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500余件珍贵展品呈现吴贻弓的艺术生涯
“电影万岁—吴贻弓纪念特展”日前开幕

为纪念中国第四代著名导演吴贻弓逝世

一周年，“电影万岁—吴贻弓纪念特展”日前在

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幕。“电影万岁”是吴贻弓晚

年向电影事业发出的真挚呼声，展览聚焦吴贻

弓的电影作品及创作成就， 以七大板块的内

容，追随他的创作历程和生活轨迹，传播上海

电影的美学及上海电影的精神。

展览精选实物、手稿、剧照、照片、奖杯、文

学本、完成台本等精品特藏，以期全面展现吴

贻弓的电影人生。吴贻弓家属向博物馆捐赠了

电影艺术档案（含手稿）、工作笔记、奖杯奖牌、

证书聘书、工作照、剧照等 500 余件物品，这也

是博物馆开馆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一

次捐赠。 其中，《巴山夜雨》《阙里人家》等影片

的导演总结、《城南旧事》《姐姐》 的工作手记、

《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 等影片的场景画稿

均是首次公开展示，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研究

价值。

记者看到，展览以一件别致的装置艺术为

起点，幼年时吴贻弓曾用手电筒和纸盒搭起简

易的放映装置，电影的梦想也从此深深种进了

他的心中， 该装置艺术概念正是以此为灵感，

从一个纸盒中喷涌出 914 张照片，这棵光影之

树照亮了吴贻弓的艺术人生，也寄托了影迷最

诚挚的敬意和缅怀。

此外，特展还别具匠心地设计了沉浸式场

景，让观者成为电影中的主角。 《城南旧事》展

区复原了小英子的学堂，摄影机、摄影灯等器

械营造出电影的现场拍摄感，观众可以坐一坐

1920 年代的桌椅，朗诵小英子最喜欢的“我们

看海去”；推开“老孔家”的大门，观众便走进了

《阙里人家》展区，五代同堂的孔门全家福随即

映入眼帘，这部从历史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不平

衡展开说起的家庭片成就了吴贻弓创作序列

中的一座高峰。

“我们都十分热爱这个由我们自由选择的

职业，所以我们也绝不会辜负它，今天我想在

这句话后面再加上四个字， 那就是 ‘电影万

岁’。 ”在 2011 年度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

会中，时任会长的吴贻弓在获得协会终身成就

奖时曾这样真情流露，13 座沉甸甸的奖杯伫

立在展览末尾， 浓缩了导演辉煌的艺术生涯。

本次展览出品人，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王健儿表示，这四个字蕴含的力量始终激

励着上影人回归内容、回归原创。

此外，为配合此次展览，博物馆特别推出

了一批“电影万岁”系列主题文创产品，包括纪

念版图章、主题胸针、纪念帆布袋、工作手册、

档案袋以及《城南旧事》气氛图复刻品、“送别”

手摇八音盒等。吴贻弓纪念特展是上海电影博

物馆继谢晋、汤晓丹、郑君里等展览之后的又

一个电影大师展，展期将持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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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

十年前的 9 月 14 日，著名

出版大家范用先生， 告别

了他终生热爱眷恋的编辑

出版事业。 昨天，“为书籍

的一生———范用逝世十周

年纪念展”在沪开幕，同时

《范用存牍》 新书首发，京

沪出版人共同缅怀这位为

新中国出版事业作出重要

贡献的文化界大家。

在业内， 范用被称为

“三多”先生———“书多、酒

多、朋友多”。 他与当代几

乎所有重要的文化人都有

交往，如夏衍、巴金、冰心、

陈白尘、叶圣陶、赵家璧 、

吴祖光、汪曾祺、黄裳等 。

展览现场，一批书信、书稿

档案及珍藏实物， 串起范

用的书香 “朋友圈 ”，分为

革命者范用·最初的梦、编

辑出版家范用·书情与友

情、杂志家范用·读书无禁

区、 作家范用·赤子之心、

书籍设计家范用·叶雨书

衣、范用珍藏等板块。为期

三个月的展览， 将定期举

办讲座和论坛。

70 多年的出版生涯

中， 范用策划出版了一批

广受赞誉、 影响深远的名

家名作和书刊， 如经久不

衰的《傅雷家书 》、巴金的

《随想录》、历史的证言《干

校六记 》、 书比人长寿的

《编辑忆旧》《为书籍的一

生 》等 ，并创办了 《读书 》

《新华文摘》等杂志。 他爱

书、懂书、做书、藏书，堪称

一代出版人的楷模。 四卷

本《范用存牍》收录了他与

近 400 人的 1800 余封信，

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首发式现场， 专程来

沪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总编辑肖启明谈道 ，

展览和书中的多封来信，反映出范用“作为文化寻矿者、

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他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思

