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剧《拜月亭记》明起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图为剧照。 （上海昆剧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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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联五烈士为题材的大型原创话剧《前哨》日前举行了剧本研读

会，引起学术界、评论界和戏剧界颇多关注。 《前哨》围绕左联五烈士与

左翼革命文学历史背景展开剧情，界内人士认为，它对于发掘上海红色

文化资源、弘扬城市文化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剧本研读会上有专家指出， 该剧编剧黄昌勇在丰厚的史学材料基

础上进行戏剧创作，两年间剧本大纲六易其稿，使《前哨》具有了文献剧

的厚度；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带来了人物情感的真实与丰沛；剧作在结构

和叙事上不乏创新亮点，在史料文献的严谨扎实之外兼具浪漫和诗性。

在为革命献出生命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都是 30

岁不到的文学青年。柔石小说《二月》、殷夫诗作《别了，哥哥》《我们》、胡

也频短篇小说《圣徒》等左翼文学作品，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

辉煌一页。今天的人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信仰与

选择、理解他们的无畏与牺牲？这个历史时空与当代生活之间有着怎样

的关联？ ———用一部优质的舞台艺术作品来回应这些问题， 在同济大

学人文学院王鸿生教授看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2021 年是建

党 100 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 90 周年。“话剧《前哨》的创作给人一

种生逢其时、带着使命感出生的时代性印记。 ”

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认为，《前哨》值得期待的一大看点，就

是剧作者凭借自己多年来对现代文学、尤其左联史的深细研究，从史实

本身所发掘的戏剧性因素。“文献艺术剧”的概念将一举突破历史剧“几

分史实+几分虚构”的固化模式，在更高的艺术真实层面彻底打通纪实

与虚构的壁垒。 只有这样，戏剧舞台才能释放更加丰沛的艺术冲击力。

作为一部重新发现、 追寻、 缅怀革命历史和先烈的大型诗剧，《前

哨》要让走进剧场的观众尤其年轻观众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就要突破传

统的文献剧局限，在艺术表达上有所创新。作品巧妙地以“戏中戏”的三

种交叉结构，在现实、历史间构成一种张力，以现实追溯历史，历史反照

现实。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任肖英说：“剧本叙事以精神求问为线

索，跌宕多姿，剧中人物的表达在间离效果中追寻哲学思辨，加诸利用

影像衬托叙事以及时空转换， 凸显了良好的舞台视听效果。 ” 王鸿生

说，”对那段历史我们不能轻薄地去看待”，期待由此展开的这部话剧，

“它未来的舞台呈现是深沉、壮阔的。 ”

据悉，话剧《前哨》由上海戏剧学院与龙华烈士陵园共同出品，上戏

青年导演马俊丰执导，预计将于明年 4 月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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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版《辞海》明年起“提速”，
重塑权威工具书线上线下的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卫中） 近期出版

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辞海》 （第七

版）， 其网络版与纸质版同步上线试

运行 。 虽然目前网络版还是纸质版

的再现 ， 但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

志华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 出版

社计划从明年开始， 使 《辞海》 网络

版逐步实现 “实时更新”， 在保持权

威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 成为家长放

心、 孩子能用且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

网辞书， 重塑权威工具书在互联网时

代的影响力。

近期出版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辞海》 （第七版） 共收录单字字头

1.8 万余个； 新增条目 （含义项） 1.1

万余条， 总条目计近 13 万条 ， 75%

以上的条目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

更新 。 字数 2350 万字 ， 图片 1.8 万

余幅 。 《辞海 》 （第七版 ） 集中展

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 、 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新事物、 新成果， ?

