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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音的故事”中，
《海上生民乐》开启首轮驻场演出

“演艺大世界”再推重磅演出，昨晚，上海

民族乐团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在凯迪

拉克·上海音乐厅开启为期23天的首轮驻场

演出，呈现海派民乐的国潮风范和当代表达。

当 晚 ， “ 光 音 的 故 事 ”———大 型 3D

Mapping墙体秀在音乐厅西侧 “艺术之墙”首

秀，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下着秋雨的申城夜

空， 被这座91岁建筑身上流动的光影和音符

照亮，“国际风范”与“东方神韵”交融，成为彰

显城市软实力的闪亮名片。

全新登场，秀出唯美“国
潮范儿”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近年来演出率最高的

经典品牌，《海上生民乐》 自2016年首演以来

已上演80余场，代表上海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

此次驻场版《海上生民乐》在延续海派民乐当

代气质和国际表达的同时， 为演出注入了科

技感和未来感，全方位秀出唯美“国潮范儿”。

八首风格多元的原创作品经过重新创

编，包含中国文化意象或精神。比如手碟与尺

八带来《水行》，展现“上善若水”的哲学奥义；

古筝独奏《墨戏》尽显中国书法的气象万千；

一曲《酒歌》琵琶联袂京剧，诉尽霸王项羽的

柔骨豪情……演奏家们的二度创作则让作品

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个人特色， 比如唢呐与电

声《穿越》有洒脱震撼的摇滚风，也有帅气炫酷

电音范。“观众如果想看到更多青年民乐人丰富

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可能看一场还不够。 ”上海

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

驻场版《海上生民乐》总导演马俊丰介绍，

演出在以音乐为核心的基础上拓展其他表现形

式，帮助音乐家建立“角色”。 “为了展现《山水》

的主题意境，我们选择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让音乐回归山林， 突出人与自然的古老主题、中

国‘天地人和’的哲学观念。而在《墨戏》中更是根

据音乐情绪的起伏设计选取不同的书法素材。 ”

多媒体视觉导演毛翘楚通过音乐与多媒体画面

的交互融合， 为观众打造中国艺术的视听盛宴。

比如乐音舒缓轻柔时， 选用北魏碑刻 《张猛龙

碑》，潇洒古淡，奇正相生；激昂酣畅时，配合张旭

的狂草《古诗四首》，洒脱不羁，快意磊落。

驻场版《海上生民乐》的舞美和服装设计同

样颇具巧思。舞美设计胡佐以“流水”为灵感，展

现中国民族音乐的源源不绝。 为了充分展现传

统民族乐器的文化底蕴， 服装设计董桂颖着力

展现历史的厚重感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 时尚

化表达。

音乐厅墙体光影流动，照
亮申城夜空

作为上海音乐厅整体文旅项目的重要组成

部分，“光音的故事”———大型3D Mapping墙体

秀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指导， 幻维数码参与

制作，通过序章、回响、变奏、新生、华彩五个篇

章将上海音乐厅、 上海文化和这座城市的故事

娓娓道来。

八分钟的墙体秀 ， 宛如展开了历史的画

卷———梅兰芳大师粉墨登场， 赵丹和周璇再现

老电影《马路天使》中的经典场景，证明音乐厅

曾呈现过中国戏曲的永恒经典， 也曾亲历中国

电影的启蒙与发展； 色彩绚烂的提琴和音符，

诉说音乐厅是上海市民心中连接东西方音乐

的桥梁 ， 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艺术交流的窗

口 ； 熠熠生辉的海上蓝穹顶和重新拉开的帷

幕，展现了音乐厅平移、改造的历史，也意味着

这座市民游客心中的古典乐殿堂，将迎来更美

好的未来……上海音乐厅始建于1930年，由中

国第一代建筑大师范文照、赵琛设计，原名南京

大戏院，于1950年更名为北京电影院，1959年更

名为上海音乐厅。 它是上海现存最老的由华人

建筑师设计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音乐建筑，也

是最能反映中西交融、多元并存、与时俱进的海

派文化精神的地标之一。 此次墙体秀的设计融

入了技术人员对老建筑的敬畏之心。“我们采用

激光和高亮度投影结合的技术， 在保证墙体秀

艺术效果的同时， 不会对建筑外立面产生不良

影响。 ”幻维数码总经理唐昊介绍道。

“‘光音的故事’———大型3D Mapping墙体

秀是音乐厅‘文旅融合’的一次创意尝试。 我们

的剧场和绿地有独特优势， 以后更多的游客和

市民可以在这里休闲，喝着咖啡饮料、慢慢阅读

城市历史建筑，感受生活在上海的美好。 ”凯迪

拉克·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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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用一生诠释“演员”的真谛
中国首部探讨演员德艺的电影《演员》上海点映引发强烈反响

