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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歌唱响地”重温红色家书

《信念———红色家书情景朗诵剧》在沪首演

本报讯 （ 记 者 童薇菁 ） 日 前 ，
“国歌唱响地” 黄浦剧场上演了一场特

殊的公益演出 《信念———红色家书情景

朗诵剧》。 专业演员通过朗诵与表演的

方式， 再现了杨开慧、 邓恩铭、 赵一曼

等多位烈士的家书 ， 传递了 新 中 国 诞

生前后 ， 革命烈士坚定的信仰 。 他 们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 ， 无私 无 畏 的

献身精神 以 及 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和

寄予， 令台下观众为之动容。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

年、 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之际， 在

黄浦区委宣传部、 党史研究室指导下，
上海戏剧学院 、 黄浦剧场联手 创 排 了

《信 念———红 色 家 书 情 景 朗 诵 剧 》， 将

目光凝聚在经历过无数次革命 波 澜 与

战争洗礼的每一个普通而平凡 的 生 命

之上。
全剧分为理想、 浓情、 叮咛、 信念

四部分， 收录了多位革命烈士的红色家

书 ， 部分家书是首次在舞台上 演 出 呈

现。 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中共

一大代表何叔衡、 邓恩铭的书信， 抗战

英烈赵一曼、 党员杨开慧以及以牟明亮

为代表的部分无名烈士的家书……透过

这一封封家书， 观众与台上演员重温了

共产主义誓言， 追思革命先辈， 感怀民

族气节。
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品读”工作室

主持人王苏， 联合上海电视台译制部主

任、著名配音演员杨明，上海白玉兰奖和

话剧金狮奖获得者、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系教师刘婉玲等联袂主演。
演出 以 书 信 朗 诵 为 主 体 、 多 媒 体

视觉形象为载体 ， 还原了红色 家 书 真

实风 貌 ，在 营 造 真切 、淳朴情感氛围的

同时，对剧中人物做了艺术提炼和主题

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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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原创”成为第一关键词
第15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开幕，现场国内展品超一半

第 15 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

展览会 （ChinaJoy） 昨天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开幕。 今年迎来 15 周岁

的 ChinaJoy 见 证 了 中 国 游 戏 产 业 的

高速腾飞， 这个云集了海内外游戏一

线从业者与最新游戏产品的展会颇具

前瞻性。
“国产原创” 成为了本届展会现

场的第一关键词。 展会共计 15 个展

馆，展位面积达到 17 万平方米，汇集

千余款全球顶级游戏作品。其中，国内

展品数量超过一半， 国产原创游戏成

为不折不扣的“场控选手”。 业内人士

指出， 这得益于中国游戏行业日渐提

升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原创意识。
此外， 不少知名影视、 网文作品

也频频亮相游戏主场。 这些文艺样态

的进入， 却不显突兀， 昭示着这样一

个现实———游戏正在娱乐文化产业链

中全面铺开。

中国风 、重体验 ，助力
国产游戏“弯道超车”

