记，落地后准确引导，
隔离中精心服务，昆山市针对台胞
返程的全流程服务令包括孙德聪等
人直呼贴心。为此，昆山市专门成
立了台胞有序返昆工作专班，多部
门加强协同配合，确保接驳转运、
后续管理全流程安全可控，并妥善
解决隔离中的台胞子女和伤病陪护
等需求。昆山市台办的统计数据显
示，2 月 1 日至今，累计返昆台胞达
1700 多人，在此期间保持转运零事
故、人员零感染。

本轮苏州疫情期间，昆山市台
办为台企厂区全面核酸检测对接医
护需求，协调安排志愿者前往用工
较多的台企协助开展核酸检测。随
着疫情逐渐消退，及时引导台企在
确保疫情防控不松懈的同时，全力
以赴开工运行。对台胞们也始终坚
持同等待遇。

与此同时，感受到大陆温暖的
台胞台企们也纷纷捐资出力，共克
时艰。昆山市台办统计，疫情期间，
台企捷安特捐献 200 多顶帐篷、膳魔

师送来 10000 只保温杯、统一集团提
供 40000 箱食品饮料；昆山市台协会、
昆山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昆山慧聚慈
善基金会等筹措捐赠了电热马甲、即
食食品等物资。昆山全市台企及各类
组织通过各类渠道捐献的物资总额超
过 140 万元人民币。

台胞们也以各种形式投身于疫情
防控之中。台资宗仁卿纪念医院派出
包括 6 名台籍医生在内的多名医务人
员参与支援异地核酸检测、发热门诊
等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共向昆山周边
地区支援医护人员近 300 人次、采样
10 余万份，累计为昆山本地核酸采
样派出医护人员 400 人次、采样 20
余万份。

此外，陈国华、郑佑诚等一批从
事餐饮业的台胞连夜为高速查验点的
执勤人员送去黑糖姜茶、盐酥鸡、墨
鱼丸汤等台湾特色食品，令工作者们
暖心更暖胃。台胞志愿者们更是主动
前往防疫一线人员的家中提供志愿服
务，参与维护秩序、发放核酸采集登
记卡等工作。在无情的疫情面前尽显
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 钟升 / 文

“要通过 120 周年校庆，进一步
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构建育
人新格局，集聚一大批醉心学术、崇
尚学术的大师，涵育具有家国情怀和
国际视野，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
的领军人才。同时把校庆工作与人才

引育、学生培养、科研创新、学科
建设、合作发展等多项工作融合协
同，要认真总结东大历史、凝练东
大精神、讲好东大故事，提高学校
的海内外影响力。”东南大学校长
黄如说。 徐珊珊 / 文

“秋鸿折单复难双，痴人痴怨恨
迷狂……”今年年初，一曲名为《神
女劈观》的传统曲艺唱段风靡海内外。
这段源于游戏的唱段在引发无数国外
玩家对中国传统曲艺追捧的同时，也
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
主席盛小云感叹，传统曲艺在当下仍
有“破圈”圈粉的强大魅力。

盛小云出身于苏州评弹世家，自
小与曲艺结缘，并成长为远近闻名的
评弹演员。面壁十年图破壁，作为传
统曲艺代表曲种的苏州评弹在当下的
传承与发展，一直都是盛小云倾注大
量心力的议题。在她看来，传统曲艺
的“破局”必须先“破圈”。

在人们的印象中，传统曲艺的受
众往往是高龄人士。据盛小云介绍，

随着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评弹频
频现身于各类影视作品，“到了苏州
听评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
同时，盛小云等人也积极针对年轻人
的偏好，为他们量身定做新式评弹。
“之前我们的评弹《雷雨》到近百所
学校巡演，反馈非常好。我的学生袁
佳颖就是听了《雷雨》后报考的苏州
评弹学校。”就这样，评弹与受众“双
向奔赴”，一道携手年轻化。

在盛小云看来，虽说传统艺术有
政府的财政扶持，但被“养着”终究
不是出路。“传统艺术应当有自己的
造血机制。我们要把传统曲艺打造成
一个文化产品，进入市场自己养活自
己。”

不久前，盛小云和摇滚乐队合作，

倒计时 100 天：
东南大学举行仪式迎接校庆 120 周年

完成了作品《重临西湖》。在音乐平
台上一经推出，不到一周就获得了上
千万的点击量。今年的元宵戏曲晚会
上，盛小云的学生袁佳颖与西北民歌
手共同演唱了新乐府《塞北江南》，
也广受好评。

盛小云认为，这就是打破不同艺
术形式间壁垒的一个成功尝试，“对
于大批喜欢流行音乐、民歌的年轻听
众来说，他要是觉得评弹好听，就会
想来探究一下，哪怕只有 1% 的人喜
欢上了评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人数
了”。

有人觉得盛小云的做法是离经叛
道。她却看得很开：“我一直说，传
统艺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才能
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所谓的‘经
典’，不应成为限制传统艺术发展的
桎梏。”

打破年龄层、打破受众面，如今，
传统曲艺甚至打破了“次元壁”，开
始出现在游戏之中。对此，盛小云笑
言：“之前我家孩子沉迷玩游戏，不
喜欢听我唱评弹时我就想过：总有一
天我要把评弹加到游戏里，让你不想
听也得听，现在终于有人把这个想法
实现了。”

“做游戏的人，赚钱是放在第一
位的。他们会选择传统艺术，主动把
传统艺术加入游戏中，恰恰说明传统
艺术是能带来收益的。”而《神女劈观》
通过游戏出海，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
关注的案例，也令盛小云相信，传统
艺术可以借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二
次元”形式走向海外，收获异域的粉
丝。一如《神女劈观》中所唱�：“曲
高未必人不识，自有知音和清词。”
� 钟升 / 文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开启春日游园会
������3 月 4 日，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女生身着古装走进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
在古礼仪式中开启春日游园会。��������������������������������������������������������泱波 / 摄 春龙抬首 鸿运当头：萌娃体验民俗

�������3 月 5 日，专为小朋友们定制的孩子王“春龙抬首�鸿运当头”民俗风情
体验活动在江苏南京建邺万达广场举办，开展“开笔礼”“剃龙头”“舞龙”
等系列活动，寓教于乐，传播传统文化。图为当日，身着古装的萌娃在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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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梅花山梅花迎来最佳观赏期
近期由于温度适宜，南京梅花山迎来最佳观赏期。图为在 3 月 6 日航拍

的世界文化遗产南京明孝陵内的梅花山。� 泱波 / 摄 

江苏昆山：两岸同胞的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