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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云飞》 《家住安源》 《杜鹃山山深
林密》 ……现代京剧 《杜鹃山》 中脍炙人口
的唱段， 昨天久违地再一次在天蟾逸夫舞台
响起， 由京剧名家史依弘饰演的女主角 “柯
湘” 四次谢幕， 博得了戏迷们一浪高过一浪
的掌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
色经典剧目展演季” 中， 上海京剧院本周末
在天蟾逸夫舞台连演两出红色看家戏———

《杜鹃山 》 与 《智取威虎山 》。 上京第一代
“柯湘” 和第六代 “杨子荣” 陆续登场， 以
传承红色基因， 展现经典魅力。

“看完 《杜鹃山》， 谁都不会忘记柯湘
这个角色， 想忘都难。” 史依弘对记者说道。

《杜鹃山 》 由北京京剧院于 1964 年创排首
演， 2001 年上海京剧院首次排演 ， 史依弘
成了上京的第一代 “柯湘”。 “飒、 帅、 镇
得住场、 有勇有谋。” 提到这位剧中的女主
角， 史依弘不假思索地想到了这些词。 到今
年 ， 史依弘与 “柯湘 ” 的相遇整整 20 年 ，

她说， 相比于 《红灯记》 中的李铁梅和 《沙
家浜》 里的阿庆嫂， 柯湘在气质上和自己更
接近， 演起来也更为得心应手。

虽然《杜鹃山》不经常演，但每次演出总
能引发大量戏迷叫好声，用史依弘的话来说，

个中原因便是其强大的戏剧张力和严丝合缝
的编排。“剧中所有的矛盾和压力全部推向了
一个人，一层一层地剥开主角的心理，让柯湘
的形象立体地站在了舞台之上。 ” 史依弘表
示。 平时多是演传统戏，史依弘坦言演《杜鹃
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角色轻便的服饰
给予了她更充裕的动作舒展空间，“解放了”

脚步。 为塑造好“打仗干活行家里手”的硬派
女共产党员形象， 她在剧中融合了武生的身
段，并借鉴了芭蕾的形体舞姿。

20 年过去， “柯湘” 还是原来的 “柯
湘 ”， 史依弘身边的演员却已经换了几拨 。

据她介绍， 这一版 《杜鹃山》 几乎全员大换
血， 80 后、 90 后的年轻演员们在剧中挑起
了大梁，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接触
这部戏。 每次排练结束后， 史依弘总会留下
来为年轻人们开开小灶， 彼此再过上几招，

探讨一下怎样的节奏最为恰到好处。

“从传统来， 不往传统走。” 史依弘说：

“只要柯湘一开口， 就是好段子。 没有一段
不喜欢， 没有一段是草率而为的。” 作为一
出观赏性 、 艺术性俱佳的经典红色现代京
剧， 《杜鹃山》 编排精致， 人物群像塑造细
腻生动， 诗词化和韵律化的念白朗朗上口。

此外， 《杜鹃山》 的音乐唱腔也值得一提，

在不脱离京剧的范畴的同时， 剧中巧妙融入
了歌剧、 地方戏、 民歌小调等各种元素， 兼
收并蓄、 博采众长， 整体和谐统一， 没有产
生任何不协调感。

为了许久未碰的 《杜鹃山》， 史依弘早
早在三?初就启动了排练， “听到要捡起这
出戏 ， 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都难免有点忐
忑———首先， 它对身形、 演唱要求都很高；

而且学个形似也远远不够， 必须要真正走进
人物的内心， 不然观众一眼便能看出异样。” 为了更好地捕捉细节，

史依弘还会回看 20 年前演出 《杜鹃山 》 的录像 ， 觉得当时的自己
“使劲使得太大”， 有些地方用力过猛， 仿佛全身都在叫嚣着 “看我看
我看我 ”， 十年前的版本则稍微好些 。 她把最新的 《杜鹃山 》 称为
“沉淀后” 的版本， “一定是这么个过程， 这是年龄、 阅历使然。 火
候、 分寸， 这些对演员来说永远是最难把握的”。

“全城有戏”：让人与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欢聚
从嘉里中心、梅龙镇广场到大宁音乐广场，17天内将上演超过200场公共空间表演

开幕在即的2021年上海·静安现代
戏剧谷今年迎来 “新玩法”。 毗邻上海
戏剧学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申城演
艺地标的静安区文化馆， 摇身一变成为

17天的 “戏剧谷大本营”， 为市民、 游
客提供资讯、 演出、 休闲、 社交等 “一
站式” 戏剧体验。

今年戏剧谷以“聚”为主题，焕新城
市公共艺术，怀着“全城有戏”的期冀，举
办期间， 整个城市都将成为表演艺术的
舞台。以“戏剧谷大本营”为中心，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表演