逛一圈展会， 你会发现， 裙袂飘

飘的中国古风人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游戏形象， 这些中国古风游戏基本是

本土游戏人的手笔。 让人欣喜的是，
其中 “老面孔” 不少。 清新唯美的中

国风、 便利的社交体验让这些游戏在

产业的巨浪冲刷下脱颖而出， 成为玩

家的成长伴随者。
喜欢古风游戏的中国玩家对西山

居一定不会陌生。 上世纪 90 年代末，
西山居推出的 《剑侠情缘》 系列是不

少中国玩家心中的经典记忆。 在今年

的展会现场， 该系列依旧被摆在显眼

位置， 只是内容已经进化到了多版，
并且与时俱进地推出了手游款。 一位

西山居游戏的资深玩家说： “无论人

物与情节如何变化， 游戏中那份浓浓

的中国古风体验一直没丢。”
除了独到的古典美学风格， “重

体验” 也成为国产游戏在起步更早的

海外游戏大军中实现 “弯道超 车 ”、

俘获大量玩家的关键 。 在 多 益 网 络 展

台上， 一款名为 《神武 2》 的原创移动

游戏打出了 “快乐社交 ” 的概 念 。 游

戏中的跨服交友 、 即时通信 、 与 社 交

平 台 界 对 接 ， 都成了重要的玩家附加

体验。
兴起的本土原创游戏展示了中国游

戏日益强劲的自主研发能力， 这也让中

国游戏输出海外变得愈发顺理成章。 多

益网络的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做好本土原创， 公司中游戏研发人

员的比例占到了七成。 有了自主研发能

力打底， 对于引进， 中国游戏公司的算

盘 “越打越精”。 据悉， 今年多益网络

首次引进了一款欧美沙盘游戏 《传送门

骑士》， 期待盈利的同时， 更为了布局

海外市场———获取更多国际合作经验，
以便今后的产品输出。

遨游在“泛娱乐”业态，游
戏与影视携手伸展

《楚乔传》 《大圣归来》 《武林外

传》 《武动乾坤》 《择天记》 ……走在

本 届 ChinaJoy 的 现 场 ， 这 些 热 门 影 视

剧 、 火爆网文的名字会时不时 跃 入 眼

帘， 有些游戏展位甚至单独辟出了影视

专区。 这些文艺类别强势 “入侵” 游戏

主场， 成了中国游戏产业 “泛娱乐” 化

发展的生动注脚。
游戏与影视的联姻， 在新技术的催

化下 ， 能为玩家带来怎样的娱 乐 新 体

验？ 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索尼互动娱乐

展区中或许能被找到。 这里， 一款基于

优质国产动画电影 《大圣归来》 的 VR
产品吸引不少玩家。 戴上 VR 眼镜， 环

顾四周， 玩家便能真切观察一番齐天

大圣的英姿， 并且与神话英雄一同经

历一段难忘的 时 光 。 索 尼 互 动 娱 乐

（上海） 有限公司总裁添田武人告诉

记者， 《大圣归来》 即将推出游戏版

本， 而现场的这段 VR 产品是公司提

前制作的玩家体验款， 既可以视作前

期试验， 也能作为宣传物料。
在 腾 讯 、 完 美 世 界 、 巨 人 网 络

等国内知名企 业 的 展 台 中 ， 游 戏 愈

发多元的发展 生 态 更 是 被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展台前方的 直 播 区 里 ， 电

竞选手们正在进行游戏比拼； 展台内

的体验区里摆放着 VR 眼镜 、 手柄 、
手机、 平板电脑等游戏设备； 有的展

台甚至辟出了独立的影视版权专区，
这些作品是游 戏 企 业 重 要 的 游 戏 题

材贮备。

让“红色资源”更好发挥引领作用

革命圣地及重要旧址全国合作联盟秘书处在沪揭牌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日前， 来自

全国 17 个省的 25 家红色纪念场馆的代

表会聚上海， 参加革命圣地及重要旧址

全国合作联盟秘书处揭牌仪式暨座谈会

活动。
革命圣地及重要旧址全国合作联盟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由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遵义会议

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

馆等 5 家革命圣地纪 念 馆 发 起 ， 首 批

加入全国合作联盟的红色场馆总计 31
家 。 为 了更好发挥合作联盟的红色阵

地平台作用， 新成立的秘书处希望能够

让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更好地发挥核心

价值引领作用 ， 引领全国同 类 纪 念 馆

互 通 有 无 ， 联 合 办 展 、 交 流 学 术 等 ，
以丰富的内容 、 多样的形式传 承 红 色

基因。
据悉 ， 作为 沪 上 落 实 “党 的 诞 生

地” 发掘工程的重要举措， 秘书处执行

机构设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

念馆。 业内人士指出， 迎接建党百年，
促 成 全 国 红 色 场 馆 的 合 作 十 分 必 要 ，
而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诞 生 地———上 海 设

立革命圣地及重要旧址全国合 作 联 盟

秘书处 ， 将更有效地对红色文 化 资 源

进行整合与提升。
据悉， 为了有效传承红色文化， 让

更多的青少年主动了解党的光荣历史，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近日推出了 “走进

党的诞生地” 上海市青少年红色诗文朗

读比赛。 大赛自发动以来， 得到了上海

各区中、 小学生的广泛关注， 共征集参

赛音频百余件。
参赛作品中 除 经 典 的 红 色 诗 歌 之

外， 还不乏一些原创作品。 在最后的决

赛中， 严纳斯以一首 《祖国啊， 我是属

于你的》 获得小学组一等奖， 郭鸿玮朗

诵的 《我用残损的手掌》 获得中学组一

等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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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不仅有手游、 网游的现场体验， 也布置了电竞区域， 邀请知名战队现场竞技。 袁婧摄

上海歌剧院在国际视野下激发潜能

连 日 来 ， 户 外 最 高 气 温 直 逼

40℃， 树上阵阵蝉鸣提醒着人们酷暑

难耐。 不过， 一步入上海歌剧院西楼

的排练厅，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不大的排练厅里， 摆放着一架钢琴，
专程从国外赶 来 的 声 乐 指 导 塞 巴 斯