有这样一批人， 他们是公认的演艺

界“明星”。早在物质条件匮乏的 1960 年

代， 印有他们照片的印刷品在几个月内

就获得了 70 多万张销量；“男看王心刚，

女看王晓棠”的民间说法还佐证，他们代

表了几代中国人的审美。 但他们又与今

天的某些明星截然不同。

昨晚， 国内首部探讨演员德艺的纪

录电影《演员》在上海举行点映，引发了

强烈反响。这是一部以新中国“二十二大

电影明星”为切入点来回望历史的影片，

更是一部对当下有着珍贵启示价值的影

像志。 导演潘奕霖与主创团队用五年时

间，以纪实结合影像资料的方式将于蓝、

秦怡、田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

希娟等德艺双馨艺术家对演艺生涯的感

悟与思考，展现在大银幕上。今天的人们

得以看见，以“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代

表的老一辈艺术家， 是如何用他们一生

的艺术实践诠释“演员”的真谛。

大银幕上， 王晓棠说：“人间总是有

一种东西比金钱更可贵。”谢芳说：“没有

观众，就没有演员。 ”田华说：“演员不管

演什么戏，一定要真正投入，真悲无声而

哀，真严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是所

以，贵真也。”与其说，这番真切感悟是老

一辈艺术家们追忆似水年华，毋宁讲，他

们对演艺生涯的凝练， 千言万语其实都

能汇成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 认认

真真演戏。

“以德为先”是他们入
行的第一堂课

曾有人说， 祝希娟是 “二十二大电

影明星” 里最幸运的那个， 因为当年还

是学生的她就凭 《红色娘子军》 里吴琼

花一角， 获得了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

佳女演员奖。 《演员》 中再忆当年， 老

艺术家本人却说， 真正的幸运在于表演

路上所学第一课就是 “道德”， “当年，

我们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前，

第一课是留给 ‘道德 ’ 的 ”。 她记得 ，

老师们总说， “德为先。 演员不要爱心

中的自己， 而要爱表演艺术本身”。

把道德摆在从艺的首要位置， 这是

老一辈艺术家们从师长身上得到的言

传身教， 也是从无数原型人物的事迹

中汲取的精神养分。

“江姐牺牲了，荣誉我们得了。 ”

