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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了青春力量的 “自定艺唱游夜”、糅
合展览与舞蹈的浸入式艺术现场、 让艺术与
科技深刻对话的观念演出……今年夏天，一
批集中了艺术圈大咖和新生力量的演出将陆
续亮相上海，共同激荡出澎湃的“创造力”“年
轻力”。 昨天，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宣布
将推出全新艺术品牌活动———ARTRA“自定
艺”，让城市文化空间变身艺术“游乐场”，为
青年观众打造精神能量的“加油站”。

“站在时代的潮头，创办于 1999 年的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需要新的触发点， 激发表
演艺术面向未来、走向未来、赢得未来的新动
力。 ”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希望，ARTRA“自
定艺” 不仅能为加速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功
能全面升级添砖加瓦， 也能为打造彰显时尚
动感的都市文化体验矩阵再筑平台。

释放活力，多维度呈现焕
然新生的艺术品牌

ARTRA“自定艺 ”以没有边界的 “游乐
场” 为核心品牌理念， 不拘泥于具体艺术形
式，充分释放艺术的活力。活动将以“融合、多
元、前瞻、引领”为特点，通过剧院观摩、线上
观剧、跨界融合项目体验、专业工作坊等多元
形式，全方位塑造、多维度呈现一个焕然新生
的艺术品牌。 “疫情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表
演艺术的未来在哪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更
年轻化的艺术品牌， 回应心中的思考和大众
的关切。 ”李明说。

据悉，通过 ARTRA“自定艺”活动平台，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将携手哔哩哔哩、

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从内容运营
到场地规划展开深度合作， 吸引更年轻的群
体参与。 未来，ARTRA 还将探索新时代艺术
形式，推动科技、游戏、装置、视觉、景观、非遗
等元素与舞台艺术融合互动。 以优质数字文
化产品引领青年文化消费， 满足年轻用户多
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生发大众对未来艺术形
态的关注与探讨。

年轻表达，共同定义和阐
释艺术与欢乐的“无边界”

在今年的ARTRA “自定艺 ” 活动中 ，

导演张艺谋、 著名编舞家沈伟等艺术圈大咖
将在上海的文化空间同频共振。 6月4日至5

日， 张艺谋导演的 《对话·寓言2047》 精选
集巡演将在上海大剧院率先上演， 前沿科技
与传统艺术在舞台上碰撞融合。 精选集将从
前三季演出中甄选8个经典节目， 邀请28个
艺术家与顶尖技术团队， 为观众带来震撼的
舞台效果与触动心灵的艺术思考。

6月11日，沉浸式艺术现场《融》将在上海
全新艺术地标“西岸穹顶艺术中心”举行全球
首演，编舞家沈伟受邀为ARTRA度身定制了
这场多媒体互动展演。届时，艺术家将携手来自《舞蹈风暴》与广东
现代舞团、谢欣舞蹈剧场的30多位中国舞者共同呈现舞蹈与绘画、

影像、装置等视觉艺术的结合创新。 据悉，《融》将分为展览、影像、

表演三部分， 目前演出所需的166个亚克力全透明立方体正在调
试、安装。“这是一次以未来为导向的，关于新艺术形式的创造与探
索；也是在当下，关于人们内心的一次精神内观。 ”沈伟说。

阿达娃、沙一汀、圣代等《说唱新世代》的人气歌手为6月13日
上演的“自定艺唱游夜”创作了新歌。 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他们
将与《这！ 就是街舞2》总冠军叶音、演出团体MyStic、自得琴社等艺
术团体共同阐释艺术与欢乐的“无边界”。 “自定艺唱游夜”还将与
哔哩哔哩战略合作，通过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吸引更广
泛的青年观众关注舞台艺术。

