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动展现三代人的大飞机梦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原创话剧《追梦云天》亮相

以中国商用飞机研发之路为背景的

原创话剧《追梦云天》昨晚在上海外高桥

文化艺术中心亮相。 这部由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制作出品，王俭编剧、胡宗琪执导

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作品， 带领观众走

入中国民航制造业， 体验中国民航人在

圆梦途上的苦与乐。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演员王一楠、韩秀一、贾景晖、佘晨光等

参与演出。

努力实现大飞机国产化， 是几代中

国人的梦想， 正如编剧王俭所说：“国产

大飞机的诞生为强国梦添上了一双腾飞

的翅膀。透过话剧这个载体，展现中国民

航人十年磨一剑的意志和精神， 这也是

我们舞台艺术工作者的愿望。 ”

大飞机产业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科

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是衡量综合国

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大飞机的设计和

制造，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

段漫长的追梦之旅， 它汇聚了三代人的

智慧和心力。 《追梦云天》主要就是透过

飞机设计工程师唐瑛的视角，展现了老、

中、青三代设计师、工程师、产业工人、试

飞员、 试飞工程师等不同岗位上的中国

民航人的心路历程， 反映出中国制造飞

机的兴衰变迁和中国民航制造业的巨大

变革。

话剧 《追梦云天》 均以真实民航人

的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 ,在舞台上塑造

了飞机设计研究院副总设计师唐瑛、 民

航局适应航审定小组组长许新华、 试飞

中心首席试飞员高子健等一群 “特殊的

普通人” 的形象。 在他们身上， 观众能

看到生活的激情与事业的严谨的碰撞、

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编剧王俭深入走进

中国民航人的生活， 展现了这群值得国

人骄傲的中国大飞机制造领域从业者不

为人知的真实一面， 反映了他们人生的

酸甜苦辣、超越自我的阵痛。 在《追梦云

天》的戏尾，这群中国民航人面对观众吐

露心声 ：“我们追求的这项事业是美好

的。 ”

由于民航制造业的专业性， 如何让

普通观众在舞台剧演出时能了解、 看懂

大飞机的制造， 从而把握剧中人物的情

感， 理解大飞机制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

的进程， 对该剧的创作者提出了相当的

挑战，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工作者

在艺术的呈现上做了不少尝试。 如该剧

的舞美设计及多媒体设计黄楷夫、 宋润

洁， 特别在舞台上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多

面巨幅冰屏并半悬于空中， 以与舞台平

面呈斜面倾角， 可以向观众实时展现主

人公在大飞机研制试验过程中的技术探

讨和争论。 尽管如此设计为舞美呈现增

加了技术难度， 却能迅速引导观众进入

舞台剧的情节之中， 完美地将舞台叙事

展现在观众面前。

导演胡宗琪在艺术处理时不仅仅只

采用写实主义的描摹与复制， 而是在全

剧的现实主义的基调上， 注入表现主义

的手段， 努力使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剧作更加具有现代感、时尚性。

《追梦云天》的音乐构想融合了具有

科技感的电子音乐元素与丰富情感的交

响元素。 作曲石一岑一方面运用现代的

音乐语汇表达剧中自主研发民用飞机时

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又以交响化、复

调化的音乐呈现， 表达人物的情感关系

与内心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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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改革开放的原点，

“那股劲儿最珍贵”

