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在剧场相逢，《天鹅湖》开票唤醒美好约定
上海芭蕾舞团6月12日起全面复演，20多天将完成10场大戏

昨天，上海芭蕾舞团经典剧目《天

鹅湖》正式开票。 从6月12日起，上芭将

在20多天里上演 《天鹅湖 》《马可波

罗———最后的使命》《白毛女》 等10场

大戏；7月中下旬还将携《天鹅湖》登上

国家大剧院舞台。

其中， 6月18日、 19日 《天鹅湖》

将为上海大剧院揭开复演的大幕。 伴

随48位芭蕾舞者组成的 “天鹅海洋 ”

归来的， 还有一个美好约定———复演

后上海大剧院的首场公演， 将特邀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以及抗疫医护人员代表前来观演 ，

“在剧场相逢”。

上芭舞者与网红 “张爸” 的浪漫

“约定”， 源于两个月前的一次邂逅 。

4 月 10 日， 张文宏曾与上芭演员们在

中华艺术宫举办的 《召唤———上海市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术 、 摄影主题

展》 偶遇。 当时， 张文宏就许多市民

关心的话题一一作答， 他坦言： “我

希望我们医生能有很多时间去欣赏艺

术。 医生如果有时间去欣赏艺术， 就

说明疫情控制住了 ！” 参观展览的上

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则表示， 演员

们期盼着舞台灯光早日亮起， 那一天

希望 “张爸 ” 来看 ， 以表达深深谢

意。 “上芭要把最美好的演出献给一

线医护工作者， 感谢他们的坚守和忘

我牺牲 ， 换来我们的健康安宁 。” 昨

天， 也是张文宏医生恢复普通专家门

诊的第一天。 他说：“我的开诊也预示

着上海对疫情的信心， 如果对疫情控

制没信心， 我就整天待在新冠救治医

院不回来了。 ”

上海大剧院复演揭幕的这一版

《天鹅湖》， 由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

术总监德里克·迪恩为上海芭蕾舞团

精心打造 ， 创造出国内前所未有的

“天鹅海洋 ” 。 自 2015 年首演以来 ，

美轮美奂的 48 只 “天鹅 ” 群舞五年

来已在世界各地巡演超过 100 场。 精

湛细腻的技术呈现、 震撼唯美的视觉

体验、 大气磅礴的舞台风格， 让这一

海派芭蕾代表作品赢得了海内外观众

的喜爱。

此前 ， 上海芭蕾舞团停演不停

练， “戴口罩跳芭蕾” 的新闻登上了

微博热搜。 在芭团 “云课堂” “云考

核” 中， 《天鹅湖》 经典舞段 “四小

天鹅” 等吸引了数百万网友 “围观”。

5 月 2 日， 上芭 《天鹅湖》 选段曾在

上海大剧院 “有光， 就有戏” 线上特

别放送中精致呈现， 惊鸿一瞥却余味

绵长。

■本报记者 汪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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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编剧金恩淑、韩流代言

人李敏镐的退伍复出之作、气质

风格独树一帜的女演员金高银，

这些要素都让韩剧 《The King：

永远的君主 》 （以下简称 《The

King》） 在播出前就被其他作品

羡慕不来的光芒所笼罩。然而随

着电视剧即将播完，“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 的事实已然定局，节

节败退的收视率便是最佳印证。

创意、制作、演员向来是韩剧的

强项，只是这一次，三者间的化

学作用始终没能达到最佳值。

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一

个“我”比我过得更幸福，你会选

择与对方交换生活吗？回答这个

问题是《The King》的初衷，金恩

淑试图借由大韩帝国皇帝李衮

（李敏镐饰） 和大韩民国刑警郑

太乙（金高银饰）间的爱情和解

开主人身世之谜的过程给出解

释。但从第一集就暴露出的剪辑

混乱问题就让编剧的宏大叙事

落了空，脱线的故事节奏时常让

观众无所适从。剧方并非没有意

识到问题所在，在播出一个月之

后紧急投入了新导演共同参与

拍摄，虽然效果从第十集后逐渐

有所体现， 但对于一共仅 16 集

的剧作来说却为时已晚。

演员是作品面对观众的直

接窗口，《The King》遇冷后男主

角李敏镐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

的箭靶，对于其承担不起“国王”

