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突破现有的视听符号，打造属于《电波》这个作品独有的
地理空间，发现潜藏在摩登外表下，缓缓流淌的质朴真实，挖掘最
能打动人心的文化底色，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构建的美学气质。

◆ 几次走访李白烈士的故居， 听守护故居的老人饱含热泪
讲述那个悲壮的时代，渐渐我们有了答案。

◆ 无论开篇将时代感缓缓带入的钢琴还是李侠、 兰芬生死
诀别时如泣如诉的大提琴， 抑或最后英雄赴死慷慨悲壮的交响
乐，都是从地理空间这个“骨架”向着人文空间的 “血肉 ”无限延
展，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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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创作中
感受上海城市美学

文/韩 真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的故事发生在被

诸多文学影视作品演绎过的老上海 。 上海的

美， 似乎是多元的， 她在张爱玲的笔下是一段

泛着冷调柔光的丝绸， 在丰子恺的画中却更像

是一碗冒着香气的甜汤。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 ，

“摩登 ” 仿佛成为了上海唯一的标签 。 所以 ，

突破现有的视听符号， 打造属于 《电波》 这个

作品独有的地理空间 ， 发现潜藏在摩登外表

下， 缓缓流淌的质朴真实， 挖掘最能打动人心

的文化底色， 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构建的美学

气质。

为了感受这座城市的人文风貌， 我和搭档

周莉亚深入上海的大小街巷， 去保留了当年风

格的上海弄堂里观察， 观察那里上年纪的人进

出弄堂时的行为穿着， 看各家衣服如何晾晒。

在那里， 我们体会到一种弄里厢房局促之下的

体面和干净。 比如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在弄

堂的公用水池洗带鱼 ， 处理带鱼其实气味很

大 ， 但她就是安安静静地忙着自己手里的活

计， 至今仍记得她穿了一件月白色波点纱质短

袖上衣， 轻声与我们搭话， 雅致极了。 这一幕

很触动我， 那是浸染进内心深处的一种优雅 ，

把这种最质朴的优雅传递出来， 不就是一种上

海的韵味吗？

当我们无数次穿行于上海街巷， 听过上百

首经典老歌， 几次走访李白烈士的故居， 听守

护故居的老人饱含热泪讲述那个悲壮的时代 ，

渐渐我们有了答案。

舞蹈及场景设计上
寻找海派气质

我们将男主李侠安排在报社这样一个职

场， 舞台上的老式电梯和穿着得体的报社同事

之间热络的社交透出上海知识分子阶层生活优

渥、 小资的一面， 下半场旗袍店风情万种等待

定制新衣的精致太太们， 明艳而不矫饰， 优雅

而不风尘， 这是 “记忆之中” 的上海。

而在我心中那座城市的最美时刻， 或许就

藏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里， 在清晨洒进弄堂的

第一缕晨光里。

弄堂里有活色生香的市井群像， 也有蒲扇

轻摇的闲雅时光。 表现市井群像的部分是第二

幕开篇的一段舞蹈， 舞美设计秦立运老师用 26

块可移动背景板将舞台隔成 “72 家房客”。 将

舞美吊杆变成晾衣杆， 每一件晾晒的衣服从质

感到色彩从款式到摆放位置都经过反复思考 ，

配以略带钝点的舞蹈动作方式和千姿百态的生

活道具， 体现普通民众生活的琐碎和幽默。 这

一段引起很多上海观众的共鸣。 而另一段正是

登上 2020 央视春晚的女子舞蹈 《晨光曲 》

（渔光曲 ） ， 借用女主角朱洁静的一段博文 ：

“那段舞蹈从 2018 年 8 月 18 日电波开排一直

磨到 2020 年春晚还在细调 ， 开排第一个星期

我们就在小板凳上发呆， 乘凉 、 遮阳 、 挑米 、

生火 、 煲汤 、 绣花 、 照镜子……所有的行为

语言靠一把蒲扇来完成。 渐渐地我发现， 这段

舞蹈不是靠 ‘跳 ’ 和 ‘美 ’ 来支撑的 ， 而是

真实生活里的 ‘烟火气 ’， 更多的是藏在淡雅

素色中的考究和精致， 是哪怕日常生活的举手

投足也不会丢失的舒服和熨帖 。” 我们找到了

那种美， 那种高级的， 记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

上海的朴素之美。

同时我们也有注意到上海的气候。 上海潮

湿， 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下雨， 我们在这

个剧中把雨的元素也放了进去， 一语三关： 第

一 ， 它表现出这座城市的气候 ， 阴雨绵绵 。

第二， 又能表达解放前夕笼罩在上海上空的那

种压抑气氛， 那种很难见到阳光的危机感、 焦

虑感。 第三， 男女主角在阴雨中传递的是充满

光明的坚毅决心， 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灯光

设计任冬生老师在群舞手持雨伞穿梭的段落

中： “通过成像灯切片造型的功能， 只将演员

的上半身及手中的雨伞勾勒出来， 形成了一道

蓝色的 ‘线’， 在强烈的形式感下 ， 寓意着旧

上海解放前夕的阴霾气氛 。” 正如他所说 “光

和影就是要寻找的视觉语言， 光是生命， 影是

暂时的隐藏”。 配以多媒体设计张松老师恰到

好处的雨， 更增添了视觉的层次和精制的油画

感。 雨在不同的片段中， 折射出多种层面的意

味， 不断推进调整和编织着人物与历史环境的

关系， 是让地理空间中隐藏的情感和意蕴都被

调取出来， 城市美学拓宽至人文空间， 全剧主

题的呈现才不会成为孤立的存在。

人物服装造型上传
递独特韵味

主创团队在为人物设计形象时， 一直在思

考怎样突破大众对上海女性形象的固有认知 。

