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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舞台上“火线”入党，
青年演员王佳俊说：“我的心离‘李侠’更近了”

昨天， 上海歌舞团携舞剧 《永不消

逝的电波》 巡演至深圳南山文体中心，

大幕开启前发生了动人一幕。 道具桌被

整齐地拼成长条， 布景板上高高地挂起

党旗 ， 舞台变成党员大会的会场 。 经

党支部党员无记名投票 ， 同意接收王

佳俊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并报上级党

委审批。

从 2018 年 12 月 “电波 ” 诞生至

今，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已演出超

过 250 场， 不仅将英雄的故事铭刻在观

众心里， 也让青年演员接受了崇高信仰

的洗礼 。 在观众眼里 ， 王佳俊的表演

堪称被李侠 “附体”； 而他最清楚， 自

己从角色中汲取了多么深厚的精神力

量 。 “从走近英雄 ， 到认识党 ， 再到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 我希望用舞台

演绎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这些革命先

烈。” 与 “红色电波” 结缘， 剧中 “李

侠” 的扮演者、 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

演员王佳俊完成了艺术与人生的蜕变，

他激动地说： “今天起， 我的心离 ‘李

侠’ 更近了。”

革命英雄的故事，正
在激活我们的红色基因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2017 年

11 月正式立项 ， 2018 年 12 月首次公

演。 经过精心的选题孵化研讨， 主创团

队多次赴上海李白烈士故居、 上海中共

一大会址、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采

风考察 。 “总希望自己演绎的角色不

仅限于外在表现 ， 总希望对于红色文

化可以了解更多 ， 总希望能通过不断

学习让自己更贴近人物 ， 真切更真切

一些……” 王佳俊告诉记者， 随着 “李

侠” 的角色逐渐长在了身上心上， 他对

党的认识和理解也越发生动而深刻。

为了真实感受人物原型当时的生活

状态， 剧组在创排期间曾走访李白烈士

故居。 王佳俊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

情景： “在不到两平方米的阁楼里， 他

曾发出过无数封重要的情报， 直至生命

的最后一刻 。 小阁楼不仅是李白的战

场， 也是他和妻子幸福的净土。” 他踏

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 凝视简单

朴素至极的家具， 遥想当年的地下工作

者的艰辛与警觉。 “英雄也是从平凡中

走来的， 他们付出生命是为了守护千千

万万普通人的幸福。”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 王佳俊了解到

当年的革命志士在被关押时， 身上戴着

沉重冰冷的镣铐。 “他们只能用囚衣

的裤子边塞到镣铐与皮肉的触碰处，

以稍微抵御一些刺骨的寒冷。” 深深

震撼之余， 他更理解了烈士们追求之

伟大。 “但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

有人始终相信美好的生活会来到， 并

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在打动观众之前， 这些英雄们

早已打动了我们 。” 在王佳俊看来 ，

先烈们为大家舍小家， 在危机四伏中

隐藏真我， 在崩溃边缘时继续隐忍，

在危急时刻选择自我牺牲……那些看

似是艺术编创的故事， 背后的原型却

真实存在。 “在两个小时的舞台演绎

里， 我们一点一点地让平凡又伟大的

英雄形象变得丰满生动。 但我所感受

到的精神激荡， 远不能与他们持续十

几年的真实生活相提并论。”

“对于观众来说， 观看 《电波》 演

出是一次动人的心灵之旅 。 对于我来

说 ， 每一场演出都是精神上的洗礼 。”

在角色的感召下， 王佳俊被英雄的信仰

所打动 ， 又用真挚的表演感染观众 。

2019 年 6 月 30 日， 他作出了个人艺术

生涯中的重大决定———递交入党申请

书。 “革命英雄的故事， 正在激活我们

的红色基因。” 在他看来， 纯粹的信仰

力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今

天的青年人抱着 “让国家变得更强大、

更和平” 的信念生活着， 与先烈们的理

想几乎同样。

信仰的伟力 ， 穿越时空 ， 历久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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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佳俊说， “记得这些

英雄， 就是最好的传承。”

