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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上海民族乐团《海上生民

乐》音乐会版以欧洲四国八城 20 天的历

程，创下作为中国民乐和上海民族乐团

的多个“第一”。 团长罗小慈向记者一一

细数：第一次以纯售票形式的商业演出

在海外巡演，口碑票房双赢；第一次让中

国民族音乐进入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和

德国易北爱乐音乐厅等西方标志性音乐

场所；第一次在海外全球直播演出……

《海上生民乐》 还民乐以纯粹面目， 笙、

筝、琵琶、二胡、唢呐等民乐代表性乐器

各有篇章突出，经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的“调配”，又与整支乐团合为一股中国

文化魂。 在国际顶尖舞台，其收获的掌

声与欢呼，不亚于任何一支国际级交响

乐团。

去年， 上海昆剧团在希腊雅典新建

成的国家歌剧院上演文武传统戏， 两千

人的大剧场座无虚席；今年，《临川四梦》

完整版在享誉世界的柏林戏剧节发起

方———德国柏林艺术节剧院演出， 刷新

了国际艺坛的标识度。 两天演齐 《牡丹

亭》《紫钗记》《南柯梦记》《邯郸记》 四部

大戏， 柏林戏剧节主席、 艺术总监托马

斯·奥伯伦德在观众席看完演出，亲眼见

证了德国甚至周边多国观众如何为中国

古老戏曲深深折服。

上海芭蕾舞团的跨年欧洲巡演也在

稳步迈进。共计 27 场的巡演版图又有扩

展———德国和奥地利均是上芭首度踏

足。与演出一同成为惯例的，是“小天鹅”

每到一地都会留下令整座城市惊艳的美

图大片， 上芭也已成为历史上首支在奥

地利国家图书馆等欧洲标志性文化地标

起舞的团队。

大中型制作与小成本
作品同步推送，为“上海出
品”屡夺大奖

剧目、人才、市场往往相辅相成。“走

出去” 不再只是上海文艺人递出去的一

张文化名片，更已成为反哺国内市场、促

进创作传承、 磨砺人才团队的一条重要

渠道。 翻看这一年“上海出品”向国际市

场推送的节目单， 其形式与样态也越发

丰富。

“资深”拿奖团队继续贡献金牌。 年

初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 上海

杂技团凭借《攀登-集体造型》《突破-斜

杠》问鼎最高奖“金小丑”。上海木偶团出

征塞尔维亚第 20 届“金火花”国际木偶

艺术节第九次拿奖，一举获得最高奖“评

委会特别奖”和“最佳剧作·戏剧奖”。 更

惊喜的是，作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最新实践成果，昆剧电影《景阳钟》

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惊艳亮相。 继在京都

国际电影节获奖后，京剧电影《曹操与杨

修》又与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在中美电

影节双双获奖。

规模上来说， 既有上海歌剧院 220 人

的大部队， 以两部歌剧一台舞蹈演出的巨

制亮相爱沙尼亚萨雷马歌剧节， 也有张军

昆曲艺术中心以 12 人的规模轻装简行。呈

现方式上，相对于《临川四梦》四部大戏近

百人的团队规模所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的永恒魅力，也有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罗马尼亚锡比乌戏剧节中，上海淮剧团、上

海越剧院的精彩亮相———让欧洲观众了解

博大精深的中华戏曲不只有京昆， 更有带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江南剧种。 而淮剧团推

出的《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让爱丁堡国际

艺术节的舞台首次出现了中华创世神话的

身影。实验越剧《再生·缘》则体现当代戏曲

人的先锋视野。

去年岁末有史依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让人眼花缭乱的“虞姬剑舞”，今年就

有张军在大英博物馆， 用一出当代昆曲

《我，哈姆雷特》展现唱念做打跨越国界、

文化背景的戏剧张力。剧中，张军一人以

生、旦、净、丑不同行当完成了剧中所有

主要人物的演绎，让海外观众拍案叫绝。

而也正是这种戏剧的可塑性， 让这部作

品在一年间，四次走出国门，此后又在阿

维尼翁戏剧节等一流平台亮相。

有意思的是，同样一出基于《哈姆雷

特》改编的京剧《王子复仇记》也在推出

13 年后，于今年八月又一次亮相 《哈姆

雷特》发生地丹麦，在克伦堡宫为丹麦莎

士比亚艺术节揭幕。 作为最早一批海外

“轻骑兵”之一，经历十余年的舞台成长，

昔日 20 岁出头的王子扮演者傅希如，如

今已是能独当一面的角儿。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郭超豪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忆谢晋、学谢晋正成为上海电影界一股热潮
谢晋逝世十年了，中国没有忘记他。他被