想文化领域的关注与思考， 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及出

版史的第一手宝贵史料。 “范用不是一般的爱书，他爱得

很深沉、很痴迷。 通过展览，范用的编辑之道变得亲切可

感，今日出版人不仅可以从约稿、编排、设计等技术层面

管窥一斑，更重要的是，得以领略范用做出版的精神和要

略。他对书的理解、他的编辑理念至今依然润物细无声地

影响着三联、中国读书人与出版人，对新时代我们该做什

么样的出版、如何做出版有所启发。 ”

因为书， 范用与作家学者编辑成为至诚的朋友。 比

如，因《随想录》结缘，巴金曾在信中由衷赞叹范用：说真

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 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

一流的装帧！ 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

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的。范用与作者的交往由书始，

却不止于书， 用夏衍的话来说就是：“范用哪里是在开书

店（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 ”范用嗜书如命、爱书成痴，

不仅从书籍中汲取了精神营养，完满了自己的人生境界，

也将激励后人奋进。正如业内人士评价，范用对出版事业

兢兢业业、乐于奉献、鞠躬尽瘁的品德和真挚情感，既有

韬奋精神的历史渊源， 又直接来源于三联书店的出版实

践，是新中国出版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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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 晶

陈薪伊：英雄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话剧交响剧诗《龙亭侯蔡伦》将于演艺大世界首演

继新版全女班《奥赛罗》后，82岁的陈薪伊

导演再次带领团队踏上征程，开排陈薪伊艺术

中心成立以来的首部原创剧目———话剧交响

剧诗《龙亭侯蔡伦》。 “20多年前，观众记住了话

剧《商鞅》。 我有自信，20多年后的《龙亭侯蔡

伦》也将被他们记住！ ”“女帅”陈薪伊气魄不减

当年。 这部从构思、创作到立项成型耗时四年

之久的舞台大作，日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陈薪伊告诉记者，这一次她尝试将京剧的

程式艺术、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西方交响乐

的英雄旋律相结合，演绎一个有血有肉的“巨

人”，追寻一个伟大的身影，展现一个名留青史

的人物命运中的波澜壮阔。

“只要有人类 ，英雄主义就永
远不会过时”

历史上的蔡伦因改进造纸术而被封为龙

亭侯。 他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但恰恰是一个

犯过罪的伟大发明家，同时失去了身为男人的

尊严。 这不是舞台艺术领域的热门题材，也不

是受创作者青睐的传统英雄人物，陈薪伊为何

要执笔去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很多人会觉得匪

夷所思。 但恰恰是交织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痛苦

与成就，让陈薪伊看到了用艺术进行人文主义

创作的可能。

“今天的舞台太需要人文主义精神了。 ”陈

薪伊说。 她希望让观众看到蔡伦如何取得造纸

良技，却舍弃世俗的幸福与尊严；如何以“蔡侯

纸”创造了和平功业，却为早年参与宫斗而不

得安宁。 “每个英雄都是一出悲剧，蔡伦也是。

纸轻如鸿毛，能轻易被揉皱、撕碎、玷污，却又

可以不断再生。 如纸一般脆弱，也如纸一般坚

韧，这便是蔡伦。 ”

作为中国戏剧界的泰斗人物，除了导演的

身份之外，陈薪伊还曾因编剧黄梅戏《徽州女

人》获得曹禺编剧奖，《龙亭侯蔡伦》是她的第

六部编剧作品。 三年前，她亲上秦岭山寻找蔡

伦的足迹、心迹。 汉中大地上，蔡伦有后人的传

说如假似真，扑朔迷离，却让陈薪伊感到欣喜。

“这不就是戏剧最需要的东西吗？ 我从不在舞

台上把历史再讲一遍。 今天的龙亭侯蔡伦，是

艺术创作的蔡伦，并非历史书中的蔡伦。 ”陈薪

伊说。

在过去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陈薪伊在她

的艺术殿堂中塑造了一个个丰满的英雄人物。

歌剧《张骞》中有从西域走出天下的宽广之心

与雄才大略；在京剧《贞观盛世》中有善于反省

的君王李世民；在话剧《商鞅》里有改革者的壮

志豪情；沪剧《邓世昌》有热血少年情，有对生

命的咏叹……“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 ”她说，

“有人30年前就跟我说，英雄主义已经过时了；

但我认为，只要有人类，英雄主义就永远不会

过时。 只要有卑微者，伟大就会永生。 ”解剖人

性的发展，还原真善美的本来面目，用历史人

物去表达自己的戏剧观，成为陈薪伊贯穿始终

的创作准则。

“京剧和交响乐可以共振”