别是近十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政

治、 经济、 社会、 科学、 文化等方面

的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应信息化

时代的要求 ， 《辞海 》 网络版同步

上线试运行 ， 读者可以通过扫描

《辞海》 （第七版） 版权页上的二维

码登录体验。

在近日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举

办的 “《辞海 》 和上海的百年情缘 ”

讲座上 ， 秦志华指出 ， 现有网络上

的各种 “百科”， 内容大多是网民自

发上传提供 ， 科学性和准确性很难

保障 ； 且不少内容是网民从其他来

源直接复制粘贴拼凑而来 ， 多数未

经原作者授权 ， 随时有 “被下架 ”

的可能， 无法形成稳定的内容供应；

更重要的是 ， 互联网 “百科 ” 的知

识缺少评审机制 ， 尤其是一些有商

业价值的词条 ， 甚至夹杂了可能

“误导” 读者的有害性信息。 而近期上

线试运行的 《辞海 》 网络版与各种互

联网 “百科 ” 相比 ， 内容严谨真实可

靠是最大的优点 ， 其内容完全基于

《辞海 》 （第七版 ） 。 从 1979 年起 ，

《辞海》 先后经过多次 “十年一修” 的

系统增补修订， 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公认

的权威工具书。 《辞海》 （第七版） 更

是有超过 1000 位各学科顶级专家参与

编纂。 《辞海》 网络版上线试运行前，

同样要经过和纸质版一样严格的编辑审

核。 秦志华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打造

一个让家长放心、 孩子能用的 《辞海》

网络版 ， 重塑权威工具书在互联网时

代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的 《辞海 》 网络版内容

来自 《辞海》 （第七版）， 但上海辞书

出版社计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

后 ， 努力实现 《辞海 》 网络版词条及

时更新 。 “比方说今天出现了一个热

点 ， 我们就找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来

编写词条， 然后在线提交给编辑审核，

通过以后立即发布 ， 响应速度与生产

周期近似于新闻媒体”， 实现随时随地

可查 、 实时动态更新的网络版 《辞

海》。

文化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唐明皇”和“杨贵妃”出道，戏曲名家为他们点赞
上海昆剧团学生版《长生殿》举行汇报公演，新推经典剧目《拜月亭记》明首演

梧桐掩映里，雏凤声清啼。由同济

大学和上海昆剧团酝酿筹备一年多的

学生版《长生殿》昨天在俞振飞昆曲厅

举行了夏季集训汇报公演。 来自全国

各地的 28 名大学生将一个月暑期集

训所学内容倾囊而出， 汗水划过青春

的脸庞， 也是昆曲在当下散发蓬勃生

命力的最好佐证。

公演时间定在下午两点， 由戏曲

名家蔡正仁、张静娴、谷好好坐镇评委

席， 实况在线上同步直播。 一点半不

到， 惦记演出的同学们就早早来走台

练习，希望将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

来自同济大学的蔡筱君和上海财经大

学的潘怡麟为了即将要表演的 《长生

殿·惊变》中的《泣颜回》选段一遍遍磨

合着动作和唱腔， 他们作为搭档分别

演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角色。“为

了公演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就怕临场

露怯。 ”潘怡麟对记者说道。 谈及这一个

月来的收获， 她相当兴奋，“过去没有系

统性地接受过训练，学生版《长生殿》让

我真正意义上走近了昆曲”。

汇报公演由昆曲基本功、 身段组合

和《泣颜回》三部分组成，在规定动作展

示环节中，生组展示了山膀、跨腿、三跨

虎等身段，旦组则展示了台步、圆场与水

袖组合。在一众生角里，一位女孩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目———来自昆士兰大学的张

煦和今年研究生二年级，是资深票友，此

前在澳大利亚就经常参与当地的昆曲社

活动。作为唯一反串的组员，张煦和要当

好“女小生”并不容易，跑圆场时经常跟

不上男生的步伐， 大官生的唱法对她也

是不小的挑战。 但是，“这个机会太难得

了，我得把握好演一回自己喜欢的角色”。

台上同学们演得认真， 台下的评委

也评得认真。蔡正仁、张静娴在台下不时

低声交流，前者有着“活唐明皇”之称，后

者刻画的杨贵妃形象在评论界有着 “绝

唱”的美誉。张静娴点评：“‘四功五法’有

点意思了， 短短一个月能达到这样的水

平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非常不容易。”在

蔡正仁看来，《泣颜回》作为经典曲牌，要

演好具有相当的难度。 他提醒学员们时

刻注意自己的脸部表情细节：“往往一个

眼神少看了一眼，情感就不到位了。 ”

“这是昆曲最美的样子。 ”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党委书记、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