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是电影导演里的唯一

一人。 在他的故土、在他作品诞生的地方、在

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忆谢晋、学谢晋正在

成为上海电影界的一股热潮、一股暖流。

“谢晋导演，我们的榜样”———谢晋同志

先进事迹学习交流座谈会日前在上影集团举

行。 谢晋的女儿谢庆庆、外甥女胡依望；生前

好友于本正、许朋乐；学生鲍芝芳、武珍年等

近 40 人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回忆起谢晋导演

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导师、诤友、中

国电影的航标、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坐标等，这

些都是人们谈论谢晋的关键词， 而上海电影

人更愿意将之视为一面旗帜， 纷纷表示要向

谢晋导演学习，“以先进文化塑造灵魂， 以优

秀作品鼓舞斗志”。

“推进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典范”是授

予谢晋的颁奖词。他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红

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无疑是予人巨大精

神力量的新中国电影经典。 而他的改革开放

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更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呼应拨乱反正、 解放

思想、表达民心的动人之作，对中国电影和中

国社会进步的推动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谢晋生前好友、 著名导演于本正说，“谢

晋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上，他对电影

的执着和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谢晋导

演有许多今天被称为金句的话语。比如：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比如：我最好的电影

是下一部。我们年轻时，都是以谢晋拍摄电影

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榜样， 这种无形力量始终

支撑着后辈。 用什么样的语言评价他的作品

和为人都不为过。 ”于本正表示，要成为优秀

的导演，首先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把电影作为

艺术品， 把握住应有的特点和内涵来打动观

众。谢晋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信念，用他的

作品打动了全国观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谢晋曾说：“我的作品要力图在刻画民族

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醒的作用。”上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表示，因此我们看到了

罗群与冯晴岚的故事， 看到了许灵均与李秀芝

的故事，看到了秦书田与胡玉音的故事。我们看

到了命运的无常；也看到了在无常面前，这个民

族，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善良、坚韧，以及他们对

于幸福依旧的向往。 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

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

多的拼搏。 谢晋对这个“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民

族理解是深刻的，表达是深刻的，情感也是深刻

的。 这种深刻性，来源于他艺术思想的深刻性。

谢晋是上海电影的旗帜。 这面旗帜过去没

有孤军奋战，许多优秀的同行者创作了《城南旧

事》《喜盈门》《人·鬼·情》《生死抉择》 等具有家

国情怀、为人民抒写的作品。 这面旗帜，未来更

不应褪了颜色。 上海电影人在改革开放再出发

时学习谢晋精神， 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他对艺

术的一丝不苟，对学术的勇敢探索，对人民的无

比热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彭丹

首部红色谍战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公演
重现红色经典 致敬革命先烈

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迹因孙道临在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的李侠而为人所

知，李侠被捕时的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

想念你们” 的台词感动了无数观众。 时隔

60 年， 当这句台词再度出现在同名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舞台上，依旧让观众

感动到热泪盈眶。日前，上海歌舞团推出国

内首部红色谍战题材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描摹出坚贞不

屈的共产党人群像。

一次艺术的探索， 以舞

剧的艺术形式呈现谍战题材

近年来，影视剧、小说中都涌现了不少

优秀的谍战作品， 上海歌舞团以舞剧的艺

术形式呈现谍战题材， 却是一次全新的艺

术探索。

该剧经过两年的选题孵化研讨， 主创

团队多次赴上海李白烈士故居、 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采风

考察，搜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去年 11 月，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选题正式立项，主