走进英雄的精神世
界，澎湃情绪自然而然涌
出来

诞生两年多以来， 舞剧 《永不消逝

的电波 》 演出超过 250 场 ， 仍一票难

求， 预计这台高口碑舞剧很快将迎来第

300 场演出。 几乎每场演出后， 主演王

佳俊和朱洁静都能在散场时遇到等候已

久的观众。 这样 “流量明星” 的待遇，

王佳俊当年在参加选秀节目时也没有

过， 然而让他铭记在心的却是初登台时

的一次意外相遇。

王佳俊和朱洁静虽是上海歌舞团的

“荣典·首席”明星，但《电波》的角色并非

度身定制， 他们都经历了自我重塑的痛

苦过程。在 4 个月排练结束时，王佳俊才

被确定为“李侠”的 A 角人选。 对于意料

中的辛苦、想象外的瓶颈，王佳俊的回应

是加倍努力。在排练厅里，他一遍遍翻转

腾跃，让舞蹈动作渗入到肌肉记忆里；在

休息时间，他反复琢磨小说、影视剧里的

地下工作者形象；在舞台上，他不断修正

自己的舞蹈动作细节， 但总感觉还差着

一丝爆发力。一次演出结束，有位军人观

众到后台找到王佳俊。 “小伙子，你在台

上敬军礼的时候要注意， 掌心不能过于

外翻，手腕更不能弯曲……”他一边演示

动作，一边郑重地说，“穿上军装，你就是

军人，一定要敬好这个军礼。 ”王佳俊听

着听着，忽然一个激灵，革命者的形象顿

时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舞台即战场！ 领悟了英雄人物的刚

与柔， 王佳俊的表演渐入佳境， 漫长巡

演反而成为他磨练演技、 洗练心灵的最

佳路径。 演出百场过后， 他开始设计更

有说服力的肢体 “台词”， 同时修剪表

演中多余的枝蔓。 如今， 他又尝试什么

都不去想， 单纯随着音乐而流淌情感，

随着人物故事去感受情绪 。 只要戴上

“李侠” 的那副眼镜， 王佳俊就仿佛被

“附身” 一般： “身体会自然地随着熟

悉的音乐而舞动， 那种澎湃的情绪不需

要刻意演绎， 眼泪会自然而然涌出来。”

融入 《电波》， 便走进了英雄的精

神?界 ； 一次次起舞 ， 王佳俊与 “李

侠” 渐渐相融。 “直到今天， 我仍在一

步步靠近角色， 也可以说是角色正在一

点点改变我。 ‘李侠’ 的稳重度、 信仰

感和生命力 ， 都是我身体里不曾拥有

的， 他让我真切认识到了 ‘心中有爱，

可以无所畏惧’。”

视点

5年在沪开出13家新店，
大数据揭秘本土书店品牌“生意经”

大隐书局五周年阅读报告发布，手作体验、阅读分享、艺术导赏尤其受读者青睐

走过五年的大隐书局，如今在上海

拥有13家实体书店、 运营5家公共图书

馆 ，并拓展长三角书香版图 ，相继开出

苏州店、台州店，走出了“契合当地社区

属性、输出文化服务终端”的特色之道。

从五年前武康大楼的那张长凳，到

日益枝繁叶茂的书香图谱，这家生于斯

长于斯的本土书店品牌 “大数据画像”