穿越红色光影，“初心号”巴士五一首发
以电影级的沉浸感打造党史学习课堂，为文旅项目注入红色基因

为了拍摄电影《1921》，出品方之
一的上海电影集团在车墩影视基地用

1 比 1 的方式造房子。 他们按照华东
建筑设计院当年原初的设计方案、施
工方案，用真材实料搭建了一大会址、

老渔阳里 2 号、博文女校等，还原了百
年前拥有上海独特石库门特色的中共
一大建筑群。

5 月 1 日起， 这座位于上海松江
的文旅热点、 一个电影中的 “红色摇
篮群落”， 将成为全新党史学习 “移
动课堂” 的一站。 为庆祝建党百年，

上影集团激活片库里的宝贵红色 IP

和车墩影视基地内的标志性取景建
筑， 发起名为 “初心号” 的红色巴士
党史教育课堂 。 届时 ， 学员们登上
“初心号”， 穿越红色光影路， 一边领
略 《 开 天 辟 地 》 《 建 国 大 业 》

《1921》 《望道》 等红色影片的拍摄
场景， 一边在富有沉浸感的氛围中学
习党史、 了解党史中的生动细节。

搭乘 “初心号 ”穿行在百年前的
上海南京路 ， 踩着弹格路步入石库
门 ，抬头得见 《新青年 》编辑部 ，转身
能走进望志路 106 号，听一听“一大”

代表们热烈的讨论声……能实现这
样的体验，与上影集团车墩影视基地
丰厚的积淀密切相关 。 基地启用以
来，有 100 多部优秀红色影视作品在
这里取景 ，包括电影 《建党伟业 》《建
国大业 》 《建军大业 》 《红星照耀中
国 》，电视剧 《勇敢者 》 《信仰 》，以及
近期央视热播的《觉醒年代》，纪念建
党百年的重要影片 《1921》和 《望道 》

也以车墩为主要拍摄地。

此次“初心号”沿途设置八个主要
站点。 第一站“浙江一师”是影片《望

道 》取景地之一 ，学员们将在此聆听陈
望道“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生动故事。

第二站“一大会址建筑群”，基地方面不
仅完整还原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场景，还
利用高科技光影技术引用了嘉兴南湖
红船上的会议场景。 随后，学员们将在
“帐子公司” 观看上海电影特技队志愿
者们演出的街头活报剧，在“静安寺路”

观摩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经典一
幕。 而“四行仓库”“南京路”“上海大戏
院”“和平广场”等站都将用电影场景结
合党史故事的方式，引领人们追寻峥嵘
岁月、感悟初心力量。

为了营造电影级的沉浸感 ，“初心
号”开课之前，将引导学员换上“五四学
生装”，回到历史现场。 党史学习课堂的
设计团队也在课件打磨过程中，从电影
创作中汲取灵感。 比如，“初心 1 号”巴
士是从 《开天辟地 》中驶出 ，双层车窗 、

铜质把手 、木质座椅 ，完全复刻那个年
代的公共汽车； 再比如，“浙江一师”的
门口 ，幸运的学员可以得到 “当年发行
的《共产党宣言》”。

更值得一提的是，“初心号”不仅为
文旅项目注入红色基因，这堂巴士党课
还会引导学员发现并思考许多党史中
的细节 。 为什么望志路 106 号里的座
钟，被设置在 8 点？ 13 名代表参会，为什
么桌上的杯子只有 12 个？ 诸如此类问
题 ，将在身临其境的现场 ，由学员在学
习中找到答案。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挥说：“上影
红色巴士课堂在设计过程中运用了影
视行业专业的置景和道具技术，很多内
容细节非常巧妙，再配合生动的引导讲
解，会让大家身临其境，沉浸其中，在增
强体验感的同时也增强了党史学习教
育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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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征组歌》《宝塔山》《洪湖赤卫队》等集结上演

第 37届上
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重磅归来，

在因疫情推迟
一年后的今天，

将于上海大剧
院以 “主题音
乐日 ” 拉开序
幕。 从下午2点

起连续7小时全程网络直播， 将为广大
市民与海内外观众带来持续七小时的音
乐舞蹈盛宴 。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上海之春” 彰显城市文化
品牌力量， 邀请多家海外顶尖文艺机构
与本土院团 、 艺术家交互合演 ， 共同
打造充满时代气息和经典氛围的音乐
海洋。