电视剧《大江大河》下周开播，为闯出来拼出来的弄潮儿写传，为共同走过的40年留影

绿皮火车行驶在山野间， 峰回路

转，眼前一片开阔。 宋运辉不自觉地用

鼻子拱了拱眼镜，趴在窗口，他贪婪地

把外面的景物装进眼底。 那一刻，音乐

渐强、节奏渐强———于故事里的主角们，

一个新世界就要到来； 于故事外的主

创、观众，一部不一样的新剧即将上线。

电视剧《大江大河》定于12月10日

开播。该剧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重大办

重新整合后的启航之作，由金牌制作团

队正午阳光承制。 它改编自阿耐的小

说、“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大江东

去》，由袁克平、唐尧编剧，孔笙、黄伟执

导，侯鸿亮任制片人，王凯、杨烁、董子

健、童瑶等主演。

接连两天，剧集看片会、主创访谈

会在上海举行。 剧里剧外，“时代”是众

人言必及的关键词。剧中人宋运辉不无

振奋地对姐姐宋运萍说：“时代真的不

同了，你好好准备，争取来年我们在大

学校园里相会。”这是电视剧为闯出来、

拼出来的弄潮儿写传。

回望创作历程， 侯鸿亮将之比成

“向伟大时代的一次致敬”，“改革开放

如同一把斧头，披荆斩棘才有了现在的

生活。 做这部剧，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

关，所有的创作者都是有感而发。 ”这，

是为我们共同走过的40年留影。

“尊重观众的智商”，以
细节潜入从未淡去的记忆

此次与观众见面的是 《大江大河》

第一部，时间跨度1978年到1988年。 那

是改革开放的初年，也是中国风雷激荡

的十年。 巨变的河流中，宋运辉、雷东

宝、杨巡三名年轻人从农村出发，经由

大学、工厂、乡镇等不同路径，从各自命

运中突围。

虽说只是40年中截取四分之一，但

《大江大河》 的孕育期对于一部电视剧

而言却很长。从拿到剧本改编版权到立

项，前期筹备四年。 今年2月20日，剧组

在安徽泾县开机， 此后辗转马鞍山、南

京、北京、上海、盱眙、芜湖等地，历127

天完成拍摄。 而直到先导片正式发布

前， 导演孔笙还在琢磨更好的剪辑节

奏。 对他及团队来说，怎样打磨这部戏

都不为过，“因为它不一样”。

“不一样”， 在于40年其实并不遥

远， 尤其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这40年，

其实深深镌刻在许多人心头，“只消一

两个细节、很小的点戳到，观众就会跟

随细节潜入我们从未远去的记忆”。 孔

笙跟剧中人年龄相仿，1978年考大学，

落榜，后来上夜大，琢磨过做生意，最后

在电视一方天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

“历历在目，感触很深”，所以，作为拍摄

的掌舵人，他和新搭档黄伟导演，对细

节有着极度的苛刻。前两集有场宋家午

餐的戏，台词里提到“丰盛”，但见到鸭

子、红烧肉纷纷上了桌，孔笙发了脾气，

“那个年代， 出身不好的宋运辉家不可

能吃得这么好！”一盘油豆腐，是他作为

过来人给的判断。 并且他相信，所有亲

历者， 都会轻易被细节带进时间长河，

也会轻易被穿帮镜头带出戏。

“不一样”，还在于今天的观众早就

阅历丰富。侯鸿亮说：“我们面对的是改

革开放国门敞开后、是互联网时代里被

英剧、美剧等世界各国优秀作品‘养高

端’的观众。他们懂优劣，所以必须尊重

观众的智商。 不能让1978年的人穿着

1998年的西装，也不能让1980年代的人

用2018年的方式谈恋爱。 ”

所以，以“细节控”出名的团队，又

一次把对道具场景的严苛标杆提升一

格。宋运辉身上的红背心，因为穿太久，

领口已松弛耷拉了下来；一边插队一边

学习的他，无论是在床边的土墙还是猪

圈边的石头上，都写满了化学公式。 而

雷东宝带领的小雷家戏份，剧组是“顺

拍”的，即完全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来拍

摄。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小雷家的房子

从茅草房、毛坯房、砖瓦房直到大院，都

顺着剧情一点点从无到有。 很难想象，

拍摄周期等于金钱的电视剧组里，还有

人愿意“奢侈”地顺拍，更难得的是，某

场戏的场景按一位群众演员的意思重

新更改，仅仅因为那老者是当年的村支

书，“他亲历过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尊重原著的气质”，与
其“演”不如“实在地活”