整个创作过程陈逸飞的画成了我们的课外必

修， 经常因创作压力而失眠的夜里突然爬起来

对着他的画和纪录片发呆， 妄想着某一瞬间可

以魂穿到画里， 第二天拎着一个舞段走出来 。

造型设计贾雷老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寻找当

时最流行的打扮， 比如胡蝶、 黄柳霜、 甚至林

徽因， 看这些女性是如何引领时代风气、 诠释

东方审美的。

以上海石库门为背景的女性形象， 日常生

活中的她们并没有那么西化， 最终我们选择较

低的发髻流露出十足的古典韵味， 配以非常简

单的中分小刘海， 衬出她们温婉干净的东方女

性形象， 展现出了质朴优雅的时代气质。

这段舞蹈语汇的设计不刻意追求造型动作

的张力， 而是在呼吸间带动肢体自然流动， 身

体的幅度、 面容的情绪传递和视线的流转顾盼

都只在七八分的样子， 不蔓不枝， 静默成诗。

服装设计阳东霖在设计里 “保留旗袍古典雅致

的美感， 设计避开了有腰省修饰身体、 体现曲

线的改良版旗袍， 选择无省的古典型旗袍， 设

计出来的袍服不修饰曲线， 不刻意雕塑三围，

略显腰身， 以 ‘平’ ‘整’ 为美。 这种看似平

淡无奇的 ‘平’ ‘整’ 之形， 体现出剧中上海

女子别样的雅致与细腻， 它脱胎于传统中装制

衣工艺与文化审美意识， 同时也是克制设计理

念的一种呈现。” 这也与舞蹈动机创作的理念

相得益彰。

舞剧 《电波》 美学气质， 我们除了需要营

造地理空间这个 “骨架 ”， 还要从荡气回肠的

人文空间中找寻创作的 “血肉”。

音乐 、 人物创作上
追求真挚共情

说起音乐，不得不再次提到《渔光曲》，这也

要感谢上海歌舞团陈飞华团长的引导和坚持 。

充满老上海气质的咖啡馆里， 我们谈到有没有

一首曲子能够在片刻的宁静里是勾起那一辈上

海人的记忆。 此时，女子舞音乐的初稿其实已经

完成，音乐很美，只是包括作曲杨帆在内的主创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陈团思索道：“我觉得《渔光

曲》合适。 ”渔光曲，多自然现成，就连我这个妥

妥的山东姑娘也觉得旋律仿佛就在嘴边。 咖啡

馆老板听到我们在聊《渔光曲》饶有兴致道：“我

是地道上海人啊， 小时候外婆就是哼着 《渔光

曲》哄我睡觉的。 ”对啊，就是这首了。 这首歌用

旋律勾勒记忆，格调高雅深入人心，舞剧正式上

演时， 女舞者身着烟灰色旗袍款款起舞，《渔光

曲》 熟悉的旋律以全新的配器方式由小提琴缓

缓奏出，许多观众泪目了。

无论是开篇将时代感缓缓带入的钢琴还是

李侠、 兰芬生死诀别时如泣如诉的大提琴， 抑

或是最后英雄赴死慷慨悲壮的交响乐， 都是从

地理空间这个 “骨架” 向着人文空间的 “血肉”

无限延展， 渗透。 随着创作不断深入 ， 李侠 、

兰芬、 老方、 小裁缝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逐渐

清晰起来， 他们属于这座城市更属于那个时代，

记得有位观众这样说 ： “你们的演员一出场 ，

我就相信你们。” 我想， 演员的信念就是塑造角

色之美吧。 正如创作过程中杨帆给我们的音乐

工作群取的名字： “身陷囹圄， 心向光明”， 这

座 “摩登” 的城市下流淌在血液中的炙热的红，

在那个峥嵘岁月里奋不顾身撞击灵魂的爱与信

念， 就是人性的大美。

上海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美学气质， 每

一代创作者都在竭力找寻自己诉说美的方式，

我很庆幸， 《永不消逝的电波》 创作中所有的

创作工种无一掉队， 我们都将自己认为最美的

颜色添在了 “这张泛黄的旧照片上 ”， 我们都

爱上了这座城市， 我们真心希望她能够承载更

为广阔深远的情怀和积淀 ， 让上海城市美学 ，

在 《永不消逝的电波》 舞台上， 在氤氲的烟火

气和厚重的时代感中， 丰满重生。

如果长河无声奔流的是岁月是气魄， 那从

未消逝的爱与信念是上海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

底色！

（作者为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总编
导之一 ）

先后获得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演出超过百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电波”热潮

爆红出圈的红色舞剧是这样炼成的

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上海地下
电台联络员李白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创作，具有很高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舞剧自2019年4月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以来，至今已经演出超过一百场，不仅
获得了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最高奖项，而且爆红出圈，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
响。 如今，随着新一轮全国巡演的开启，该作品已经成为“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本文作者为《永不消逝的电波》总编导之一。

———编者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剧照

荩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海报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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