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
光 荣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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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企业 所属地区 合作单位 奖项
1 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关键检测技术研究及系统开发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浦东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特等奖
2 超高层摆式电涡流调谐质量阻尼器的研发及应用 上海材料研究所 虹口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特等奖
3 ?心病的定量血流分数测量系统 博动医学影像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一等奖
4 高性能耐热铸造镁合金工程应用技术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松江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5 全数字高端逆变焊机关键技术突破及产业化 上海广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闵行 上海电机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一等奖
6 ?纹钢板组合框架结构系统 上海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 金山 江南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一等奖
7 智慧城市配电网故障诊断与智能抢修技术及应用 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 徐汇 上海交通大学“电力传输与功率变换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二等奖
8 大跨径超重连续箱梁整体顶升改造技术服务 上海先为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普陀 青岛农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二等奖
9 ?载高精度高稳定碳纤维复合材料相机框架制造技术及应用 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 华东理工大学 二等奖
10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印章管理系统 上海建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系 二等奖
11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专用树脂及先进纺丝技术 上海联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等奖
12 聚合物多元醇及其组合物的应用 上海甘田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金山 华东理工大学 二等奖
13 基于 AI算法的智能传感器质量评估技术与应用 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虹口 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二等奖
14 轨交预警雷达的研发及产业化推广 上海神添实业有限公司 杨浦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三等奖
15 安可二代蓄热式中间包烘烤器 上海安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三等奖
16 基于“微谱 +”的医药质量控制及安全性评价服务平台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杨浦 同济大学医学院 三等奖
17 综采及掘进定位定向惯性导航系统 上海新跃联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 同济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 三等奖
18 基于北斗的车载 GNSS/INS组合导航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 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三等奖
19 汽车发动机舱用高耐热低翘曲尼龙复合材料的研发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 华东理工大学 三等奖
20 环保型橙色及其系列化染料产品的开发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 东华大学 三等奖
21 220kV及以上高电压主干设备局部放电在线监测与诊断系统的研发 上海欧秒电力监测设备有限公司 青浦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学院 三等奖
22 太阳能谷电 PCM蓄能供热采暖系统 上海筑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三等奖
23 废旧含汞灯管资源化和无害化综合处理技术与工艺 上海绿环机械有限公司 浦东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电子废弃物研究中心 三等奖
24 面向智能驾驶的高效能量回收型电子制动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上海拿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浦东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三等奖
25 微生物处置餐厨垃圾设备零排放技术及南极应用 上海壹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试基地 三等奖
26 基于酶浮填料 -HBF工艺的高效脱氮研究与工程应用 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明 同济大学 三等奖
27 大数据试验场综合分析应用平台开发 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宝山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 三等奖
28 轻量化高强烯碳铝合金制备及其产业化 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宝山 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鑫烯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三等奖

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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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文学经典，寻找当代戏曲创作的支点
“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让进入文学史的文本鲜活地再现于舞台

