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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艺心向党，国家大剧院将推出系列演出

本报北京 4 ? 28 ?专电 （驻京记者彭丹）以艺术回眸

百年历史，颂经典缅怀英雄事迹。 28 日，国家大剧院 2021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演出及活动”发布。

活动以“百年风华，艺心向党”为主题，包括歌剧《党的女儿》

《青春之歌》 等在内的 9 台新制作及复排党史剧目、《刘三

姐》《黄河大合唱》等 9 台驻院院团演出以及《江姐》《晨钟》

等 50 台相关主题外邀演出将齐绽国家大剧院舞台。多种舞

台艺术的集结、经典与新作的并呈、台上与台下的联动将带

领观众穿梭于百年来各个历史片段， 绘就党的精神图谱和

时代画像。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介绍， 此次国家大剧院 “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演出及活动” 共分为四部

分。 在第一部分中， 国家大剧院将在全年策划推出 9 部新

制作及复排党史剧目， 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革命

故事。 其中复排新制作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 将秉承

“守正创新” 的创排原则， 在保留原作艺术特色的同时，

依据 30 年来观众审美、 观剧习惯的变化在表演、 舞美以

及服装、 音乐等细节上进行创新。 原创歌剧 《青春之歌》

旨在打造一部 “抒情风格” 歌剧作品， 以此描写革命浪漫

主义精神， 体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的核心思想。

歌剧 《山村女教师》 将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共产党员

群体致敬； 史诗歌剧 《长征》 将把红军战士的伟岸形象屹

立在舞台上； 歌剧 《方志敏》 讲述优秀共产党员方志敏的

革命生涯和心路历程， 展现这位革命领袖的理想信念； 舞

剧 《天路》 用舞蹈语汇再现茫茫雪域里的坚韧力量； 话剧

《抉择》 重温峥嵘岁月、 革命年代里共产党员面临的生死

抉择； 话剧 《十字街头》 以电影式舞台致敬原著， 叩问青

年应承担何种使命的时代命题……

第二部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歌剧演员

队、戏剧演员队将先后呈现“山河的诗篇”“英雄的诗篇”“花

儿的故事”系列爱党爱国情怀音乐会，届时观众将听到《黄

河》《山林》两部钢琴协奏曲、为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的

配乐所作交响诗《风烟滚滚唱英雄》以及经典之作《黄河大

合唱》《刘三姐》等，在音符中遍览祖国壮阔山河，回望百年

时光流转。

除了国家大剧院自制艺术作品，2021 年 5 月至 7 月，

将有 50 台 86 场相关主题外邀演出赴国家大剧院上演。 其

中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将以歌剧形式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恢弘史诗，塑造优秀共产党员形象。如上海歌剧院歌剧

《江姐》《晨钟》、广西戏剧院彩调剧《刘三姐》、中国歌剧舞剧

院《白毛女》等。歌剧之外，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三湾·那一

夜》、上海沪剧院沪剧《敦煌女儿》、上海芭蕾舞团舞剧《闪闪

的红星》等多形式的优秀舞台作品也将登台国家大剧院。

在精彩纷呈的舞台演出之外， 国家大剧院还策划了长

流水、不断线的台下普及活动、艺术展览等联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如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策划了“百

年辉煌中国作品”系列演出，用音乐诠释党史；剧院展览上

策划了 《“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 等， 该展展陈了党史主题的绝版黑胶唱

片、乐谱等珍品，包括中国第一张红唱片《垦春泥》、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中国第一张中密纹唱片《黄河大合唱》等影像图

片、 多媒体等视听方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百年党史音乐作

品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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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未经许可不得传播使用，这是著作权