建组、开机、杀青、定档、开播，很少

有一部正剧范儿的作品，它的每一步动

态都能牵引年轻观众的目光。 但《大江

大河》做到了。能让年轻观众心心念念，

何以依凭？

王凯进组第一天，孔笙给他打了预

防针 “小心掉粉”。 因为小说里的宋运

辉，耿直又憨气，甚至还有点“轴”。外形

上，瘦骨伶仃“锅盖头”，更是与潇洒不

沾边。 导演善意提醒，倒是王凯早就做

好心理建设，不仅抛开偶像包袱，还主动

设计了用鼻子拱眼镜的“书呆子”形象。

他很笃定：“这部剧播出后，我会涨粉。 ”

这份笃定气其实弥漫在整个剧组，

因为他们信奉，“尊重了原著的气质”，

自然会浸染原著里的精气神。

宋运辉初入大学的一幕令人印象

深刻。 化学系的新生四人一间宿舍，三

名室友都比19岁的小辉年长许多，成了

他的“叔叔”。 但这并不妨碍，不同年纪

的人聚在一张高低床前纵论天下，俯身

同一间阳光明媚的教室追逐知识。某一

天，“大叔”兴奋地在宿舍里宣告他的新

知， 那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

一桩即将扭转所有人命运的大事。跟随

“大叔” 的台词重返改革开放的原点时

刻，荧屏外的人会不由自主被画面里那

些年轻的兴奋的脸庞感染。 孔笙说，如

果这样， 电视剧便成了，“改革开放初

年，突然打开国门了，人有一种特别的

状态，一种让人兴奋、让人提着一股劲

儿的状态。 那劲儿，最是珍贵”。

许是刻意为之，导演对三位主演提

了雷同的要求———不要去演年轻，而是

从人物的性格、 心理去实实在在地活。

只要抛弃私心杂念， 将内心放干净，清

澈感、 少年感会跟随那个年轻的新时

代油然而生。 开播在即，孔笙很满意三

人的表演，“他们在荧屏上予人的第一

反应，不再是王凯、董子健，也不再被叫

‘小包总’，而是宋运辉、杨巡、雷东宝”。

立于改革开放的原点， 在一切改天换地

的源头，他们从大山中走来，带着那股珍

贵的劲儿，向大江大河奔腾，不舍昼夜。

江南菖蒲展传播中国传统文人雅趣
本报讯 (记者吴钰 )江南菖蒲和书

画艺术联展日前在上海松江金泖渔村内

的浦江之首艺术空间举行。 万物萧瑟之

际，菖蒲不改“忍寒苦，安淡泊”的特性，

仍是一片蓊绿。 本次展览展出由苏浙沪

逾 20 位菖蒲名家种植制作的 500 盆菖

蒲艺术作品和由陈佩秋、林曦明、韩敏、

唐逸览、程多多等 50 多位上海、北京、江

苏、浙江、山东等地艺术家创作的以菖蒲

为题的百余件书画作品，并辅以讲座、雅

集，传播以“蒲”为媒的中国传统文化。

小小菖蒲中， 蕴含着中国人的日常

雅趣与文化品格。 它“不假日色，不资寸

土”，是古代文房的雅物“文人草”。 《诗

经》有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

人，伤如之何？ ”菖蒲在野外多生长在溪

流旁的岩石缝中，生命力顽强，颇有质朴

之美。

宋代文人对菖蒲多有推崇。 苏东坡

曾记录自己从野外采集菖蒲栽种的经

验：“惟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渍以

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又有诗文

写在文房中种植菖蒲的意趣：“斓斑碎玉

养菖蒲，一勺清泉满石盂。 ”陆游亦留下

菖蒲诗：“雁山菖蒲昆山石， 陈叟持来慰

幽寂。 寸根蹙密九节瘦， 一拳突兀千金

直。 清泉碧缶相发挥，高僧野人动颜色。

盆山苍然日在眼，此物一来俱扫迹。根蟠

叶茂看愈好，向来恨不相从早。所嗟我亦

饱风霜，养气无功日衰槁。 ”诗中不仅有

赏蒲的雅兴， 也寄托了文人雅客高洁淡

泊的风骨。 上海近现代也有许多文化大

家喜爱菖蒲。其中又以吴昌硕、朱屺瞻等

最为有名。 此次江南菖蒲和书画艺术联

展旨在发掘中国独特的蒲草艺术底蕴，

展览将延续至明年 1 月 11 日。

文化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今天，美术教育的原点还是手艺
正在沪上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品邀请展引发思考

