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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击 锣 鼓 ，抬 龙 头 ，摇 狮

尾⋯⋯这场面竟发生在大学选修课上，

你敢信？近日，位于桐庐的浙江工商大

学杭州商学院新开设了一门体育选修

课——舞龙舞狮。不得不感叹，现在的

大学太会“玩”啦。

“全校只有 30 个名额，真的很难

抢！”课程刚开，就吸引了众多学生。

作为今年新开设的一门体育选修

课，舞龙舞狮课程通过系统的教学与实

践，让同学们深入了解舞龙舞狮的渊源

内涵、艺术特色及基本技巧，培养同学们

的身体协调性、灵活性和团队合作精

神。同时，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热爱与传承意识。

舞狮课上，同学们两两组队，狮头的

扮演者通过左右摇摆狮头，模拟狮子观

察四周的动作，还可以通过狮头内部的

一组线控制狮子的耳朵和眼皮，表现出

狮子的灵动神态。

但是上课之后，同学们才发现舞龙

舞狮“没那么简单”——环设 2301 的钱

涵雨说：“课上看着龙头在老师的手中自

如穿梭，等到自己举起来才发现动作远

没有那么简单，龙头有 15 斤重，手臂很

快就酸了。连续摆动龙头时，龙头也很

难按照预期轨迹摆动，动作生硬不自

然。”

“上完这门课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有趣’。课程让我体验到了新奇，学习

了新知识。”商英2301的黄晨宇说。

授课老师赵德提到，学院开设的有

关传统文化的体育课教学虽然形式严

谨，但更需要理论知识的深入讲解。鉴

于此，赵德老师希望打破常规，寻求创

新，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让

学生深入了解竞技体育的精神，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戴江影 陈灵超 邓晓忠 文/摄

上课学舞龙舞狮

桐庐这所学校
太会“玩”

11 月 8 日，早上六点，天刚亮，76 岁

的朱招娣就出门买菜了。

这一天是他们社区的大日子——邻居

节，“一年了，老邻里们又可以聚一聚了”。

一个小时后，61岁的方明已经搭好灶

台、戴好围裙，就等着朱招娣和邻居们一起

把菜拿回来开火。

方明和朱招娣都住在杭州十五家园

35 栋，将近 40 年的老邻居，一个在一楼，

一个在7楼。

从十五年前的 2009 年开始，在朱招

娣的倡议和组织下，除了疫情三年，每年的

11月他们都会邀请街坊邻里一起吃顿饭，

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二次。

方明负责掌勺，邻居们都来帮忙，你洗

菜、我切肉⋯⋯互帮互助间，满满八桌菜火

热出炉。

“第一年，我记得只有 3、4 桌。去年 7

桌，今年8桌了，人多好啊，热闹。”

最近，由蒋欣等主演的《小巷人家》圈

粉不少，有人感慨这是杭州版的《小巷人

家》。为什么要办邻居节，朱招娣说，“我也

是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来的。”

96岁老人坐轮椅也要来的“小巷聚会”，已成许多老邻居的秋日期待

热热闹闹八桌人，开开心心一顿饭，这就是杭州版《小巷人家》

十五家园里，有个约定已经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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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元团圆饭，到社区大日子
老人坐着轮椅从闲林赶来

在朱招娣的记忆中，十五家园是由文龙巷、健康

路、三角荡、贡院等多个居民区合并而来，“从小大家

就生活在一起，都很熟悉的。”

每年整个单元都有在一起吃一顿饭的习惯，凑

在一起，老一辈买菜、烧饭，年轻一辈就在边上搭手。

随着老一辈的年纪增大，“团圆饭”传到了小一

辈的手里，朱招娣正是他们中的“老大姐”，“退休前

我也常常给学校的孩子们烧饭，得心应手。”

这些年，城市发展快，很多邻里的子女都买了

房，把他们接走了，搬去了城市的其他地方。“见面少

了，但电话问候还是有的。”

当朱招娣一一打电话通知他们，邻居节要开了，

记得回来吃饭时，大家都满心欢喜。

“最大的老人已经96岁了，接到我电话的时候，

一个劲说：‘要来，一定要来’。”朱招娣说，当天这位

老人坐着轮椅，从闲林赶来，吃得很开心。

除了闲林，还有人从丁桥过来，一些搬出杭城的

邻居也都赶了回来。唯一的遗憾是，有位邻居因为

摔伤没能来到现场。

朱招娣希望，“每一年都能看到大家。”

大家到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挽起袖子帮忙，

“不让带东西，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就好。”

当天的菜品都提前和大家确认过，“我们烧什

么，大家就吃什么，最后一起 AA。”考虑到时间问

题，鸡鸭等复杂的菜提前一天准备：“鱼、蔬菜都是当

天烧，保证口感和新鲜。”

“小巷聚会”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
明年，希望更多桌数更加热闹

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从 2009 年到 2024 年，

“小巷聚会”的变化在发生。

人变得更多，帮手也变多，十五家园社区、小区

物业都加入了进来。

“去年我们就计划参加，但临时有事，只安排几

名员工来。”小区物业经理徐志国说，参加的员工事

后和他说，没参加真的太可惜了，这样的聚会氛围太

好，“今年说什么我们也不能错过。”今年，徐志国提

前和朱招娣打好了招呼，“我和朱妈妈说，一定要叫

我们，有什么事就招呼。”

提前腾空场地、帮忙搬座椅⋯⋯过程中，还有不

少附近的居民来问，能不能参加，但受限于场地，只

能一一婉拒，“原本定的每桌10人，不少桌子已经加

到了十二三个。”

“明年，我们争取提前准备好更大的场地，让更

多的居民参与进来。”徐志国说。

聚会那天，现场还有很多来自长庆街道党建联

建单位的志愿服务，比如口腔护理、理发等。

十五家园社区书记郦娜表示，现在的邻居节已

经是一个固定的传统，也是社区最大的聚会之一，

“我们一定会让它一直传承下去”。

吃完午饭，一些有事的邻居陆续和大家告别，也

有人留到晚上，在朱招娣家里吃了晚饭才走。

“年轻人都羡慕我们这一辈这么深的感情。”朱

招娣说，不仅仅是邻居节，同个单元的几户邻居，每

个月都会小聚：“这个月我家，下个月他家，家里烧也

有，外面吃也行，就图个热闹。”

朱招娣说，只要自己身体吃得消，这个邻居节就

会一直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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