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

于影视作品。 ”在4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就“近期短视频侵权

盗版问题严重，广大权利人反映强烈”的情况作

出回应。

此次引发关注的“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是

指将影视作品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甚至

二次创作等现象。在短视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

两者“野蛮生长”，几近共生共荣。对于各大短视

频平台用户，刷到类似“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的视频早已是相当普遍的体验。

普遍体验的背后是利益相关方“和稀泥”的

心态。 “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呈现出的高密度

信息量， 充分填充碎片化时间的特点直击短视

频用户寻求“速成”的心理。 以折损几乎全部艺

术性、对白甚至支线情节，换取用户免费、省时

又省力浏览影视剧全貌的体验。于是，用户贡献

了大波流量、点赞、评论和转发，短视频平台大

力推荐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影响力， 视频上传

者与平台方从中互利共赢， 此间落寞的唯有制

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用心打磨的作品沦为廉价

的“供养者”。对此乱象，影视从业人士以及主打

长视频的平台忧心忡忡，在中宣部作出“大力打

击”的回应之前，影视行业已于4月就此连发两

次联合维权声明。其中4月23日的倡议提出了明

确诉求：清理、治理“未经授权的切条、搬运、速

看和合辑等影视作品内容”等，提升版权意识。

然而， 在暴露侵权、 盗版问题严重性的同

时，这场被称为来自“名门正派”抵制的联合行

动也让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进入公众视

野。诚然，“几分钟看视频”本质上是在迎合受众

偏好快餐文化的浮躁心态， 但影视剧行业当下

光怪陆离的现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受众推向了

“几分钟看视频”。 比如，影视剧制作公司出于

利润考虑 ，对剧情的无节制 “注水 ”；对 “面瘫

式”流量明星的重用以及 “饭圈 ”的控评文化 ；

为迎合市场畸形审美而出现的套路化剧情和

价值取向……如此种种既消磨了受众观影看剧

的耐心，也给“几分钟”视频的上传者提供了“存

在合理性”的借口———从情理上而言，这些“梗

概式”的短视频，可以视作对当下海量影视剧的

一场“优胜劣汰”。 从法理上而言，对于视频中的侵权行为，也缺少明确的界定。

但是，影视行业中有待改善的现状以及对侵权界定的复杂度，绝不能成为视

频上传者以及短视频平台为绝大多数“几分钟”视频中侵权行为“遮羞”的借口。

但凡是涉及影视剧的“几分钟”视频，无论是剪辑、切条还是解说式的二次创作，

都无法避免较大程度的剧透， 大多数情况下会降低受众对完整影视剧的期待和

兴趣，即便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而上传者和平台若以流量为导向进行评论

以及推荐难免有失客观，从而造成导流失当，对原作品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一

定程度的损害，长此以往将极大打击“良心制作”的信心。“几分钟”视频的大行其

道无疑会对正在逐渐改善的影视圈生态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那么如此种种，是

否还在法规所述“适当引用”的范畴内？

对“几分钟”视频进行“一刀切式”的禁绝固然不现实，但加大打击力度不可或

缺。毕竟，创作短视频不是开线上搬运公司，复制粘贴成不了事业，“良心制作”经不

起快餐式消费，视频上传者和短视频平台切不可“和稀泥”。

去毅公书屋、望道书屋回看百年红色记忆
复旦大学图书馆多种形式打造红色资料收藏和教育中心

自1918年成立戊午阅书社起， 复旦

大学图书馆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 也见

证了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 为庆祝建党

百年， 近日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党委书

记和馆长分别以馆藏陈望道 《共产党宣

言》译本等最新展陈为基础，讲起了“四

史·大家讲”系列微党课，通过深度挖掘

馆藏红色文化资源， 传承复旦乃至上海

城市红色基因。

复旦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侯力强告

诉记者，陈望道翻译的两个版本《共产党

宣言》 堪称复旦大学图书馆红色馆藏的

代表性文献， 在红色文化育人过程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复旦大学图书馆今后

将继续推动红色经典资料收藏、 打造党

史教育中心，进一步挖掘、宣传、共享、传

承红色经典。 ”

毅公书屋、望道书屋
传承百年红色记忆

走进复旦大学图书馆望道书屋，书

桌上摆放着由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

言》，一盏绿色旧台灯似乎还能让人看到

他工作到深夜的身影。正是这本小册子，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起到重要的铸魂作用。 “陈望道在翻译