正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 “师坛锦

瑟———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优秀作

品邀请展”，集结全国近 50 所美术院校

的逾 500 件作品，蔚为壮观。 细心的观

众发现，这些展品之中，很大一部分并

非美院教师们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作

品， 而是带有教学示范意义的作品，规

矩、严谨，甚至各个艺术门类都出现了

不少写生习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开幕

当天“中国美术教育大家谈”演讲上，多

位美术教育大家给予美院莘莘学子的

金玉良言。 87 岁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詹建俊直言：“从事当代艺术不

能丢掉传统！ ”“专业美术教育里，手艺

是最重要的。 ”84 岁的美术理论家、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这样说。

如是情形，不约而同为当下的高等

美术教育提了一个重要的醒：专业美术

的进阶之路，基础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用写生训练学生， 抽象
画大师赵无极也这么做

近年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可谓

蓬勃———今天，这里拥有着全世界最多

数量的美术院校，最多数量的美术专业

毕业生，尤为亮眼的现象是，受到社会

发展需求的驱使，设计类专业的比例在

逐年提升。 然而，专家学者却在这一点

上给出高度一致的看法：尽管美院的教

学相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

美术教育的原点还是手艺。值得引起关

注的是，当下的不少艺术创作者热衷于

捣腾观念，频频将手艺忽视。

“只有在手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便想成

为抽象派画家，也要从实践开始，从技

艺开始。”邵大箴提起这样一桩往事，上

世纪 80 年代初， 他去巴黎访学时参观

赵无极工作室，工作室里的一幕让他吃

了一惊：十几个学生支起画架，正围坐

在一起画一位模特。当时邵大箴问起赵

无极，您是国际上有名的抽象派，为什

么让自己的学生画人体呢？ 赵无极说，

抽象画和写实的具像画要求不一样，但

它们的基础是一样的。 “赵无极眼中的

基础， 指的是一位艺术家对客观物象，

包括对人体、自然的观察思路、方法。他

认为只有通过具像的手艺训练，才能发

现不同的学生是如何用各自的方式观

察事物的，由此观察到每一个学生的艺

术个性、特点与不足，老师也才能进行

引导、补充、教育，使学生有所提高。”邵

大箴解释道。他认为美院最重要的便是

培养学生的这种手艺，在手艺的基础上

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认识能力，提高

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由此提高他们

成才的可能性。

技艺到了一个高度 ，自
能恰如其分表达所感所思

对于什么是手艺， 很多人存在误

解。 死抠绘画的细节，尽可能精微细致

地表现一个个毛孔、一根根发丝，就是

锤炼手艺？ 其实不然。

有专家指出，高超的技艺，与观念

浑然结合， 能够通过创作者观察力、表

现力、技术手段恰如其分地表达想要表

达的思想与情感，发挥这门艺术的感染

力。 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深深影响中国

画坛的罗马尼亚油画大师柯尔内留·巴

巴，是 88 岁的油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

授全山石举的一个例子。“这几天，巴巴

的作品展正在杭州举办。本以为对这个

展览感兴趣的，应该是四五十岁往上的

人。出乎意料，来的年轻人特别多。我问

了其中一个学生，看了这个展览有什么

感觉？他说感觉这些画很好看，很艺术，

有油画味儿。我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

全山石坦言，巴巴的作品的确很能体现

油画的本体语言，它的色彩、笔触、质感

等都有一种经年历久的滋润感。 “既然

是画油画，就必须把油画的核心表达出

来。 ”在他看来，对于技艺的精进，需要

充分尊重、吃透艺术的规律。

也正因手艺被格外倚重，美院教师

们肩头的担子显得格外重。 “美院的教

师应该承担专业基础教育，首先作为传

统专业技能的有力传承者，写实性造型

训练的坚实掌握者。在此基础上再以多

样化形式拓展作为路径，以创意性思维

养成作为方法，以关注时代与社会为创

作基点，提供一专多能的研究。 ”国画

家、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冯远

说。 84 岁的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老院

长靳尚谊更是毫不讳言：“一直到现在，

我还在从事基础研究。 基础不好，水平

不会高。 ”