创团队在故事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

造，穿插了许多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

在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里， 李侠的

身份不再是同名电影中的杂货铺老板， 而是

一位报馆的工作人员。 报馆是当时信息集合

的中心， 很符合地下工作者的工作需要。 于

是， 敌我双方的交锋集中在报馆里， 剧情由

报纸的头版新闻一步步推进， 线索围绕记者

拍下的几组照片展开， 悬念迭起， 扣人心弦。

从今年 8 月 《永不消逝的电波》 启动排

演至今 ， 整整 125 天 ， 年轻的主创团队几

乎都在早九晚十的高强度排演中度过 。 12

月 2 日， 这台舞剧在江苏太仓大剧院首次带

妆彩排后 ， 立刻进入最后的联排 。 一个舞

蹈动作 、 一次舞台走位 、 一束定点灯光 ，

乃至旗袍的颜色 、 投影出现的时间……每

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扣细合。

《永不消逝的电波》21 日晚正式亮相，记

者发现剧情变得更紧凑， 演员对情感的拿捏

更准确。 上半场节奏相对舒缓， 舞蹈抒情、优

美，同时也埋下一条条暗线；下半场陡然加速，

谜底一个个揭晓，让人有点喘不过气。 相比之

前的彩排，试演版调整了结尾部分的处理：“同

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经典台词以影像

的方式再现；解放的消息铺天盖地地传来，市

民捧着报纸奔走相告……上海，天亮了。

一场信仰的洗礼， 青年舞

者“无年龄差”出演革命先辈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可以说是 80 后撑

起一台戏。 领衔主演王佳俊、朱洁静出生在 80

年代初，舞台上都是青年演员，连编导韩真、周

莉亚也是 80 后。而李白烈士牺牲时年仅 39 岁，

与这台舞剧的主创人员几乎同龄。

让年轻演员出演同龄的英雄人物， 是上海

歌舞团的又一个大胆尝试。“无年龄差”出演，年

轻人更容易入戏， 他们展现出英雄的普通人那

一面，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三十多岁的年纪，

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却已经定格。 ”李侠

的饰演者、 上海歌舞团首席演员王佳俊告诉记

者， 剧中塑造的革命者更像普通人， 他们有痛

苦，也有不舍，但因为有信仰，所以做出了不平

凡的事。

在创作过程中， 两位 80 后女编导韩真和

周莉亚把自己完全投入角色， 几度落泪。 她们

希望这台舞剧能吸引 80 后 、 90 后 ， 甚至 00

后来看 。 “让新一代年轻人重温那段战斗岁

月， 读懂英雄们对党的忠贞和对信仰的坚守。”

周莉亚说。

一把精细的刻刀， 细致入

微地呈现老上海的独特韵味

《永不消逝的电波》不仅融入了红色记忆

和谍战元素，更借助舞剧的独特表现形式，把

石库门、弄堂、马路、旗袍裁缝店等老上海的

特色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舞台上。

为展现老城厢的生活， 剧中主要人物在

设定上就体现了当年上海市民的各个阶层，

从报馆员工、黄包车夫、卖花姑娘、旗袍裁缝

到学徒工，塑造了地下工作者的群像。为还原

老上海的独特韵味，所有的道具、服装均精益

求精，大到道具床的颜色、材质，小到板凳、电

话机都一一考据。 第二幕，舞者们伴着《渔光

曲》跳起“弄堂旗袍舞”，别有江南情趣，原来上

海不仅有十里洋场，也有石库门里的烟火气。

“从艺二十多年，我跳过很多舞剧，但真

正属于上海本土的角色，我从来没有碰过。 ”

首席演员朱洁静在剧中扮演李侠的爱人兰

芬， 她说这次演出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作为

上海培养的青年文艺工作者， 我能用舞蹈讲

述发生在上海的这段故事， 来呈现以李侠为

代表的一群共产党人的气节， 本身就有着一

种精神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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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 中国电影产业

高速增长， 中国已成为与北美并

驾齐驱的全球最大电影市场。 相

比日益扩张的市场规模与体量，

中国电影的海外影响力并不尽如

人意。 有报道指出， 之前在国内

引发现象级观影的 《战狼 2》 ，

其总额达 56.83 亿票房中， 海外

票房仅占不足 1%； 《美人鱼 》

《捉妖记》 等狂揽内地票房的电

影也多在海外遇冷； 国际重大电

影节上中国电影常有缺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

体。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新月异以

及全球电影业的日趋一体化， 中

国电影在引进的同时也亟待走出

国门。 国产电影如何在内容及故

事呈现方式上吸引、 捕捉全球受

众？ 如何为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

创造契机、 拓展空间？ 日前， 由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 “2018·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