踏访蔡伦墓地后的两个月，陈薪伊在国家

大剧院欣赏理查·斯特劳斯交响乐 《英雄的生

涯》。 聆听着旋律，她的脑海中浮现出蔡伦的形

象。 于是她当即决定，以这部交响乐“英雄的伴

侣”“英雄的对手”“英雄的战场”等六个乐章作

为剧本结构，比兴“蔡伦英雄生涯”的六个生命

历程。 19世纪的交响乐碰撞两千年前的中国巨

人，陈薪伊大胆突破舞台形式，中西交融，古今

并重，将中外古典文学、京剧、话剧、交响乐进

行融合创新。

陈薪伊认为，“京剧的表演方式以及它的

造型力量具有和交响乐共振的体裁感”。 《龙亭

侯蔡伦》 的演员阵容特邀京剧名角关栋天、严

庆谷、张达发、陈霖苍、王蕾，实力新秀陈艺心、

郝杰等老中青三代京剧演员出演，全剧台词将

以京剧韵白和京白形式交替呈现，以京剧身段

点缀话剧表演。 该剧还计划推出音乐会版本与

录音版本，观众可以根据需求体验不同的演出

形式。

蔡伦的一生与纸密不可分，《龙亭侯蔡伦》

的舞美设计桑琦也是以纸为主要材料搭建舞

台，甚至用纸“雕刻”出了一座秦岭山，颇具现

代感的舞美也是舞台呈现的一大亮点。 据悉，

该剧将从 10 月 22 日起在人民大舞台开启首

轮四场演出。

“电影万岁—吴贻弓纪念特展”聚焦

吴贻弓的电影作品及创作成就，以七大

板块的内容，追随他的创作历程和生活

轨迹， 传播上海电影的美学及上海电影

的精神。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红色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经演出超过 150 场，收获了“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演出方供图）

央视《大幕开启》解码红色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成功奥秘
获得文华大奖的红色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演已超过150场，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这是一枚古铜色的渡江胜利纪念

章， 它是英雄的勋章， 也是历史的回

响。 红色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下简称《电波》）上演第 150 场时，

剧组收到一份珍贵礼物。 “刷”过十二

遍舞剧的南通观众钱俊赶到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 庄重地把外公的遗物赠予

剧组。 “外公曾经告诉我，当年打赢渡

江战役依靠的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

牺牲。剧中，李侠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

是国民党江防图， 每次看到这里我总

是浮想联翩， 甘美的胜利果实里一定

有着地下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 ”他

说，“感谢《电波》，是你们让英雄们在

舞台上重生了。 ”

属于当晚的“动情时刻”一直延续

到了午夜。演出结束后，主创团队与百

余位观众坐在一起“围炉夜话”，聊创

作，谈感触，致敬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

仰。 主持人倪萍深情讲述了《电波》的

故事，她的眼角噙着泪花。著名演员潘

虹已经“三刷”这台舞剧，她动情地说：

“我是看着孙道临老师的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长大的，那是中国电影史的

喜马拉雅。如今，高峰旁又站起了一个

‘小巨人’。”而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

表示，《电波》的现象级“爆红”离不开

人民性———“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红

色基因，在观看《电波》时被激活了。 ”

真情实感与时代性
共存，舞台艺术具有“圈
粉”能力

这是一次特殊的“演后谈”，也是

一堂有意义的思政课。 9 月 12 日，央

视 《大幕开启 》节目组来到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 ，记录 《电波 》第 150 场演

出。 这档全新节目旨在向广大电视观

众推荐思想精深 、艺

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

国家精品舞台艺术 ，

上海歌舞团创制的

《电波 》 受邀参与录

制， 节目计划于 “十

一” 黄金周期间在央

视综艺频道播出。

上海是一座红色

的城市、英雄的城市，

她为艺术创作提供了

取之不竭的素材。 舞

剧《电波》以李白烈士

代表的共产党员为原

型， 讲述了他们潜伏

于隐蔽战线， 行走在

刀尖上的故事。 诞生

仅一年多， 这台舞剧

已 经 演 出 超 过 150

场， 激起全国观众的

爱国情怀， 还收获了

“文华大奖 ”和 “五个

一工程奖”。 这道“红

色电波 ”为何 “圈粉 ”

无数？ 央视主持人张

蕾与《大幕开启》节目

摄制组专程来到上

海，让《电波》中潜藏着的诸多秘密，在节

目镜头下一一解码：《渔光曲》 中最难的

舞蹈动作是什么；“栀子花、白兰花”叫卖

声出自谁的配音； 李侠在舞剧中为什么

成了报社编辑……这些秘密代表了主创

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 艺术因此

回归了真实生活。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电波》 还进

行大胆创新，融入青春色彩、红色记忆、

浪漫情怀、谍战氛围等元素，立体塑造了

为我党民族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可

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主创们认为，真情实

感与时代性共存， 舞台艺术就有了独特

的“圈粉”能力。 “60 多年前的经典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深入人心，而这次我