是怎样的？ 昨天，主题为“海上大隐共潮

生 ”的阅读报告发布 ，以大隐书局在沪

门店为大数据解读样本， 剖析2016年5

月到2021年5月的五年间到店人流的变

化、读者阅读喜好的转换以及各类文化

活动情况， 侧面展示了上海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成果。

今年6月， 面向Z?代等年轻人群，

大隐书局将全新推出传播新知识的阅

读现场秀“新知大会”，将实体书店打造

成“知识秀场”。

《武康路》等海派文化
图书走俏，“建筑可阅读”
在上海日渐升温

很多人还记得大隐书局第一家

店———2016年，武康大楼店门口多了两

张长凳 ，因门口是公交车站台 ，书店特

意将店门往后挪了约十平方米，为候车

人提供能避风雨的临时歇脚处。 当时正

值酷暑 ，周围没有便利店 ，书店向过往

行人和读者每天赠送500瓶矿泉水……

一份份低调的善意 ， 在市民中口口相

传，不少人专程到书店打卡。

从第一家门店起步，五年来大隐书

局多家门店的到店读者达643万人次 ，

累计为读者提供40余万种图书和200多

种国内外期刊 ，涵盖文学 、历史 、哲学 、

社科、艺术、科学、财经、管理、少儿等门

类；同时，累计开展5600场的阅读分享、

文艺演出、艺术展览、艺术导赏、手作体

验等各类文化活动，举办活动数量居全

国实体书店品牌之首， 共有520余位文

化名人到书店与读者互动。

文学类图书依然拥有最多的读者，

构成了书店的主打产品。 东野圭吾、周

雯、陈磊、刘志刚（北猫）、蔡澜、余华、杨

绛 、蒋勋 、尤瓦尔·赫拉利 、刘慈欣等入

榜，他们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 从供给

角度看，各种类型图书排序是：文学、少

儿 、政治军事 、工具书 、期刊 、文化 、历

史、哲学、社会科学、艺术。 10本最畅销

图书名单的产生，也佐证了文学类图书

不可撼动的第一地位。

畅销榜的出炉，也展示了大隐书局

独特的选书主张和读者阅读喜好之间

的良好互动。 《海上遗珍：武康路》《邬达

克留给上海的30幢经典老建筑》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上海建筑可阅读活动的持

续开展， 对读者阅读选择的正面影响；

《活着》《看得见黄山的村庄》 标示着上

海读者对于生命 、文化的追问 ；同时上

榜的还有畅销不衰的 《菊与刀 》《我们

仨 》《解忧杂货店 》《生活需要仪式感 》

《自控力》《小巴掌童话》 ……这一份不

同于网络书店排行榜的报告，折射了实

体书店在城市精神空间、知识体系构建

中的独特作用。

五年来开展5600场
各类阅读、文化活动，读者
黏性增强

值得欣慰的是， 尽管书报亭总量减

少， 但上海市民读报读刊的习惯依然保

持。大隐书局及时发现市场需求，在实体

书店中增设书报亭， 提供报刊的零售和

订阅服务，顺应引导了这种潮流，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和市场效应。 从2017年年销

售962册起步，2020年达74775册；2021年

前四个月即已达到43241册，呈现良好的

增长趋势。

在城市文化的构建中， 以书店为载

体，五年来开展了5600场各类阅读、文化

活动，其多形态的内容、高频次的活动，

为市民提供多元、 充沛、 丰富的文化滋

养， 体现了实体书店的文化资源集成优

势和企业社会责任。据统计，伴随上海对

传统工艺和非遗保护的重视， 手作体验

活动最受欢迎，共计2060场；阅读分享类

的活动作为书店的主业， 也是热度持续

不减，共计1620场；其次分别是文艺演出

750场、艺术展览190场、艺术导赏980场。

到访书店的人群年龄结构也值得思

考。参与调研的沪上大隐书局门店中，到

访实体书店的主体人群为36-50?，占比

达26.6%。其次是9-19?，占22.7%。读者

在书店逗留期间的行动亦有特点———阅

读人群占21%；购物占27%；社交占19%；

用餐占11%；参与活动占16%。也有约6%

到店“放空”的人群，从侧面印证书店具

备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功能。

此前让实体书店颇为“头疼”的“只

看不买”问题也有所改观。五年来在大隐

书局购书的读者中， 年度人均购买图书

达3.1册。 位于临港的大隐湖畔书局开展

“本本可读、本本可借”的共享借阅模式，

通过创新图书供给方式， 补上了公共图

书馆的供应缺口， 近2000名读者平均每

5.3天就要到访一次湖畔书局，也使该店

成为市民往返频次和复购率最高的门

店，读者黏性极高。

此外，位于杨浦区的创智天地店，由

于首创了“深夜书房”模式，成为读者阅

读时间最长的门店， 曾创下单日在店阅

读9小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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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扮演者王佳俊完成了

艺术与人生的蜕变。 图为《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③舞台上入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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