蒂安·德里安特正与男中音歌唱家杨

小勇进行声乐 排 练 。 整 个 排 练 厅 被

男中音时而浑 厚 、 时 而 轻 柔 的 歌 声

缭绕 ， 充斥着 浓 浓 的 艺 术 氛 围……
上海歌剧院全新制作的经典歌剧 《阿
依达》 排练正酣。

在如今的上海歌剧院， “一中一

西” 的组合已经成为常态。 就拿今年

上半年来说， 上海歌剧院已经上演了

全新制作的 《茶花女》《军中女郎》《赌
命》《江姐》四部大型歌剧，前三部均有

国际班底加入。而前不久，《阿依达》的
几位主要演员远赴英国， 在英国皇家

歌剧院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青年艺术家

培养课程。
“上海歌剧院正在加快与国际合

作的步伐。 我们不满足于单单邀请国

际阵容走进来， 更鼓励院内艺术家与

国际大牌 导 演 、 演 员 组 合 。 与 此 同

时 ， 本院还为 优 秀 的 青 年 艺 术 家 提

供平台， 让他们 ‘走出去’。 这样的

合作， 不但能够提高演员专业水准，
更 能 帮 助 我 们 打 开 国 际 眼 界 与 视

角。” 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范建萍如

是说。

国际合作是挑战更是机遇

在歌剧 《阿依达》 中， 杨小勇扮演

阿依达的父亲阿摩纳斯洛。 排戏之前先

做声乐练习， 这是每一位歌剧演员必做

的 “音乐作业”。 歌剧演唱时， 演员的

每一个节拍 、 每一次呼吸 、 每 一 个 发

音 、 每一种情绪的表达都力求准 确 无

误， 因此， “音乐作业” 有时甚至比导

演排戏更加重要。
为了 《阿依达》 的排练， 院里特意

请来了歌剧界有名的声乐指导塞巴斯蒂

安·德里安特 。 “这句歌词的前半句 ，
你是跟女儿阿依达说的， 后半句是对着

其他人说的， 所以在情绪处理上， 前半

句可以更温柔、 细腻一些。” 只见塞巴

斯蒂安·德里安特一边弹奏钢琴， 一边

仔细聆听着杨小勇的演唱。 一旦发现演

员的情绪把握有偏差， 他便停下来耐心

讲解、 示范。
在排练计划上， 杨小勇的时间为一

个半小时。 不过， 才一小时他的 “音乐

作业” 就提前 “通关” ———剧中所有的

唱词都过了一遍， 效率之高连声乐指导

都连声称赞。 “我在家一有空就看谱子

练发音， 前后有两个多月了。” 为了能

够跟上外方声乐指导的节奏， 即便如杨

小勇这样的资深演员都不敢怠慢。
“这几年， 在跟外方团队合作的过

程中， 我们全院上下的成长有目共睹。”
排练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一切都在范建

萍的意料之中。 “以往， 院里的演员们

工作节奏慢， 往往正式排练开始以后，
才开始看谱。 不过， 一旦与外方工作人

员合作， 演员们就发现了差距。 外方的

声乐指导都要求演员进入排练之前， 将

所有歌词和乐谱都过一遍。 经过一两年

的磨合， 现在的演员， 基本能达到外方

专家的要求了。”
如今， 上海歌剧院不但与英国皇家

歌剧院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逐步推

进联合制作歌剧及联合培养青 年 艺 术

家等计划，与巴黎歌剧院的合作也正在

洽谈之中。 而继上半年《赌命》前往英国

演出之后， 下个月上海歌剧院又将带着

音乐会版《阿依达》赴德国、法国演出。范
建萍表示，与国际团队合作，全院上下打

开了视野，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海
派”民族歌剧

与国际上知名的歌剧院联合制作、
邀请国际团队 “走进来”、 上歌的演员

“走出去”， 将这几步扎扎实实走下来，
为上歌培养了人才、 积累的剧目和制作

经验， 更培养了上海歌剧的歌剧市场。
上歌版 《茶花女》、 “全华班” 《阿蒂

拉》 以及 《蝙蝠》 《法尔斯塔夫》 《军
中女郎》 等歌剧的成功上演， 就是最佳

的例证。
不过， 与世界一流团队合作制作世

界经典歌剧， 并非上海歌剧院的最终目

的。歌剧市场逐渐培育起来了，那么洋为

中用，这颗“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能

否在中国落地生根， 是所有歌剧人绕

不开的命题。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上
海歌剧院在原创路上并不敢懈怠，如

《赌命》《原野》《雷雨》《楚霸王》《那时

花开》《国之当歌》等作品先后出炉。
“这几年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制

作经典歌剧上， 在锻炼队伍的同时，
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制作出具有上

海特色的民族歌剧。 特别是国有院团

‘一团一策’ 改革对我们的原创在数

量和质量上 ， 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 。”
谈及这个话题， 范建萍感慨颇深。 多