“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12月

15日落下帷幕。今年展演的作品中，高甲

戏《范进中举》源自《儒林外史》，昆剧《草

桥惊梦》从张生的视角演绎《西厢记》，黄

梅戏《浮生六记》原著为清代文人沈复的

自传体散文， 越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信》改编自茨威格同名代表作，滇剧《马

克白夫人》 化用莎剧……这些作品的风

格差异甚大， 但都试图从成熟的文学作

品中寻找当代戏曲创作的支点。

已故学者董健曾在他的学术代表作

《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中呼吁：

在剧场中召回文学， 舞台上除了综合的

表现手段 ， 还必须依靠文学来负载精

神， 照亮观众的心灵。 当代戏曲创作屡

屡在争议中前行 ， 几经波折 ， 时至今

日， 除了明确以 “歌舞演故事” 的原则

重建戏曲美学的风貌， 也需要在审美的

共识之上 ， 寻找充分现代的核心精

神———那是宋元戏剧曾爆发过的光芒，

也是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在 “新戏旧

戏” 的纷争中有过的探索， 即挑战固有

的伦理秩序而进入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用文学的手段赋予舞台以新文体、 新观

念和新价值。

古典文学滋养了传统
戏曲 ，也曾被 “名角 ”的光
环覆盖

昆剧 《草桥惊梦》 搁置了通行的舞

台演出本 《南西厢》， 回到王实甫的原

始文本， 这既是让进入文学史的经典文

本鲜活地再现于当代舞台， 也尝试借此

回溯古典戏曲曾有过的文学主导阶段。

宋元之际， 中国本土戏剧拥有了高

度成熟的样式， 中国传统文学历经积淀，

到元代与表演艺术相遇， 诞生了诸如王

实甫 《西厢记》 和关汉卿 《救风尘》 这

样既具有理想戏剧情节又创造文学修辞

巅峰的作品。 王实甫、 关汉卿、 白朴、

马致远等元代剧作家留给后代最宝贵的

遗产在于， 他们的笔下诞生了 “自由自

觉的人”， 他们创造的角色拥有健康的

欲望、 挑战不公平结构的勇气和自主强

大的行动力。

古典文学滋养了传统戏曲， 很多当

代观众与传统戏的初遇，震惊于“唱词之

美”。 但在传统戏发展的过程中，欣赏门

槛相对低的舞台表演系统逐渐取代了需

要更高审美能力的文学修辞系统， 结果

就是文本创作能力在传统戏曲中逐渐衰

落。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母口吻嘲

笑流行戏码跳不出 “才子佳人私会后花

园”的套路，胡适也曾批评明清传奇大多

“用八股文体做的”。 相对于文本的幼稚

俗套，剧作观念保守疲弱，角色脸谱化、

静态化，演员载歌载舞的能力被突出了，

“表演至上”成为行业默认的原则。 汤显

祖尚能霸气说出“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这样编剧中心的宣言，而他之后，“名角”

的光环逐渐覆盖文本的文学性和思想内

涵，成为戏曲观演的主导。

深得传统戏曲熏染的欧阳予倩初次

接触“文明戏”时，惊诧于戏剧表达能冲

破一元化的伦理秩序， 拥有开放的价值

体系和观念。 田汉钟爱传统戏曲的美学

系统，但他也是最早提出“戏曲创作要进

入人的世界。”而这一观念的践行困难重

重。鲁迅曾写文感叹：“戏还是那样旧，先

前欣赏易卜生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

青年，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

台下了。”他失望于当时的围绕着名演员的

戏曲创作，借助观众心理惯性，以世俗文化

的姿态占据市场， 却在精神层面放弃了现

代性的启蒙追求。

从 1930 年代到 1960 年代， 田汉致力

于 “戏曲改良”， 他创作了 20 多个戏曲剧

本， 包括京剧、 湘剧和越剧等。 经由他的

努力， 200 年来 “文学性和思想贫困化的

地方戏 ” （陈白尘语 ） 被注入了现代意

识 。 田汉的代表作 《江汉渔歌 》 《白蛇

传 》 《谢瑶环 》 等既能生动地搬演于舞

台， 也是自洽、 完整的文学作品， 这让编

剧重回戏曲创作的中心地位， 至少是和演

员同等重要的地位。

戏曲在诉诸审美之外，

同样诉诸于心灵

回到今年小剧场展演的现场， 面对这

些新作，重点不在于争议“歌舞为表，文学

为里”孰轻孰重。 剧场是一门综合艺术，是

同等重要的不同环节共同组成的。 正如学

者董健所总结，当代戏曲创作的“现代性”