角色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横加的

指责难免也有失公允。 通过《花

样男子》走红、《继承者们》爆红，

“王子” 形象是李敏镐个人履历

上不能忽视的标签。“王子”是稚

嫩且风流的存在，“国王”则是严

肃权威的代名词， 无论是在 11

集营救女主角的高潮戏份，还是

13 集末尾发现自己就是神秘黑

衣人的慌张， 李敏镐均凭借饱满的感情张力完成了这

档进阶。如果有人说比亲王李霖的段位着实低了一截，

是不是忽略了年轻国王 25 岁的设定？

若要追究剧集彼时未播先火的根本， 编剧金恩淑

是最大筹码。 《太阳的后裔》《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阳光先生》， 她的近三部作品无一不是在亚洲范围内

引起反响的现象级韩剧。为何偏偏这次失了手？金恩淑

对向来考验功底的“平行世界”叙事进行了初探索，但

仍欠了火候。

回看金恩淑的作品列表，这位 70 后女编剧向来乐

于当韩剧界那位“吃螃蟹的人”。在早年完成“恋人三部

曲”后，她就将触手伸向了职场、政治、奇幻题材，《爱情

正在直播》《市政厅》《秘密花园》 的诞生均为韩剧提供

了全新的编剧思路。 2017 年，她把目光投往历史，《阳

光先生》 所包容的大格局吸引到流媒体巨头奈飞的青

睐，也成为首部全球同步播出的韩国剧集。

然而，“平行世界” 仍是金恩淑从未涉足的领域，

“平行世界”要让主角同时在两个空间完成独立的叙事

使命，局限于“穿越”远不够，其中涉及的故事脉络、人

物关系也不能仅仅是一般故事剧本的叠加。 韩剧在该

类型上也有前车之鉴，2016 年宋载正作品《W-两个世

界》借“书穿”搭建多元世界，故事行进间编剧非但没能

填补预设的悬念，反而生出更多细枝末节，剧集以烂尾

告终。在《The King》里，金恩淑欲将自己各题材积累的

拿手好戏统统塞进这个本就足够复杂的机器中， 没能

产出绚烂的万花筒，观众反而如堕烟海。

“国王”没能如约走向口碑和收视率的宝座，好在

因失利获得的教训经验始终比创作的固步自封来得更

有价值。

文化

停演137天后，还有三分之一观众“留票等待”

特别版《石库门的笑声》以欢笑声按下“重启键”
沉寂 137 天后，上个周末下午，中国大戏

院里又传出了欢笑声，独角戏《石库门的笑声》

为剧场重新拉开大幕，推出特别的“抗疫版”专

场，助力演艺大世界“艺起前行，感谢有你”系

列活动。

这台“抗疫版”《石库门的笑声》酝酿创作

了两个月，最终呈现精彩更浓缩，笑点更密集。

尽管剧场上座率严格控制在 30%，但是“石库

门里，笑声不能打折、欢乐不能打折”。 主办方

“艺动天下”负责人许霈霖表示，演员们全力以

赴创作表演 ，“努力让每一个观众都不虚此

行。 ”据悉，公益场首批观众约 300 名，他们都

是来自黄浦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公

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等。 主演毛猛达

和沈荣海表示：“我们想让神经紧绷数月的抗

疫人员和担心了数月的家属们 ‘松一松’、‘笑

一笑’。 ”

自 2018 年 9 月首演以来 ，《石库门的笑

声》已在中国大戏院演出近 70 场，接待观众约

4.3 万人次，深受上海市民喜爱。疫情之前，《石

库门的笑声》 每个月保持 3 到 4 场的演出频

率 ， 场场满座 ， 一年多来的平均出票率是

96%，实际收入超过 1500 万元。 但疫情袭来，

原定 1 月 27 日至 30 日的演出不得不延期 ，

“月月演”常规驻场演出也全部取消。 如今，这

场公益演出则被视作《石库门的笑声》回归的

信号。 “今年下半年演出档期已经排定，计划 6

月底复演年初延期的四场。 ”