年原创的经验， 有成功， 也有不足。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的歌剧出

品该有其独特的文化定位， 这种风格

既不是简单地 把 民 乐 、 戏 曲 拿 来 就

用， 也不能将西方发展 400 多年的音

乐概念全盘复制。”
如今，上海歌剧院蓄势待发。 《田

汉》《李大钊》（皆为暂定名） 两部原创

歌剧正在酝酿当中，计划于明年上演。
“《白毛女》《江姐》 为什么到现在还被

传唱？ 在于这些作品富含人性和民族

情怀、 其对民族理想的追求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的观 众 。 如 果 《田 汉 》 和

《李大钊》 的创作要取得成功， 必须

在剧本上寻求突破。 要塑造真正充满

生命力的人物形象， 讲述真实感人的

故事。” 范建萍说， 尽管这两部歌剧

仍在筹划中， 但精神内核早已确定，
那就是制作出符合上海城市精神、 具

有国际视野的民族歌剧， 这也是上海

歌剧院未来为之奋斗的目标。

《生活》发行量何以创下一时之最

邹韬奋文选《生活与我》《转到光明方面去》在沪出版

日前，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

海图书馆共同主办的 “谈邹韬奋先生的

交游与屐痕” 主题讲座在沪举行。 讲座

上， 《韬奋评传》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陈挥说， 韬奋先生能把 《生活》 周

刊从 2800 份发行量提高到 15.5 万份 ，
发行量创下一时之最， 正因他既注重刊

物的趣味性， 使刊物内容满足大多数读

者需求， 也能不畏强权、 不受利诱， 注

重刊物的报格和编者的主权， 坚持了大

众立场。
1944 年 7 月 24 日， 邹韬奋于上海

病 逝 ， 他 一 生 留 下 了 800 万 字 14 卷

《韬奋全集》。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精选

出 版 了 两 本 邹 韬 奋 文 选 《生 活 与 我 》
《转到光明方面去》。 《生活与我》 收录

了邹韬奋围绕自身经历所撰写的一系列

文章， 包括 《经历》 全文、 《患难余生

记》 及讲述生活书店创办始末的一组文

字 ， 从中可清晰地看到邹韬奋 艰 苦 求

学、 全力办刊、 为大众为文化的一生。
《转到光明方面去》 则选择邹韬奋一生

笔耕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 分为四辑，
涵 盖 政 论 、 人 生 随 笔 、 书 评 、 游 记 、
出版杂谈等不同主题 ， 传递了 他 面 对