镜头前，时年 97 岁高龄的于蓝说到此

连连摆手，“请忘了我这个演员， 而永

远记住江姐。 ”老艺术家回忆，出演江

姐前，她把小说《红岩》读了又读，将革

命者在狱中的不屈与反抗、 他们与敌

人斗争的细节内化于心。“就是要表现

革命烈士的崇高理想与信仰。”当演员

抱定如是信念，“不要用眼泪告别，同

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烈

火中永生》里这句台词，回响了半个多

世纪的时空。

同样，首映于 1956 年的《上甘岭》能

超越时间触动一代又一代观众， 也与演

员们在精神向度上追随英雄而密切相

关。 片中杨德才的扮演者张亮至今记得

当年在朝鲜的亲眼所见。 1956 年，他随

剧组赶到上甘岭体验生活，“一踏上那片

土地我们就惊呆了，整座山头一片焦土，

没有一棵树，战争过去了三年，那里仍没

有丝毫生机”。张建佑也参与了《上甘岭》

的拍摄，他说，在那场 24 天的战役中，只

有三个人活着回来， 其中一位后来成了

电影的军事顾问。 当年的老兵带着剧组

重返 597.9 高地、重述惨烈战事时，每个

演员都暗下决心要把戏拍好， 不能愧对

英烈，“我们不是靠演技在演戏， 是靠真

实情感在演戏、还原心中尊崇的英雄”。

他们用观众认可的作
品赢得立身之本

《演员》 里， 于蓝、 秦怡、 田华、

于洋、 金迪、 谢芳、 王晓棠、 祝希娟等

出镜的老一辈艺术家早已青春不再， 但

人们从没忘记他们风华正茂时的模样。

在几代中国观众心里， 他们就是 《烈火

中永生》 的江姐与许云峰， 是 《青春之

歌 》 里的林道静 、 林红 ， 是 《党的女

儿》 中的李玉梅， 也是 《野火春风斗古

城》 中的杨晓冬与金环、 银环……是什

么让观众念念不忘？ 潘奕霖说： “他们

用作品赢得立身之本。”

事实上， “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的

演艺生涯 ， 何尝不是用作品诠释 “演

员” 真谛的长久实践。 《演员》 里收录

了老艺术家们塑造角色、 赢得立身之本

的苦功、 真功。

总结自己出演《白毛女》的心得，田

华说的每一句都与“真实的生活”相关。

晋察冀边区的风俗人情，她懂；割谷子、

推碾子、打场等农活，她会；与父亲相依

为命的情感经历， 她也有。 对生活的体

验、对生命的体察，悉数被演员化为表演

的依据，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

国把鬼变成人”的故事当然震撼人心。

于洋坚信， 所有的细节都从生活中

来 。 拍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桥 》

时，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融入了铁

路工厂的工人大家庭。 近半年的下生活

体验中， 所有人一起出工劳动， 穿着炼

钢服， 难分彼此。 后来在拍摄 《暴风骤

雨 》 时 ， 演员依然与他们塑造的人物

“在一起”。 他到过最穷的人家， 老乡热

情地把自己抽的烟袋递过去。 于洋说，

“不要擦， 马上就放在嘴里抽”， 一个看

似 “不卫生” 的举动， 瞬间拉近了演员

和老乡的距离， 也拉近了塑造者与角色

的距离。 演员将这样细微的观察融入表

演 ， 也真正在实践中领悟了文艺创作

“为了谁” 的问题。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日子里， 金迪

每年都会去农村体验生活， 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 但她印象最深的， 却是自

己因为 “不像农村姑娘” 而受到的一次

批评。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拍摄时，

城里刚兴起 “刷睫毛” 的潮流。 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 金迪也让化妆师给她刷睫

毛。 结果一到片场就被导演苏里呵斥：

“农村姑娘哪有刷睫毛的？” 从此， 她把

批评当作鞭策， 敦促自己 “演什么就要

像什么”。 只有当形象为角色服务， 好

作品才能有对的起点。

牛犇演了一辈子的“小角色”。 但他

信奉，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再不起

眼的角色，也要高标准、严要求。 因为在

那个胶片价高的年代，珍惜每一寸胶片，

全身心为角色付出， 是他恪守的演员的

基本法。在他看来，演员该考虑的，是“我

能给予角色什么”， 而不是演完这部戏，

自己能得到什么。

在上海点映现场， 老艺术家梁波罗

与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都提到了百

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秦怡。95岁那年，秦

怡自导自演《青海湖畔》，老艺术家不仅

亲自上高原， 还每天花几小时往返于驻

地与片场。她从不当自己是大腕，从不抱

怨演员这一行是“高危”职业，更不会滥

用替身。哪怕意外摔倒，她忧心的也只是

作品，而非个人。

《演员》总片长 93 分钟，潘奕霖说，

其中浓缩了“演员”二字的应有之义，是

“二十二大电影明星”、 老一辈德艺双馨

艺术家们涵育德与艺的一生， 更是为今

天年轻一代演员树起的精神标杆。

纵使身处深渊，也片刻不曾放弃光明

在近期热门悬疑剧中，《第十二秒》缘何能口碑领跑，
因为向上的能量———

“我想找我的丈夫，他叫赵亦晨，是刑侦支队

缉毒组警察，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通 11 秒

长的报警电话录音戛然而止， 这八年来苦苦折磨

着男主角赵亦晨， 也瞬间将观众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 由潘镜丞、魏玉海联合执导，万茜、任重主演，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都市悬疑情感剧《第十二秒》