周” 期间， 业界专家与学者就上

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 有学者认

为 ， 中国电影走出去首先要做

足内功 ， 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

与民族特性的同时融入当代世

界审美 ， 也要利用全新的宣传

推广渠道、 策略， 开拓对外传播

的新格局。

“向内做足，向外做好”

“在上世纪 80 年代语境中，

我们把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和获

得 ‘奥斯卡’ 认可当做艺术成就

的标志， 但在今天， 我们已经认

识到， 中国电影的自身价值不必

和这些奖项画等号。” 北京师范

大学新媒体影像研究中心主任陈

晓云谈到。 中国电影 “走出去”

肩负的是传达真实的中国形象与

中国精神内涵， 破除国外对中国

的文化臆想， 同时实现电影抚慰

人心的艺术本质。

然而 ， 在不少业界学者看

来， 中国电影自身的艺术品质、

产品质量尚未能达到顺利 “走出

去 ” 的程度 。 著名导演阿年认

为： “中国电影 ‘走出去’， 当

下最大的问题在于艺术创造力，

对人物的刻画 ， 包括人物真实

性、 故事真实度等方面的问题都

没有解决好。” 青年导演常征也

认为， 在资本大潮的裹挟下， 中

国较多的电影缺乏大的文化视

野， 在艺术价值和美学观念上仍

有待修为。

反观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 中国曾

创作出一批频获海外奖项的 “民俗电影”。 中国电影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提到， 这些电影

或表达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反思， 或聚焦于城镇底

层人士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以其厚重的人文内涵、

对现实的诚实观照而符合了西方受众的某种期待视

野———这也启示着电影创作者们要根植生活、 秉持初

心： 中国社会的丰富斑驳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厚的土

壤， 电影更须肩负起映照时代的责任。

“其实一切出路都须做好内省， 练好内功。” 音

乐人、 电影 《皮绳上的魂》 作曲张荐认为， “‘走出

去’ 还不如融入进去， 走进每一个作品的细节， 因为

只有细节才能更充沛地输出生命的能量。 我们应该关

心自己怎么看自己。 把每部片子的精神面貌与腔调做

得踏踏实实， 向内做足， 向外做好。”

找到价值共同点

有专家注意到， 除了艺术质量欠佳， 中国电影的

海外输出题材也较为薄弱。 其中动作片占比较大， 某

些题材并不适应国际性电影语言的表达， 有些甚至沦

为对东方文化的景观式堆砌， 加深外国受众对中国的

标签式理解。

“我们需要将电影拍摄的范围扩大到国际关注的

题材， 并且能够在中国电影中表现国际共享的价值观

内核。”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信息化处处长、 研究员刘

军说道。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当代电影》 副主编

张文燕更是通过几何中的相交圆来形象说明， 中国电

影应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前提下， 激活与世界文化

的 “交集区间 ” 与情感共鸣点 。 例如 《卧虎藏龙 》

《喜宴》 等虽是东方背景下的故事， 其对共通情感的

细腻描绘和东西方伦理的碰撞展示， 让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以电影为载体有了交流的可能。

而在电影自身之外， 中国电影走出去还需疏通机

制渠道， 加强对国际市场、 营销策略的研究， 充分利

用各电影节平台。 刘军建议， 中国电影界需要拥抱新

兴的社交互联网， 融合平台技术， 注重国际化的人才

培养， 以更好生产 “走出去” 的电影。 中国电影海外

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谷国庆也认为， 中国电影需建立

海外长期销售场点， 推行传统发行与网络发行的融媒

体新模式， 运用大数据组织拍摄一批适合海外发行的

影片， 增加输出效益。

（本报北京 12 月 22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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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部曲成为呼应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表达民心的动人之作。

荨《牧马人》剧照。 ▲《芙蓉镇》剧照。

▲原创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用灵动的肢体语言讲述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与敌人巧妙周旋、 殊死斗争、 不

畏牺牲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荩舞剧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纯洁浪漫的革命爱情。 （上海歌舞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