民族危亡迫近眼前的急切思虑 ， 也 是

他身为师长所奉献的恳切之谈 。 资 深

出版人俞晓群说 ： “这两部著 作 是 从

近千万字的 韬 奋 作品中遴选出来 ， 它

既是一种导读， 也是一种表达， 因为韬

奋的名字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融入这个时

代之中。”
邹韬奋曾自比 “一个小小的花匠”，

说自己的努力 “只不过觉得这个小小花

园尚能应社会上一部分的需要……所以

愿以全副精神竭尽绵薄”。 正是在这种

思想的支持下， 他从最开始的光杆编辑

做起， 打造出了多份以新颖丰富内容打

动读者的刊物， 又建立起兼具出版、 图

书代购、 读者服务等广泛功能的生活书

店， 使之成为当时中国重要文化阵地和

读者的精神依托。

书信朗诵配以多媒体视觉， 以戏剧情景再现的形式重温了一封封红色家书。
傅国林摄

传统沪剧：昔从田间走入剧场，今又回到百姓身边
（上接第一版） 一台 《邓世昌》 更登上

国家大剧院。 为了让这样的传统地方戏

生发出更厚实的创作活力， 为人民创作

出更多好戏 ， 上海文艺院团 “一 团 一

策” 改革要求上海沪剧院建立起 “深入

生活、 扎根人民” 长效机制。
作为上海孕育的地方剧种， 沪剧的

本土观众基础， 在上海东方公共文化配

送服务平台的点单率也可见一斑。 越是

基层的乡镇街道， 对沪剧热情越高。 今

年 3 月更是迎来一波高潮。 仅上海沪剧

院几乎每天都有两场 “送戏下 乡 ” 演

出。 一次记者随青年演员在川沙新镇大

洪村演出。 下午一点半开始 ， 不到 11
点， 门口就停满了看戏村民的摩托车。
活动室的座椅补了三次， 仍有不少村民

站着看完。 可以说， 反哺这座城市的乡

野远郊， 是基层百姓的文化需求。
而这之中 ， 场 次 最 多 的 是 浦 东 新

区。 来自全国精英人才的浦东是时尚现

代的， 而作为沪剧的发源地之一， 川沙

新镇、 三林镇、 宣桥镇众多三代、 四代

同唱沪剧的普通家庭， 又为其画上一抹

传统底色。
川沙新镇顾佐才一家， 便是把沪剧

当作家风传承的代表 。 84 岁的他告诉

记者， 小时候逢年过节， 村民总会自己

搭台过戏瘾。 后来戏班散了， 住在远郊

的村民只有靠电视机和收音机听沪剧。
这两年， 这里的沪剧热又重新燃起来，
每周六都有沪剧迷自发组织的 沪 剧 沙

龙 ， 开起沪剧 “卡拉 OK”， 顾佐才 的

儿子拉琴， 儿媳妇报幕。 家风熏陶下，
九岁的曾孙女也攒下好几个唱段。 上周

末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等人到访， 四

代人轮番上阵对唱， 过足戏瘾。
缘何能够传 唱 不 衰 ？ 从 创 作 到 演

出 ， 与 城 市 同 行 是 沪 剧 的 立 身 之 本 。
《芦荡火种》 《鸡毛飞上天》 《罗汉钱》
等剧目， 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

日新月异。 荣广润说： “全国 300 多个

地方剧种里， 像沪剧创作这样始终与社

会变迁发展保持同行的为数不多。” 沪

剧的历史证明， 只有为人民抒写， 才能

轰动当时， 传唱后世。 所以回归人民，

也是观照沪剧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 作 传

统。 茅善玉说： “沪剧很多现代戏改编

自真人真事， 老一辈艺术家学三轮车、
挑扁担， 与工人农民吃住一道。 邵滨孙

更因演出 《巧遇记》 与该剧原型三轮车

工袁德旺成了一生的朋友。”

有心栽花高校萌芽 ， 有
心插柳江浙成荫

要争取当代 观 众 ， 地 方 戏 不 仅 要

“回娘家”， 也要敢叩开高校大门。 上海

沪剧院把目光对准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

北京大学。

茅善玉等人的 “深扎 ” 之行 ， 20 多

位北京大学校友追随其后。 与他们结缘要

从去年 10 月说起。 彼时上海沪剧院在北

京大学演出、 讲座， 让不少对家乡戏也很

陌生的北方学生， 领略了江南剧种的温婉

气质 。 沪剧院旋即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

念 讲 堂 签 下 “三 年 合 作 计 划 ”。 今 年 11
月， 沪剧看家戏 《雷雨》 又将唱响北大，
演出票早早告罄 。 大学生最期待的是地

方戏如何演绎文学经典，“《雷雨》 故事发

生在江南地区 ， 看过北京人艺的 ‘京味

儿’ 《雷雨》， 相信吴侬软语的沪剧版更

有味道！”
他们中还有几个 “新上海人”。 河北

邯郸的李思思， 对沪剧的了解恐怕还要超

过家乡的梆子戏。 张爱玲的小说、 王家卫

的电影， 让她领略了太多老上海风情，
这让她对沪剧有天然的亲近感。 今年毕

业选择留沪工作， 她希望通过沪剧了解

并融入这座城市。
应该说， 收获高校潜在观众是悉心

培育而来， 集结长三角的沪剧社团也是

有心插柳。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京，
这些越剧、 昆曲的 “大本营”， 也有沪

剧拥趸。 沪剧鼎盛时期， 江浙一带不乏

沪剧院团、 沙龙， 这之后因戏曲遇冷而

没落。 这几年戏曲市场回暖， 沪剧团体

“春风吹又生”。 直至闭幕式前一周， 还

有外地剧迷想要报名参与。 茅善玉说：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艺术节的平台搭

起来， 汇聚更多的力量， 让上海的声音

一步步唱开来， 一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