近日开播， 斩获同时段六网省级卫视第一、 全网

40 余个热搜的好成绩，也收获了原著粉丝不俗的

评价。

在近期热门悬疑剧中，《第十二秒》 缘何能口

碑领跑？ 记者发现，表面看，这是一个警察缉毒的

故事，但在制造引人入胜的悬念外，该剧直击妇女

儿童拐卖、家庭暴力、校园霸凌、毒品贩卖、扫黑除

恶等诸多社会问题，并传递向上的能量：纵使身处

深渊，也片刻不曾放弃光明。

重重迷雾里，有着深不见底的黑暗

“你的女儿在我这里，过来找她，不然，她就会

死。 ”《第十二秒》的剧情发展丝毫不拖沓，在一集

之内将故事的基本脉络已经交代完整。八年前，南

江市刑警队队长赵亦晨 （任重饰） 的妻子胡珈瑛

（万茜饰）怀着身孕失踪，只留下时长 11 秒的报警

电话录音。 八年后，赵亦晨收到匿名线索，在西关

市许家找到了身患失语症的女儿赵希善， 同时得

到了妻子早在一年前离世的消息。 原来， 出身贫

寒、父母早亡的胡珈瑛，真实身份竟然是西关富豪

许云飞的大女儿许菡。与此同时，赵亦晨也见到了

与许菡外貌如出一辙、 性格却大相径庭的妹妹许

涟（万茜饰）。

许菡是如何成为胡珈瑛的？ 她真的是溺水而

亡的吗？为什么整整八年她都不曾联系丈夫？随着

剧情的展开，真相被一点点抽丝剥茧地揭露开来。

以找到许家为起点， 赵亦晨追查多年的犯罪团伙

也出现了新的线索，他们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开

设赌场，更与许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惊喜

的是，《第十二秒》的配角设置也足够丰满，杨骞、

曾景元、王绍丰、周楠、马玉川等人物的逐一登场

让这个如迷雾般的故事慢慢清晰，他们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戏中，他们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上的螺丝

钉，戏外，他们是观众走近真相的抓手。

悬疑之外，不乏对当下社会热门
议题的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悬疑感之外，《第十二秒》不乏

对当下社会热门议题的讨论， 儿童关怀、 校园霸

凌、家庭暴力等都延续了小说，不仅折射出相关热

点事件背后的现实问题， 也带给观众深刻的启迪

和思考。比如，儿童遭遇变故患上抑郁症无法开口

说话；男高中生被同学勒索钱财，却遭到校方和家

人的忽视；女子被丈夫家暴后向父亲求助，却只被

敷衍以待……

在赵亦晨追踪妻子失踪真相主线之外，《第十

二秒》也穿插了许菡儿时经历的暗线。从小受到继

父迫害的许菡、许涟两姐妹童年时期从许家逃跑，

却阴差阳错被迫分开。 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了许

菡、许涟完全不同的性格，这也对姐妹二人的扮演

者万茜的表演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许菡是温婉贤

淑的好妻子，许涟则是性格桀骜不驯的女强人，从

目前的播出效果来看， 万茜在柔和飒之间游刃有

余的切换博得了不少观众和原著粉丝的好评，表

示“神还原了小说”。 网友纷纷在弹幕留言：“看得

好上头，一口气看 6 集停不下来”“演技在线、节奏

不拖拉，期待后面几集的发展”。

《第十二秒》并没有为悬疑而悬疑，刻画黑暗

并不是作品的初衷，因为在所有的黑暗尽头，伫立

着善良和希望。许菡的一生是斑驳且无奈的，无论

是童年时期不堪的回忆还是少女时期的流离失所

都是她人生抹不去的回忆， 但她也从未屈服于这

些阴影，紧紧抓着生命里不多的光亮坚持了下来。

孤儿院里和妹妹共处的时光、 待她如亲女儿的胡

氏夫妇以及人生伴侣赵亦晨都是她勇敢面对生活

的力量。过去的遭遇不是作恶的借口，向善始终是

正确且唯一的选择， 就像许菡说的那样：“就算倾

其一生,我也要死在阳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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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 》以纪

实结合影像资料

的方式将于蓝、秦

怡、田华、于洋、金

迪、谢芳、王晓棠、

祝希娟等德艺双

馨艺术家对演艺

生涯的感悟与思

考展现在大银幕

上，对当下有着珍

贵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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