《共产党宣言》过程中全神贯注，吃粽子

时误蘸墨汁的故事，以‘真理的味道’而

家喻户晓。 ”侯力强从这个小故事说起，

并谈及陈望道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缘分

极为深厚。早在1929年10月，陈望道就担

任了复旦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1952年

他被正式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 虽然工

作繁忙， 但陈望道一如既往地关心复旦

大学图书馆的工作，1958年新图书馆落

成时， 他亲自指挥并和教职员工一起参

加搬书工作， 短时间内就将散置多处的

近80万册书刊全部搬入图书馆内。 陈望

道还多次向图书馆捐赠图书，1977年临

终前， 他嘱咐家人把多年积累的几千册

藏书连同书柜全部捐赠给了图书馆。

毅公书屋则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文图

特藏展厅内另一处珍贵的红色资料藏

所。 从 2016 年开始，陈毅元帅家属陆续

向复旦大学捐赠陈毅元帅收藏使用的中

文图书 1385 册、线装图书 955 册、相册

68 本、叶剑英元帅亲题的“毅公书屋”牌

匾等珍贵文献材料。 这些捐赠的资料都

是研究党史、军史、外交史和上海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具有重要

的文物、历史和学术价值。

此外， 复旦大学图书馆还设立专门

的红色学习书架， 根据图书馆数据库的

统计数字， 陈列那些借阅量较大、 较受

欢迎的红色学习书籍。 “这也是一种大

数据技术吧。” 侯力强笑称。

抗疫史料是当代史的
鲜活印记

漫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内 ， 一组

浸染着漫长岁月气息的版画作品引起

了记者的关注 。 据介绍 ， 抗战时期 ，

韩伦中校等 7 名美国飞行员飞机被击

落跳伞后， 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并被辗

转 2000 多公里、 历时 4 个月护送至延

安。 他们不仅受到毛泽东、 朱德等领导

人的会见， 还获赠了一批延安鲁艺师生

的精美版画 ， 并将之带回美国 。 2017

年， 经多方联络， 韩伦中校的子女将其

中的 15 幅版画赠与复旦大学图书馆 。

如今 ， 观众们不仅可以从这些版画中

看到当年的生产和战斗场景 ， 更能从

中学习到抗击外敌时共产党人不屈的

斗争精神。

以奋斗者的姿态投入国家的建设

和时代的洪流 ， 本身也构成了新时代

红色文化的一部分。 2020 年疫情暴发，

复旦人全情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 ， 众多医务人员成为 “最美逆

行者”。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除了为

援鄂医疗队提供服务之外 ， 还在

2020 年 2 月底动员全馆力量启动了

援鄂及抗疫史料的征集工作 ， 通过

联系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 、 援鄂医

疗队队员和抗疫工作者 ， 对征集到

的资料进行整理 、 编目和汇总 ， 同

时向艺术家 、 专家征集抗疫感言和

书画作品。

现在， 观众去复旦大学图书馆医

科馆内， 就能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签满

了留言和名字的隔离服、 各种纪念证

书、 工作证、 防控手册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表

示 ： “这些资料是当代史的鲜活印

记， 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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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现代题材影视剧《北平无战事》再展海派京剧新诠释
上海京剧院历经六年打磨，现代京剧《换人间》下月上演

一部京剧现代戏， 在两个多小时的试

演时间里获得观众多达40余次的掌声，这

样热烈的反响，京剧《换人间》做到了。 入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

术作品展演季”，由上海京剧院根据刘和平

作品改编创作的现代京剧《换人间》将于5

月19日、20日晚在上音歌剧院歌剧厅上演。

作为上京对红色现代题材的又一次积极探

索， 作品力图通过恢弘大气的质感一展海

派京剧的风采， 再度刷新观众对京剧现代

戏的理解。

从《北平无战事》到《换
人间》，作品内外焕然一新

《换人间》 过去的名字叫 《北平无战

事》。 2016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引起了

现象级轰动， 上海京剧院随即敏锐地嗅到

了该题材与京剧艺术的契合性， 年底拜访

了原著作者刘和平， 获得了著作改编权 。

2019年5月，《北平无战事》首演，收获肯定

的同时， 剧组上上下下也深知作品仍有不

小的提升空间。 去年年底，作品以《换人间》

之名全新出发， 对文本及舞台呈现均作出

大幅修改。

“从《北平无战事》到《换人间》，我们的

改编是有备而来的。 ”著名剧作家、现代京

剧《换人间》编剧之一罗怀臻对记者说，“这

一版最大的创新便是让唱腔回归 ‘个性化

时代’，表演艺术则进入‘大剧院时代’———

不仅是镜框式舞台里的传统戏曲， 更是视

觉表演艺术和音乐听觉艺术的综合展现。 ”

《换人间》以1948年至1949年间的北平

为背景，讲述北平城内暗流汹涌，国民党政

府和权贵家族不顾民生安危，贪婪成性，肆

意掠夺。 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谢培东、程

小云等为了古城的和平解放， 为了人民的

幸福与安宁，舍生忘死与敌人周旋。

“得民心者得天下”。 从这一主旨出发，

剧中强化了几组人物的情感———方孟敖与

方步亭的父子情、 谢培东与谢木兰的父女

情、方步亭与程小云的夫妻情等。 这些都是最

寻常不过的人伦情感，但他们不一般的身份、

经历， 他们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命运和所肩负

的使命，使这出戏远超出家庭意义，具备了时

代所赋予的壮阔感和更宏大的精神气质。

多元融合，丰富海派京剧内涵

“虽然演过很多英雄人物，但在舞台上我

时刻提醒自己要避免经验主义和习惯化。 ”

《换人间》主演、方孟敖的扮演者傅希如对记

者表示，“方孟敖既有军人的英武， 又有书香

门第的贵族之气。 两者结合在一起，造就了角

色独一无二的气质。 ”《换人间》中高标准的艺

术追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同于大多

作品提前设计唱腔，这部戏是边排边调整的，

更加符合人物的情感表现。 虽然是现代戏，但

形体方面蕴含着京剧的程式美、 舞蹈美和夸

张美。 ”

此外，《换人间》 还首次尝试将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融入京剧。 在剧中第七场“别

离”的高潮戏中，舞台上将出现程小云、方步

亭在京胡与钢琴版《命运交响曲》的共同伴奏

下深情演绎《霸王别姬》的一幕，希望通过中

西合璧的多元融合，更广阔、深入地展示人物

情感世界，营造扑面而来的恢弘时代感。

值得一提的是，《换人间》 中全面起用上

京青年一代演员，也让这部剧目更添活力。 据

介绍，“换人间”的名字内含着三重寓意，剧中

它象征着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 剧外，它标

志着新一批青年演员对于红色题材的诠释，

在这部剧中，他们将展示一代人的风华。 与此

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京剧人新的期许，期许它

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文

艺观。

从2016年初露雏形后，《换人间》 的剧本

数易其稿，台前幕后的主创精益求精，推动其

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作

品不断靠拢。 “以京剧之魂谱写党的红色峥嵘

岁月， 讴歌共产党人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

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力争将《换人

间》打造成一出打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跨

时代精品之作。 ”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表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①歌剧 《晨钟 》往日演

出剧照。

②《换人间》海报。

③《换人间》排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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