17天内将上演超过200场，让市民们在剧
场以外也能体验到戏剧的热烈氛围。

打卡沪上文旅地标，
自由穿行在城市舞台间

在日前举办的提前探营活动中， 公

共空间演出 “夸父骑士” 率先亮相。 演
员 “骑” 着传说中的神兽， 戴着摩托车
头盔， 以特别的造型登场， 一下子吸引
了在场所有的目光。 古时有夸父追日，

而现代故事里的 “夸父” 们则是网约车
司机、 快递员、 外卖员。 他们追赶着源
源不断的订单， 永远只有几步之遥， 在
即将完成订单时， 又收到新的订单……

以 “传递 ” 为核心概念 ， 2021 戏
剧谷委约创制了一系列全新的公共空间
表演作品 ， “夸父骑士 ” 就是其中之
一 ， 传递都市 “打工人 ” 的梦想与坚
持 。 此外 ， 还有 《移动木偶车剧场 》

《英国 Vamos 面具快递小组》 《太空牛
在地球》 《小丑、 白领、 售票员高跷巡
游》， 以及触感实验室的迷你手提箱作
品 《小星球》 《做翅膀的人》 等倾情加
盟， 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艺术理念在这
里碰撞， 与静安数个优秀的群文表演团
队联袂合力打造 “全城有戏”。

戏剧的维度， 由创作者的想象力决
定 ， 城市的维度 ， 由参与者的轨迹构

成 。 包括静安公园 、 久光百货 、 嘉里中
心、 梅龙镇广场、 兴业太古汇、 大悦城、

大宁音乐广场在内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

将在戏剧谷期间成为表演、 巡游、 快闪等
各种艺术比拼的开放舞台， 戏剧， 成为城
市生活中触手可及的闪光与温度。

为了配合 “全城有戏” 街头巡演， 主
办方还特别策划了 “集光行动”。 市民在
“戏剧谷大本营” 领取 “集光行动卡”， 如
同手持一张城市戏剧地图， 在卡片的引导
下， 行遍 “戏剧谷大本营”、 静安寺商圈、

南京西路商圈、 苏河湾等区域， 打卡沪上
文旅地标， 拥有属于自己的 “戏剧轨迹”。

在演出的终点， 观众还可以通过互换留言
的方式邂逅知音， 让自己也成为城市舞台
上的主角。

从“大本营”出发，不断
邂逅戏剧制造的惊喜

在轻松惬意的闲谈中与著名戏剧人

分享演出带来的悸动 ； 在隔壁咖啡桌
遇到拥有共鸣的陌生人…… “戏剧谷
大本营 ” 是今年戏剧谷开创的全新剧
场文化概念 ， 为市民提供 “一站式 ”

的戏剧体验中心。 在 4 ? 23 日至 5 ?

9 日期间， 静安区文化馆将打破传统剧
场空间限制， 结合新演艺空间的特质，

变身为本届戏剧谷的核心场地———为
期 17 天的 “戏剧人之家 ”， 容纳新创
演出 、 主题活动 、 戏剧人分享 、 城市
表演空间驿站 、 信息中心 、 休憩充能
等多种场景 ， 成为充斥着艺术与灵感
的全天候表演能量场 ， 为市民带来更
多优质戏剧体验。

届时， 观众会在 “戏剧谷大本营”

看到多元纷呈、 灵光四射的年轻小剧场
作品 ， 既有人气佳作 《雅各比和雷弹
头》 《窦娥》， 也有原创新作 《雪夜长
短句》 《社交媒体连台戏》， 还有关注
当下语境、 聚焦人与人关系的 《隔离》

《溏心爸爸》 《奶奶的诗》， 更有 “跨界
明星版” 和 “青春版” 不同演绎的 《白
兔子， 红兔子》。

节庆期间 ， 笑果文化助力 “戏剧
谷大本营”， 在装修一新的光影车间上
演情景喜剧 《八客咖啡》。 关于剧场的
界限在这里将被打破与重组 ， “戏剧
谷大本营 ” 将在活动期间不间断地向
上海城市空间输送戏剧演出活动 ， 作
为 “全城有戏 ” 的起点和中转站 ， 陪
伴所有参与者一路感受在城市里与戏
剧偶遇的惊喜。

《绝密使命》：
揭开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隐秘而伟大

“三绝”收官之作央视一套开播，聚焦历史风雷中了不起的小人物

有一条秘密交通线， 它从当年的党
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 ， 途经香港 、 汕
头、 大埔、 永定、 长汀等地， 最后抵达
瑞金 。 1930 年代 ，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
下 ， 这条隐蔽的交通线在多次反 “围
剿” 中始终保持安全畅通， 有着 “中国
共产党的生命线” 之誉。

今晚，“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
?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视剧展播重点剧目《绝密使命》将
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开播。 该剧围绕
鲜为人知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讲述隐蔽
战线上共产党员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革命
历史，反映了红军时期长达 3000 公里的
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传递情报、护送
干部， 实现党中央机关从上海到中央苏
区战略转移的故事。 这条“地下航线”何
以从国民党白色恐怖中突围， 何以摧不
垮、打不烂？剧中将藉由“小人物大格局、