围绕 “建党百年” 重要主题， 十余
场主题鲜明的高质量演出将集结上演。

84岁才旦卓玛再唱山歌给党听 ， 上海
交响乐团红色巡演重访延安 ， 新时代
版 《长征组歌》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海派芭蕾重现 “延安故事”， 长沙交响
乐团和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演绎 《浏阳
河》 《洪湖水浪打浪》 等旋律……本届
“上海之春” 的舞台， 将以红色经典作
品回顾 、 原创红色主题作品上演 、 重
访红色圣地巡演 、 全国红色精品力作
来沪展演等多种形式 ， 热情讴歌建党
百年的伟大成就。

历代文艺工作者薪火
相传，红色经典与新作交
相辉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作为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 上海有
着深厚的红色音乐血脉， 这里诞生了众
多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的经典作品。” 上
海市文联党组书记、 第37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组委会副主任尤存说。 在建党
百年征程中的每个重要节点， 上海文艺
工作者始终奋勇担当、 勇立潮头， “以
历史为笔， 以激情为墨”， 创作出无数
红色经典 。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
心， 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位位有血有肉的
人物， 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更出于
作品蕴含的精神力量， 以及创作者的家
国情怀。

其中， 《唱支山歌给党听》 和 “上
海之春” 有着不解之缘。 1963年， 上海
音乐学院民族班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

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一首歌， 字字句句

都唱出了她的心声， 这首歌正是作曲家朱践
耳谱写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 朱老对党和
人民情感的真情流露 ， 让这部作品无比动
人。 在当年的 “上海之春” 舞台， 经过才旦
卓玛的演绎和电台的录制播放， 歌曲传遍大
江南北， 成为几代人心中最为熟悉的红色经
典旋律之一。

58年后， 84岁的才旦卓玛重回 “上海之
春 ” 舞台 。 作为本届 “上海之春 ” 闭幕演
出， “百年潮·中国梦” 音乐会将于5月10日
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这是一场融
红色经典作品与近年新品佳作为一体的大型
主题音乐会 ， 演出脉络与 “四史 ” 紧密结
合， 以艺术语言诠释党史与新中国史、 改革
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深刻关系。 这场
音乐会由上海爱乐乐团担纲协奏， 除了邀请
著名声乐艺术家才旦卓玛再次演绎 《唱支山
歌给党听》， 歌唱家廖昌永、 方琼等也将倾
情献演。

历代文艺工作者薪火相传， 前辈们的音
乐创作也为后代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沃土
壤。 创演于1965年的 《长征组歌》， 受到周
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与厚
爱， 作品以大合唱的形式描摹中央红军从江
西到陕北的长征路， 是一部采集不同地域民
族音乐曲调的集大成红色经典作品。 建党百
年之际， 上海音乐学院以师生结合方式， 并
联合沪上各所高校共同参与， 复排并创新打
造新时代版 《长征组歌》， 并将在今年5月4

日当天上演， 展现红色血脉在青年一代中的
绵延与传承。

此外， 4月29日和5月3日两晚， 上海爱

乐乐团将分别在上音歌剧院和上交音乐厅
带来两场 “红色情怀” 系列演出。 其中既
有 “老团长” 吕其明在90岁高龄时创作的
随想曲 《白求恩在晋察冀 》 和弦乐合奏
《祭》， 也有90后驻团作曲家龚天鹏几易其
稿、 三度试演的交响曲 《百年颂》。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重返革命圣地再现英雄故事

百年之中， 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
坚毅前行， 党的革命火种从星星之火到燎
原之势 ， 在无数个革命圣地留下深深印
迹。 如今， 上海文艺院团或从上海出发重
走革命路 ， 在印有红色记忆的革命圣地
嘹亮放歌 ； 或以艺术语言讲述革命圣地
发生的动人往事， 追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使命的壮烈情怀 ， 共同在本届 “上海之
春” 续写新时代的篇章。