据悉，此前开票就被抢购一空的春节档演

出，至今还有三分之一观众没有退票，选择“留

票等待”。许霈霖认为，《石库门的笑声》已经成

为长线产品，每个月都会演出，客观上为观众

持票增加了信心。品质稳定的长线演出让持票

观众少了顾虑， 而与时俱进的创作更迭则是

“笑声”常在的魅力源泉。

“疫情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我

的演出就是要让观众定心、放松、开心。走出剧

场，大家能忘记烦忧，更好地进入工作状态。 ”

毛猛达告诉记者，“抗疫版”《石库门的笑声》，

在原作基础上融入百姓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场

景，更贴近观众，贴近当下现状。

“疫情期间，最操心的是医生，最辛苦的是

护士，最繁忙的是警察，最耀眼的是快递，最重

要的是洗手， 最抢手的是口罩”“专家指出，只

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搓洗 20 秒就能洗掉病毒；

怎么控制 20 秒，唱首生日快乐歌。那么一天过

十几趟生日”“我现在就想去新马泰！ 可以呀，

莘庄、马陆、太仓，阿拉周边有 100 个免费游览

景点”“疫情期间，游来游去只能家里游，下床

算是周边游 ，客厅就是省内游 ，进厨房 、洗手

间、阳台叫国内游，出门倒垃圾、买小菜进出凭

证都能算是出国游了”……这些生活细节通过

毛猛达和沈荣海的演绎出现在舞台上，用风趣

幽默的语言展现了上海市民的乐观与豁达，令

全场笑声不断。

“无论是最初的‘自我隔离’，或是后来的

‘绿码通行’， 抑或是至今被保留的不扎堆、不

聚众，出门口罩、手套 、消毒液 ‘三件套 ’的习

惯，都是这段特殊时期留下的生活印记。”编剧

梁定东认为：“疫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个人，

只是我们身在其中，未必自知。 ”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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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个红色革命文化遗址，传递着怎样的城市精神
《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刚上市即加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

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无数仁人

志士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 孕育

了党组织的老渔阳里 2 号和兴业路 76

号 ；记录了 《共产党宣言 》印刷的成裕

里；见证了周恩来、邓小平 、邓颖超 、恽

代英等党的领导人身影的青海路善庆

坊；书写了中央特科在隐蔽战线上传奇

斗争的庆丰恒酒行、湘发泰酒店……一

个个红色地标，都是上海历史进程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

版社精心推出的《初心之地———上海红

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 》 出版 ， 该书将

1000 个革命纪念地娓娓道来。值得一提

的是，其中近一半的革命纪念地是以上

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为首的主编团

队，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通过实地走访发

现并确定的。 该书还创新引入融媒体传

播方式 ， 有十个章节设置了二维码讲

解，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到播音员对于

书中章节声情并茂的讲述。

实地走访碎片化档案
中的记载，还原旧址和遗址

上海城市历史中的这抹红色，是近

代上海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红色文

化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中重要课

题。 随着上海红色历史资源发掘的不断

深入，对这一城市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

也不断升级。

早在 2011 年建党 90 周年之际 ，

近代史研究专家、 上海

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

主任苏智良发现， 在城

市日新月异的建设过程

中， 很多老旧街区逐渐

消失， 于是萌生了实地

确认历史地标、 集中梳

理红色遗址的想法。 那

时起， “上海红色历史

纪念地遗址发掘项目 ”