悬疑和反转造就一部好剧
《贴身保镖》创 BBC 近十年剧集最高收视率

“我在拍摄前，只有前三集的剧本。

但是拍着拍着就发现， 我其实并不需要

知道故事的结局， 我也不想按照知晓了

结局后的方式来演这个角色 。” 日前 ，

大热英剧 《贴身保镖》 男主角理查德·

麦登这样谈到他在 《贴身保镖》 的创作

体会。

说《贴身保镖》是今年最火的英剧并

不为过，电视剧虽只有短短六集，但平均

收视观众就达到 1040 万，第六集大结局

的收视观众数也一度突破 1100 万，不仅

打破了 2011 年《唐顿庄园》第二季大结

局的收视成绩，也创造了 BBC 近十年来

的剧集最高收视率。此外，该剧也刷新了

BBC 流媒体平台上的点播纪录。

由约翰·史翠兰执导， 理查德·麦登

和凯莉·霍威主演的《贴身保镖》，讲述隶

属于警局、负责保护外国政要的大卫·巴

德因成功阻止一场火车爆炸案被提拔为

内政大臣茱莉亚·蒙塔古的贴身保镖。茱

莉亚是政坛的风云人物， 一方面她因推

行某部法律而备受争议， 另一方面她也

是首相继任者的最有力人选。

第一集开头近 20 分钟的火车场面

的镜头， 第二集面对茱莉亚的枪击事件

的情节丝毫没有留给观众喘息的时间，

短短两集就已经将政坛剑拔弩张的气氛

和社会人心惶惶的局势刻画得淋漓尽

致。 随着贴身保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解

救茱莉亚， 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愫也渐

渐滋生。 正当观众对两人的情感走势和

茱莉亚的事业前景充满好奇时， 一场蓄

谋已久的爆炸案在茱莉亚作大学演讲时

发生， 夺去了她的性命。 总共六集的剧

集，女主人公却在剧情刚过半就“下线”，

如此反套路的情节不仅令所有人都出乎

意料，也更加调起了观众的胃口。

编剧杰德·默丘里奥接受采访时就

曾表示： “观众一般认为电视剧都会遵

循某个固定模式， 比如主人公总能化险

为夷。 但我希望打破这个定式， 将大事

件安排在剧集中间， 这也将完全改变故

事的走向。”

如果说惊险反转的剧情保证了该剧

的收视率， 那么层层递进， 最后一刻才

水落石出的悬念则让电视剧多了些回

味。 在茱莉亚死后的三集中， 剧情的焦

点便集中在她生前掌握的那份首相 “污

点文件” 上， 警方、 国安局、 各党派出

于不同目的都渴望得到这份文件。 而此

时， 男主角令人存疑的行径、 其旧时战

友犯下的罪行、 火车爆炸案人质的口供

都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一次次翻转了对

剧情的理解， 重新审视故事的脉络。

该电视剧的成功与两位主角的精彩

发挥密不可分， 演员理查德·麦登和凯

莉·霍威也再度进入了观众的视线。 此

前， 就有消息称理查德·麦登有望接替

丹尼尔·克雷格成为下一任 007 电影主

角詹姆斯·邦德。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话剧《追梦云天》以独特的舞台语言展现民航人的苦与乐。（上话艺术中心供图）

孙与平油画作品 《鄂伦春童话》。 （主办方供图）

巨变中， 三名年轻人从农村出发，经由不同路径，从各自命运中突围。 图为《大江大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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