涵盖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核心精神、 符合现

代思维的舞台语言系统和引领现代审美的

美学风貌，它们是平行的要素。

歌舞赋予戏曲美学的风貌， 文学则是

承载了观演双方精神需求的载体。

以红娘为主线的轻喜剧风格 《南西

厢 》 深入人心 ， 但一旦回到王实甫的文

本， 仍然会让人感慨， “愿天下有情人终

成眷属”。 亮相 “2020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

展演 ” 的昆剧 《草桥惊梦 》 重新梳理了

“待月西厢下” 的故事， 让这部文学典籍

散发它凌驾于时间的现代性光芒： 王实甫

写出了一个多情孟浪的少年， 他受着

激情的驱驰也受困于欲望受挫的失

落， 意志坚决的行动力和受人摆布的

被动感何其矛盾地共存于他的一念一

动之间。 《西厢记》 里迷人的不在于

情节本身， 而是少年男女在诚实的欲

望和森严秩序的摩擦中， 各自现出的

倏忽变幻的精神图谱。

滇剧 《马克白夫人 》 仿佛走到

《马克白》 这个血腥戏剧的幕后， 它

用简洁的戏剧流程展现隐在幕后的杀

戮和暴力 ， 邪恶的浓度在舞台上渐

增， 但剧作者没有站在全知全能的视

角裁决这个女性， 而是徐徐展开她内

心世界里残忍和脆弱的交锋。

婺剧 《无名》 是一部在完成度层

面仍存在很大空间的新作， 剧作给出

了一个拥有丰富阐释可能性的戏剧模

型， 剧中三个最终死去的犯人很难说

是 “觉醒的人”， 他们接二连三地被

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强力所毁灭， 但主

角之一在面临死亡的时刻， 意识到他

为之献身的理念是罪恶的， 不允许平

行价值观念存在的、 独一无二的伦理

原则是荒诞的。 这个剧作构架触及了

戏剧实践中最珍贵的价值： 不要用一

种价值去否定、 消灭另一种， 而是呈

现不同价值之间的碰撞和撕扯。

这些作品让观众看到， 戏曲在试

图寻回文学能力时， 它在传统戏曲美

学资源之上 ， 触及更高的艺术原

则———程式化的歌舞表演不仅能诉诸

感官愉悦的欣赏， 也能超越传统戏曲

封闭的伦理秩序， 在精神世界的层面

观照人情人性。 进入这个诗意盎然的

宇宙， 强烈的抒情特征也将更有效地

激活 “歌舞演故事” 的戏曲基因。

“燃”背后的温存底色，让它因人文关怀而闪耀
一部非典型体育题材纪录片《棒！少年》缘何成为口碑佳作———一部非典型体育题材纪录片《棒！少

年》近期成为口碑佳作。该片不仅在第十

四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中获得业内认可

拿下最佳纪录片大奖， 它在院线上映亦

感动了许多观众。

《棒！少年》讲述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

贫困少年和“事实孤儿”，在北京市郊的爱

心棒球基地组成了一支特殊棒球队的故

事。与令人热血沸腾的体育题材纪录片不

同，《棒！少年》更多聚焦少年们在爱心棒

球基地和贫困家乡的平凡生活场景，在

克制中彰显着人性的温存与希望。 “真心

希望棒球可以带给他们快乐， 弥补内心

的缺失，获得生存的能力和尊严，有更多

的人帮助和关照他们的成长。 ”导演许慧

晶在自述中表达了拍摄影片的初衷。

体育，让少年重新找回
了陪伴、关爱和自我价值

刚进基地的马虎，是个上课吃粉笔、

吐口水，成天打架的“刺头”。父亲常年打

工不回家，后妈不管他，马虎的功课跟不

上了……如果不是在棒球队中学会了纪

律与自控，可能“出门就是一流氓”。《棒！

少年》 中的少年很多都像马虎一样家徒

四壁。 棒球并非他们主动选择的兴趣爱

好，而是在困窘中的希望和出路。

马虎错过了棒球最佳启蒙年龄，但前

中国棒球国家队队长孙岭峰还是将他收

入门下。 “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窗口”孙

岭峰说。 其实从身体素质和运动天赋来

说， 大多数进入爱心基地的孩子长期营

养不良，都是不合格的“运动员”。但比起

未来职业前景如何， 爱心棒球基地的建

立，更重在帮孩子们健康成长和建立完

善的三观。 正如孩子们每天训练时间为

三个小时，除了赛场上的磨炼，纪录片中

大量镜头都在讲述孩子们的吃穿住行，

老师们如何用耐心教导和团队生活引导

他们走上人生的正轨。“给予孩子们同等

的机会和希望，比给予物质更重要。 ”

在爱心棒球基地， 少年们重新找回

了童年匮乏的陪伴、关爱和自我价值，体

育打开了更宽广的视野。 正如许慧晶所

言，真正吸引他的是“人在困境的情况下

所呈现的状态”。 在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中，少年们终有一日能走出内心的孤独，

为未来创造一片新天地。

比起崇拜成功，社会更
需要包容失败和关爱弱者

《棒！少年》虽然是一部纪录片，却借

鉴了故事片的剪辑手法，采用“双男主”的

故事线。 从剪辑到上映，许慧晶把片子剪

辑了40多版。他将纪录片的后期剪辑比喻

为编剧的过程，“好的电影肯定是具有很

强的娱乐性， 同时又能让观众有所收获。

我要去真正关注人，关注他们面对问题时

所付出的努力，所寻求的改变。 ”

片中， 当棒球少年被邀请前往美国

参加世界顶级的少年棒球联赛时， 很多

人意料中最 “燃” 的冠军时刻并没有出

现。那一场比赛中，少年们大败而归，镜头

对准了痛哭不止的投球手小双。 “机会还

有很多。”马虎给他擦泪，小双却放不下自

责，“机会只有一次！ ” 小双父亲死于脑溢

血，母亲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了家，家里

养不活两个孩子，小双的双胞胎哥哥就被

送走了。 许慧晶回忆第一次拍摄，小双眼

神里的忧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

种忧郁也和马虎横冲直撞的个性形成了

鲜明反差。 在爱心基地的日子里，小双从

怯懦少年逐渐建立勇气， 但比赛失利后，

二伯罹患胃癌，他又逃回了家……小双能

重返赛场吗？ 他的命运让无数观众牵挂。

“我想以纪录片搭建一个不同群体间

沟通的桥梁……真正的能帮助到一些人，

而不只是呈现问题本身。”许慧晶表示，比

起一天比一天坚定自信的马虎，小双摇摆

不定的性格，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而

《棒！少年》聚焦少年们一次次挫折的深意

也正在于此：比起对成功的崇拜，社会更

需要对失败的包容与对弱者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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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非典型体育题材纪录片 《棒！ 少年》 近期成为口碑佳作。 图为影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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