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为青年文艺家搭建艺德修养平台
“增强艺德修养，学习红旗渠精神”专题研修班活动收效显著

引红旗渠之水滋养浦江文艺之花

近期，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

“增强艺德修养，学习红旗渠精神”专题

研修班。其间，“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

划”中的17位青年文艺工作者前往河南

省林州市红旗渠，重走这条共产党人带

领人民修建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深入

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此次研修班是“上海青年文艺家培

养计划”的重要内容。 该计划于2015年

启动 ，挑选戏曲 、美术 、文学 、影视 、音

乐、舞蹈等各艺术门类具有出色才能和

较大潜力的43位青年人才作为培养对

象，提升他们的思想、艺术与理论素养。
培养计划还通过“一人一策”的方案，为
他们的创作、展示和演出提供平台和支

持，最终为上海文化发展繁荣输送强有

力的青年力量。
研修班也是继2016年该计划组织

“学习总书记讲话， 体验井冈山精神”
后，再一次采用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相

结合的模式。在革命先辈奋斗过的地方

实地体验学习后，青年文艺工作者都表

示，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党带领人民艰苦

奋斗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学

习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宗旨的

自觉性大大增强了。
德艺双馨，以德为先。有专家认为，

像研修班这样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能让青年文

艺人增强宗旨意识，明确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自觉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

活，也为青年人才提供了真实感人的创

作素材， 从而激励他们推出无愧于民

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 天上银河落人间 ：在
党的领导下创造奇迹

十年前， 结束汶川地震的援助工

作，飞机刚一落地，余震消息传来，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昕又登上前往

四川的飞机。只因临行时他与当地民众

惜别时的一句承诺：“你们这里再有危

险，我就立刻赶回来。”在研修班理论学

习期间，刘哲昕结合自己这段往事进行

了题为《信仰与生活》的讲座，赢得在场

25位青年文艺人发自内心的掌声。 “我
也曾经问自己信仰是什么？刘教授的讲

述让我不再迷茫———他用行动阐述了

一个中国人的信仰！ ”松江区文化馆美

术指导老师、画家杜海军说。
“反思当下一段时间，有些文艺工

作者忘记了文艺的引领责任， 自我矮

化。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田蕤则在

学习笔记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文以

载道，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崇高信仰

的坚守决定着艺术审美行为的高度。 ”
而让青年文艺人更受震撼的，还是

在林州的四天。
河南林州， 千百年来饱受旱灾困

扰。以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带领五十

万林州人凭一钎、一铲苦战十载，在太

行山修成了全 长1500公 里 的 红 旗 渠 。
“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调动起人民

的积极性，令这困扰了林县人千百年的

用水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上海音乐学

院管弦系副教授、小提琴家黄蒙拉不由

这样感慨。 他说：“时代在变，面临的挑

战与困难也不尽相同，红旗渠精神却能

激励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勇敢前行。 ”
在红旗渠纪念馆，好多人都湿了眼

眶。上海歌剧院演员宋洁说：“不论是年

仅27岁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吴祖太，
还是开山炸石蹦掉三颗门牙的除险队

长任羊成，他们都体现着共产党员身先

士卒，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使命感

与责任感。 ”一位党员在修渠中手指被

炸药炸没了，多年后有人问他“为什么

不怕死”， 他回答：“我可是在党旗下握

过拳头的！”当讲解员说起这段故事，青
年作家殷健灵深受触动：“这是庄严的

宣告，更是发自肺腑的朴素心声：只为

了对得起承诺。承诺了，握过拳头了，就
要努力践行。 ”

而在这片土地，共产党人留下的精

神财富又何止红旗渠一处。“扁担精神”
与“谷文昌精神”同样让文艺人接受再

一次的精神洗礼。太行山小镇石板岩供

销社的职工70年里一代接一代，往返太

行山中为山区群众送货、 收购农产品，
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的感情，体现“社会

主义好”的不朽桥梁。 林县人谷文昌更

是带领福建东山县人民苦干14年，把荒

岛变宝岛。以至于东山人在清明时节形

成了“先拜谷公，再拜祖宗”的传统。 在

林州这片共产党早期解放的土地上，共
产党员为民宗旨和优良作风， 让杨贵、
谷文昌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受影响，成为