好好对记者感叹， 并直言自己坐在台下

与平时进剧场看演员表演的心情截然不

同：“从戏曲进校园到学生进团学习，昆

曲传播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学生版《长

生殿》 将昆曲的种子深种在这些年轻人

心间， 也希望他们日后能将种子撒播到

全世界，让 600 年昆曲艺术代代相传。 ”

由同济大学和上海昆剧团携手打造

的学生版《长生殿》在上海市文教结合项

目的支持下， 在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

委、市艺教委的指导下于 7 月 10 日启动

演员招募，经过精心选拔后挑选了 28 名

大学生于 8 月 3 日正式开班。据悉，学生

版《长生殿》的培训将继续进行，今年 11

月底将进行年度汇报，并于 2021 年完整

展示学生版《长生殿》。

此外， 上海昆剧团首度推出的昆剧

《拜月亭记》将于明天起连续两晚登陆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这也是上昆继“临川四

梦”之《南柯梦记》后，又一部为“昆五班”

青年演员量身打造的传统经典剧目。 记

者获悉，此版《拜月亭记》主要依据南戏

《幽闺记》改编，同时参考了当年上海戏

曲学校校长周玑璋和汪一鹣的改编本，

全剧分为番兵犯境、 避难奇遇、 旅邸结

亲、和番回京、请医别妻、幽闺拜月和劫

后重圆七出， 以王瑞兰和蒋世隆的爱情

线索展开， 突出了王蒋两人追求爱情幸

福、敢于反抗的精神品质。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辞海》（第七版）。

《伍六七》第二季《伍六七之最强发型师》海报。 （资料照片）

《伍六七》摘得国漫近五年来第一朵“白玉兰”后，
我们还能在全球市场期待更多

一个孵化自上海的中国IP佐证，全球市场能成为中国文化内容与商业的消费市场有部动画片得奖的消息后劲十足，

直到今天还在业界被热议 。 不久前的

上海电视节上， 由啊哈娱乐 （上海） 有

限公司出品的 《伍六七之最强发型师》

从来自七个国家的十部作品中突围， 获

得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动画剧本奖 ， 这

还是近五年来 “白玉兰 ” 第一次花落

中国动画。

业界 “炸” 开的另一重原因来自海

外 。 同样在今年夏天 ， 这部 “上海出

品 ” 原创动画在奈飞 Netflix 上获得了

全球累计破亿的点击量； YouTube 上它

也是宠儿， 被海外各大动漫博主热推，

全网相关二创作品累计浏览量过千万。

从国内到海外， 《伍六七》 能走多

远多久？ 啊哈娱乐 （上海） 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 CEO、 该系列出品人兼制片人

邹沙沙如此描绘这部国漫的野心 ：

“‘出海’ 不是最终目的， 它是探索中国

文化创意内容价值最大化的一个方式。

我们想证明， 国漫作品的生长空间不仅

在中国， 也有机会让广阔的全球市场成

为中国文化内容与商业的消费市场。”

“墙内”与“墙外”共芬
芳，上海给了这个 IP 一片
生长沃土

其实在摘得 “白玉兰” 之前， 《伍

六七》 第一季已在 2019 年入围了具有

“动画界奥斯卡” 之称的法国昂西国际

动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奖项盖戳的同

时， 受众更是热捧。 该系列第一季在全

网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30 亿次； 第二季

更与奈飞达成了全球发行合作， 以中国

首个奈飞原创动画剧集之姿， 登陆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奈飞动画负责人约翰·戴德里安说，

《伍六七》 是一部有机会引起全世界动

画迷共鸣和青睐的优质作品 。 一部中

国原创动画剧集 ， 如何在保留中国?