小站点大风云、小故事大智慧”的艺术手
法，揭开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隐秘而伟大。

聚焦历史风雷中了不
起的小人物，讴歌共产党
员忠诚底色

《绝密使命》 的主演表中， 张桐的

名字赫然在列 。 不久前热播的 《觉醒年
代》 里， 他出演了李大钊一角。 告别党史
中的大人物， 这一回他在新剧里扮演大埔
青溪中站站长潘雨青， 这是个基于历史原
型作了一定艺术虚构的红色交通员。 在党
史大事件、 大人物之外另辟蹊径， 将镜头
对准历史风雷中了不起的小人物， 《绝密
使命》 的独到之处正在于此。

该剧开篇以六名青年干部半途牺牲的
紧急事件 ， 引出党中央要建立独立交通
网， 打通上海经香港、 汕头到闽西直达瑞
金中央苏区绝密交通线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 保密重于生命， 责任重于泰山。 故事
里， 潘雨青、 邹叔宝等交通员在复杂环境
下以各种乔装身份与敌人周旋 ， 前赴后
继， 无畏牺牲。

总策划袁锦贵介绍， 该剧取材自 《中
央红色交通线研究》 中记载的史实。 党史
里 ， 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于红军时期 ，

为了加强中共中央机关与湘鄂赣 、 鄂豫
皖、 闽粤赣等革命根据地的联络而建立，

有长江线 、 北方线和南方线三条主要秘
密交通线 。 新剧中再现的 ， 是其中最重
要的南方线 。 这条线连接上海党中央与
中央苏区两大战略核心， 绵延闽粤赣三省
的高山密林， 需要交通员突破敌人的重重
关卡， 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线，

闯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暗哨追踪， 避开
反动军团的袭击 ， 严防叛徒的出卖和破
坏， 困难重重。

“全剧的思想主题是忠诚。” 袁锦贵
说， 剧中的主要角色由蔡雨青、 邱辉如、

孙世阶 、 余良晋等原型人物糅合而成 ，

他们在当时都是很普通的人 ， 但凭着对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 、 对中国革命事业所
抱定的信仰 ， 他们行走于刀尖而不怯 ，

淬炼于血与火而无悔 。 历史上 ， 这些默
默无闻的交通员在红色交通线上护送的
革命家包括周恩来 、 刘少奇 、 邓小平 、

叶剑英等。

编剧钱林森表示 ， 中央红色交通线
曾护送了 200 多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进
入苏区 ， 运送了数千吨军用及民用物
资 ， 传送了大量文件和情报资料 。 “交
通员们经历生死考验 ， 没有一个贪生怕
死 ， 没有贪慕富贵 ， 没有一个叛变 ， 更
没有一个畏难而放弃任务 。 他们用行动
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坚定信仰 ， 用生命
走出了一条路 ， 一条中国共产党走向胜
利的路。”

以精良制作致敬无名
英雄，一次创作也是剧组
的党史学习课

《绝密使命》 与 《绝命后卫师》 《绝
境铸剑》 并称 “三绝” 系列?视剧。 前两
部分别讲述红三十四师的英勇事迹与闽西
红军独立营铸就军魂的故事， 已先后在央

视一套播出 ， 深受观众喜爱 ， 也获得了
“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视剧飞天奖等主
流奖项的嘉许。

作为 “三绝 ” 收官之作 ， 新剧依然
由总策划袁锦贵和编剧钱林森搭档 。 为
延续前作的良好口碑 ， 《绝密使命 》 在
制作上进一步升级 ， 首次启用了国内少
有的碳纤维 T8 ?子伸缩炮 。 整部剧约
有1500 个特效镜头 、 500 余个场景 ， 涉
及上海 、 广东 、 福建 、 香港等地 ， 复刻
了当时的码头 、 老街道 、 商铺 、 交通站
旧址、 特色土楼、 民居等。

同时， 为了最大程度追求真实质感，

剧组辗转多省重回红色热土 ， 90%以上
场景采取实景拍摄 ， 小到一个暖水瓶 、

一盘石磨 、 一盏油灯 ， 大到大麻码头 、

大麻老街、 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 、 青溪
镇棣萼楼等 ， 剧组都力求还原历史的
风貌 。 此前在北京举行的看片会上 ，

剧中呈现的场景被赞 “宛如闽西和粤
北历史风貌的博物馆 ”。

值得一提的是 ， 该剧主创中有不少

80 后———导演白涛 、 制片人张敏以及三
位主演张桐、 应昊茗 、 牟星 。 在张敏看
来 ， 创作的过程对于青年主创无异于一
次党史学习 ， “拍这部剧让我深入了
解了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段历史和一群
可爱可敬 、 充满信仰和忠诚精神的革
命英雄 ， 我们所有人都是怀着敬畏之心
在工作”。

即将登台静安现代戏剧谷演出的《夸父骑士》主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史依弘是上海京剧院的第一代“柯湘”。

今晚，“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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