们在舞剧创作中探索全新理念， 红色信

仰不变， 但全新的美学表达和艺术呈现

样式，唤醒了观众，激活了不一样的观戏

体验。 ”

致敬先烈，敬畏艺术，

信仰的力量在舞台上不断
发散

“他盼着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到

那个时候， 他将用这双发送了无数情报

的手抱抱孩子。他是新中国的孩子。每次

想到这些，他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倪

萍深情地讲述着《电波》的故事。 话音未

落，舞剧总编导韩真、周莉亚，主演朱洁

静和许多观众已抹起了眼泪。

节目录制过程中，《电波》 主创回忆

起创作的艰难，几度潸然泪下，更激起了

澎湃汹涌的心潮。 “又一轮演出结束了，

连续十几场演出， 对于舞者而言体力和

情感都到达了本我的极限，可是为什么，

我还想继续跳，继续跳，舍不得结束？”录

制结束后， 兰芬的饰演者朱洁静在朋友

圈留言，“一切都珍贵， 一切都值得，《电

波》于我而言是唤醒真我的钥匙。 ”

对先烈的敬重 、 对艺术的敬畏 ，

是 《电波 》播撒在每一位演职人员心

中的种子。 庄重肃穆的排演、精扣细合

的打磨 、富有韵味的编曲 、充满创意的

舞美设计……几 近

完美的舞台呈现里

浸透了他们倾情的

付出 。韩真总是给年

轻人鼓劲 ： “历史的

照片已经模糊泛黄 ，

如果我们再不做点

什么 ，他就真的消失

在无声奔流的长河

里 。 ”周莉亚始终坚

守着严苛的创作标

准 ： “红色主旋律叠

加艺术成色 ， 讴歌

信仰的力量 ， 让孩

子们看到祖国的今

天从哪里来。 ”

主创团队抱着敬

畏之心真实还原历

史， 才感染了这么多

观众， 进而让他们认

识到， 为了新中国的

成立， 斗争环境再恶

劣， 共产党人的信仰

从未动摇， 理想之光

从未暗淡，那就是 70

年前革命先烈的青春

和信仰。如今，信仰的

力量随着回荡的“电波”不断发散，无论是

看过 30 场的“自来水”，还是刚踏进剧场的

新观众都为之深深触动。

走进英雄的精神世界，

演员们带着使命感起舞

“《电波》真正走到了观众的心里，无论

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 00 后的年轻人，都

能在舞剧中找到直抵内心深处的感动。”中

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 新中国成立

以来， 中国已制作了近 1200 部舞剧，《电

波》创造了中国当代舞剧的奇迹。潘虹回忆

“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观演体验，看着李

侠第一次抚摸妻子的孕肚、 兰芬的最

后一次回头，感觉无比震撼，她坦言：

“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悲壮、不

朽。”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

安认为，“后浪” 们用青春和热情让看

似远离当下的题材， 变成了具有时代

光彩和艺术感染力的全新作品，“更难

得的是， 演员把自己的感情完全灌注

到肢体里，让肢体拥有了思想和情感，

也让观众感动落泪”。

融入《电波》，走进英雄的精神世

界，演员们带着使命感起舞。 为了真

实感受人物原型当时的生活状态，剧

组在创排期间特地走访了李白烈士

故居。 李侠扮演者王佳俊至今仍清楚

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被当年李白

发报的小阁楼所震撼， 仅仅几平方米

的四四方方小阁楼， 却是他和兰芬幸

福的净土。”这次实地参观让他更加贴

近李侠这个角色，“每一个动作， 一个

回头、一个微笑、接报纸、拿工文包，当

你走进这个角色， 你不会再去想你的

表演是什么， 你的每一个动作就是这

个角色的所想所做。 ”王佳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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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在舞台上跳

起 《电波 》，王佳俊与李侠渐渐相融 ，

直至角色长在了演员的身上心上 。

“投入每一场演出， 让观众通过红色

题材舞剧走近革命先烈，是我当下最

重要的责任。 ”

在朱洁静的回忆里， 最初曾感到

兰芬的故事寡淡、 平庸， 但深入角色

后，她认为这部舞剧“对传统女性的美

有了新时代的答案”。《渔光曲》里的蒲

扇伴随她从排演到登台， 早已千疮百

孔，几近破碎。她不舍得把扇子与其他

道具放在一起， 每次演出结束都把它

带回家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拿起蒲扇、

穿上旗袍， 她就成了 “从故事里走出

来”的兰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