色的基础上 ， 让全世界观众都觉得好

看？ 邹沙沙给出的答案里， “上海”是个

关键词。

她说， 自己选择把公司落户上海，

就是看中了这座城市深厚的动画根基。

“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 ， 中国第一部

自制动画片 《大闹画室 》 是上海万氏

兄弟带来的 ， 它比美国迪士尼的米老

鼠还要早两年面世 。 ” 之后的上海美

术制片厂 ， 更是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

的中国原创动画 ， 陪伴了几代人的成

长 ， 在国际上 ， 也同时影响了国内外

大批动画创作者们 。 可以说 ， 中国

动画正是从上海开始孕育 、 诞生和

发展的 。

上海缔造过的中国动画黄金年代

给了 《伍六七》 以启示———需要探索

在审美呈现、 文化传递和人性思考三

重维度的升级。 一一对照后的 《伍六

七 》， 在审美上既不美式也不日式 ，

坚决走中国?色的美学道路文化传

递， 具鲜明的中国元素、 浓郁的岭南

地方?色； 人性思考方面， 主人公在

帮助他人和寻找自我的历程中， 以爱

与包容一次次化解仇恨与偏见。 三重

维度升级， 这样的故事有了国际化的容

受度。

同等关键的， 还有上海整体的文化

氛围和娱乐消费水平对于动漫行业的发

展影响。 邹沙沙说： “相对别处而言，

上海在经济和娱乐消费水平上有着很大

优势，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漫文化

产业， 从上游至下游均有较完善的产业

链。 而且， 上海政府近年来出台了诸多

政策， 对于动漫产业在资金及资源上有

着极大扶持， 不仅为从业者提供更多机

会和发展空间， 也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蓬

勃发展。”

值得持续深耕20年乃
至更久，《伍六七》 的底气
源自哪里

过去谈 IP，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提

迪士尼帝国与漫威宇宙。 一年数百亿美

元营收的背后， 是以好故事为源头进行

影视、动漫、游戏等多方面的衍生开发。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国漫要走

出中国道路”的话题频上微博热搜。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表示，中

国动漫在主题和风格应立足于本土，对

流传千年的中国美术传统进行创造性转

化，提炼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象。中国动

漫产业应该提升持续打造系列化 IP 的

能力，通过多维开发、产业链联动构建起

世界影响力，打造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

《伍六七》两季在奈飞的热播让中国

动漫界更为明晰： 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

国从不缺乏好故事的源头， 但只有找到

与全球观众对话的语言、 讲好故事的国

际视野， 以领先的技术和工业化制作流

程助推创意孵化，才能真正扩大本土 IP

的国际影响力。沉淀内容、形成系列化创

作只是一个 IP 打造的基础，有节奏地开

发、多版权运营和全产业链发展，才是原

创动画 IP 可持续的关键。

统计数据提供了另一层底气： 海外

观众在消费了多年的日漫和美漫之后，

中国动画或能成为突破审美疲劳的重要

一击。据统计，《伍六七》在海外第一大核

心的受众群体在英语国家， 美国和加拿

大的粉丝总数加起来占了海外粉丝总数

的 35%，第二是南美，第三是欧洲，之后

才是日本和东南亚。 “奈飞已经意识到，

来自中国的内容播出效果非常好， 所以

他们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机会。”

邹沙沙说，目前海外已用“donghua”来称

呼中国动画 ，一如 “anime”?指日本动

画。 YouTube 也有知名人士为中国动画

做英文点评， 看得到中国动画在海外市

场的影响力正逐步攀升。

如出品方所言， “出海” 只是他们

探索中国文化创意内容价值最大化的一

种方式。 《伍六七》 动画在提升工业化

制作水平 、 培养内容长期生命力的同

时， 也在考虑商业与内容的良性互动，

让优秀内容拥有 “自动造血” 的能力。

据悉，《伍六七》 第三季计划年底上

线， 接下来有望保持每年更新一季的节

奏。第一季动画基本完成了人物出场，第

二季重点塑造人物关系， 第三季会在此

基础上逐渐打开世界观。 内容持续更新

的同时，IP 链在不断延展。 去年底，首部

衍生漫画《伍六七：黑白双龙》开启连载。

同期，《伍六七》 的四部动画院线电影已

进入开发阶段， 舞台剧着手筹备，《伍六

七》首套图书出版物也即将在 3000 多家

线下书店与读者见面， 上海方面与日本

万代南梦宫联合打造的《伍六七》系列手

办正在售卖中，六款游戏联动授权……

从自有版权音乐到周边商品开发、

跨界合作的商业模型， 一个围绕 《伍六

七》的 IP 链将在上海逐渐成型、完善，走

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