本届音乐节， 上海交响乐团首次以巡
演形式纳入 “上海之春”， 贴上 “上海出
品 ” 的品质角标 。 不久前 ， 在国家大剧
院 ， 乐团开启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巡演大
幕。 紧接着， 上海交响乐团携与北京首站
同样的演出班底和曲目， 继续前往杭州、

赣州、 长沙、 武汉、 延安等地。 从石库门
到宝塔山， 这六场巡演是重走革命路的音
乐征程。 巡演途中， 60后、 70后、 80后作
曲家于阳、 郝维亚、 杨帆创作的三部建党
百年委约新作 《中国颂》 《我们一起奔向
大海仰望星空》 《父辈》， 传递中国不同

代际音乐人的共同信仰。 乐团还在途中带
着 “聆听·百年回响” 声音互动装置。 “听
众可以通过装置聆听上交在 ‘上海之春 ’

舞台曾演出过的曲目， 并留下自己的祝福，

我们将在各革命圣地收集这些心声， 最终
回到上海进行集中展览。” 上海交响乐团团
长周平说。

宝塔山下延河流淌， 历史云烟仍未散
尽。 上海芭蕾舞团推出全新红色芭蕾舞剧
《宝塔山》， 将于5月7日、 8日在上海大剧院
举行全球首演。 舞剧聚焦革命圣地延安宝
塔山 ， 以战争年代为背景 ， 讲述了明华 、

梦安等爱国文艺青年从各地奔赴延安 ，

在那里 ， 他们接受党的教育 、 寻找心中
的信仰 ， 最终从文艺青年成长为革命志
士的故事。

从“湘江”到“洪湖”，充
满民族风情的旋律将激荡在
上海

湖南， 是一方红色热土， 大批共产党
人在这片土地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洪湖， 是 《洪湖赤卫队》 中的故事发生地，

见证了优美动听的旋律在一代代中华儿女
心间流传。 本届音乐节期间， 长沙交响乐
团和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分别亮相 “上海之
春” 舞台， 各自带来 “日出东方红———中
国经典交响歌曲音乐会” 和经典民族歌剧
《洪湖赤卫队》， 让充满民族风情的音符激
荡在申城上空。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
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 出了一个毛
主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 长沙交响乐
团此次来沪参加 “上海之春”， 将带来几代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响合唱 《我的祖国 》

《浏阳河 》、 大型交响合唱 《苗寨的故事 》

选曲、 湖南民歌 《洞庭鱼米乡》 《颂歌一
曲唱韶山 》、 交响乐 《苗寨狂欢节 》 等作
品。 携湘江深情与浦江同歌， 乐团还将演
绎由著名湖南籍作曲家、 上海音乐学院老
院长贺绿汀编配或作曲的交响合唱 《东方
红》 和男声小组唱 《游击队之歌》。

“五一” 小长假期间， 湖北省歌剧舞
剧院将带着 《洪湖赤卫队》 登台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 据悉， 此次亮相的完整版民族
歌剧版本， 在保留精华的基础上配以全新
的舞美、 配器与表演， 不仅带领老一辈观
众回忆过去， 也让年轻观众听懂悠悠几代
情。 此次来沪演出的 “第四代韩英” 是女
高音歌唱家马娅琴， 而 “第五代韩英” 和
新生代演员也正在一次次历练中快速成长。

“无论剧目怎么变化， 演红色题材时演员一
定要有真情实感， 不然很难感动观众。” 马
娅琴说道。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宣晶

①②③学员可以搭乘 “初心号” 红色

巴士， 在富有沉浸感的氛围中学习党史、

了解党史中的生动细节。

④车墩影视基地里复刻的老建筑。

⑤复刻的“一大”会议现场。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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