团队开始了 “十年磨一

剑” 的学术研究和实地

调查。

“如果房子还在，那

就是旧址， 若房子已经

没了，那就是遗址。 ”因

不少历史建筑被拆除 ，

如昔日西康路和青海路

的中共中央联络点等纪

念地已难以寻觅，为实地调研工作带来

不少障碍。 即使团队做了大量的考察，

仍有些具体的旧址和遗址目前还无法

精准定位。 比如，见证了潘汉年进行革

命活动的岩井公馆今天何在？ 目前只能

将范围确定于宝山路一带，无法精确到

具体的门牌号。

经过年复一年的努力，编辑团队终

于将1000余幅老照片、实物图、场景图、

示意图配上文字 ， 汇总于 《初心之

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 》。

书中总计收录、展现了1000个上海红色

革命纪念地， 是迄今纪念地数量最多、

内容最全的研究成果。 “想把城市中淹

没的历史挖掘出来， 缅怀这些前辈，希

望去保护这些文脉。 ”近年来上海在对

很多历史保护建筑实行“留改拆”，苏智

良说，“留要放在第一位， 希望用这本书

来呼吁更多人一起关注这些红色遗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新增了多处活动遗址

从 1916 年 《新青年 》杂志创刊 、新

文化运动发轫， 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

命纪念地全纪录》中收录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 ，由中国共产党人 、先进人士

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 致力于民族解

放、国家独立、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史迹。

书中较为完整地展呈现了中共中

央在上海 12 年的机关分布、 领导人活

动的史迹、 中央特科在沪活动联络点，

以及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战线地下

活动地点 ， 还收集了新四军在沪办事

处、联络站遗址 、民主党派的活动地点

和民主人士的旧居。 学术团队还搜寻了

与中国革命相关的秘密情报活动史迹

电台，这其中包括 “永不消逝的电波 ”

原型李白烈士在贝勒路的电台、刘鹤孔

秘密电台等和中国革命相关的电台。

此外，项目团队注重文化层面的革

命史迹，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与革命相关

的报社、书店、出版社及印刷所遗址，体

现了近代上海文化中心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以往党史

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上海

地区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旧址和遗

址。然而，史料中对于这

方面的记载少之又少 ，

挖掘并非容易。 苏智良

告诉记者， 最新发现徐

汇区曾经有一个叫 “赵

巷”的党组织活动地点，

大致位于天钥桥路辛耕

路一带。 前后在此活动

的有革命女作家关露 、

引发 “新生事件 ”的 《闲

话皇帝》作者艾寒松、抗

日救亡运动负责人之一

柳湜以及两航起义的策

划者查阜西， 在他们的

感召下， 赵巷的青年奔

向延安和太行。 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共徐龙区

委委员穆汉祥在赵巷主

持支部会议， 讨论迎接

解放。 5 月 20 日，他被国民党军警杀害

于闸北宋公园，时年 25 岁。 像穆汉祥这

样平凡而伟大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工作

者成千上万。 “挖掘基层党员可歌可泣

的故事，为凡人留下一点记录 ，关注普

通党员在这个城市中贡献的热血和生

命。 ”苏智良说，“其实，任何一种历史的

书写与记录都不可能全。 我们的初衷是

希望不断完善 、不断补正 ，从而更加完

整、更加科学地反映上海这座伟大城市

的红色革命历史。 ”

上海红色文化的完整
性和丰富性无可比拟

回顾上海城市历史发展进程 ， 红

色文化在此绵延不绝 。 从新文化运动

发轫 、 中共建党 ， 到国共合作 ， 从抗

日救亡到迎接解放 ， 红色文化伴随着

上海这座城市成长的各个阶段———红

色历史的完整性 ， 成为上海文化的一

大特色 。 这与中共中央在 1921-1949

年的 28 年中 ， 有长达 12 年在上海策

划与指挥中国革命相关 。 《初心之

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 》

中记载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 该会议

准备的内容后经上海的党组织送达瑞

金 ， 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正式会议作了铺垫 ， 上海对于中国

革命的贡献， 不言而喻。

上海的红色文化内容涉及政治、国

际、军事、工运、统战、文化 、情报 、组织

机构、名人故居等，极为丰富。 那么，上

海这座城市何以拥有这么多的红色地

标？ 在苏智良看来，“和其地理环境、城

市构造、城市文化都密不可分”。 码头和

租界都为上海这座城市开展革命活动

提供了便利条件，革命者可以利用环境

的复杂性进行斗争，共产国际也选择了

上海这座城市作为其在远东的支点。 同

时，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吸引着大量进

步人物。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这

座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店 、印刷业

也得以在上海兴起……

值得一提的是 ， 这本书不仅聚焦

四史中的党史 ， 还聚焦社会主义发展

史 。 “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从空想到

科学的过程 ， 共产党人如何把社会主

义学说引进中国， 并加以实践”， 也是

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图： 冯晓瑜自 2015 年首演以来， 美轮美奂的 48 只 “天鹅” 群舞已在世界各地巡演超过 100 场。 （上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