造福一方的基层党员干部的楷模。
亲临红旗渠，让青年文艺人对党的

认识从书本、 影像之上又更进一步；而
一位位优秀的基层党员形象，加深了青

年文艺人对党的感情，老一辈党员的事

迹让他们深受激励和鼓舞。

■ 林县人民多壮志：从人
民中汲取养分、回馈人民

对于画家而言， 峰谷交错、 山石

嶙峋是写生采风的大好去处。 所以上

海中国画院画师庞飞此前曾七次来太

行山采风。 不过于他而言， 这一次来

到 红 旗 渠 “不 为 看 山 看 水 ， 而 为 看

人”。 他说： “爱山水就是爱祖国， 画

好山水画， 就是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话剧《红旗渠》中，儿子继红为修渠

不幸牺牲，老妈妈跪倒支持修渠：“继红

是为谁死的？ 他是为他娘，他是想让他

娘能畅畅快快地洗个头……他是为全

村人都能吃上一口水死的， 他死得值

啊！”看到这一段，网络作家王小磊的泪

水夺眶而出。 而当亲眼得见这项工程，
他更是明白：“生活远比小说伟大，即便

是在虚拟创作中都会被认为不符合逻

辑、不可思议的工程……”这是人民群

众全力支持修渠的深明大义，同样也印

证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走在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 眼

见水渠从太行山穿腰而过， 观摩 “铁

姑娘打钎” “凌空除险” 等情景再现，
上海淮剧团演员邢娜深刻感受到 “人

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上海师范大学

教师、 画家张晨初则感慨着 “这是当

代版的愚公移山”。 联系自己的肖像油

画创作之路， 他反思过去艺术目标不

够明确、 站位不够高。 红旗渠精神感

召下 ， 他领悟了文艺工作者对 人 民 、
对社会、 对历史要有大爱精神， 才能

跳出美术的小圈， 以画笔记录中华民

族的辉煌历史与新时代民族崛起之路。
正如上影集团编辑策划甘世佳所

说：“人民的需求，就应是文艺创作的需

求。文艺创作只有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

需要、切实为人民而创作的时候，才能

焕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提供无限的正

能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

的力量。 ”上海越剧院演员杨婷娜也表

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
要用一台台有道德、有温度、又接地气

的越剧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

践，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

■ 十年修得红旗渠 ：把
艰难困苦当作锤炼意志的
磨刀石

红旗渠精神涤荡着青年文艺人的

灵魂， 净化着他们的心灵。
十年削平 1250 座山头， 架设 151

座渡槽， 开凿 211 个隧洞， 修建各种

建筑物 12408 座， 挖砌土石达 2225 万

立方米。 据计算， 如把土石垒筑成高

2 米， 宽 3 米的墙， 可纵贯祖国南北，
连接广州与哈尔滨……作家薛舒努力

让自己去记住这些数字 ， 在她 看 来 ，
这与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精卫填海

等一系列神话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

一脉相承， 而相比于神话， “这是发

生在当代中国的传奇， 是发生在我们

祖国土地上的中国人的壮举。”
纪念馆一幅幅照片、 舞台上的话

剧、 荧屏上的纪录片， 让林县人质朴

的脸庞、 劳作时矫健的身姿鲜活起来，
也击中了上影集团影视演员何琳的心，
“成长在富足社会日渐迷茫的我， 完全

被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打动， 他们没

有如今的物质丰富、 科技发达， 却也

没有今日某些人的精神萎靡与抑郁。”
这样的壮举也让上海沪剧院演员

朱俭反思， 自己过去塑造的劳动者形

象， 还停留于表面。 这一次的实地学

习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要多下 生 活 ，
深扎求真 。 而在艺术求索的道 路 上 ，
“要像杨贵领导修筑红旗渠一样， 不求

一日成功， 但求日进一寸。 我也要以

‘十年磨一剑 ’ 的决心 ， 为人 民 而 艺

术 、 为生活而艺术 、 为时代而艺 术 ，
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同为传统戏曲工

作者，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副院长、
京剧演员金喜全说： “创业时期需要

艰苦奋斗精神， 生活条件好了， 同样

也需要这种精神， ‘红旗渠精神’ 是

一面永恒的旗帜， 激励作为戏曲人的

我， 用自己的芳华， 去缔造传统戏曲

艺术的永恒芳华。”
近几年， 眼见着报考木偶专业的

学生从寥寥无几到应招火爆， 上海木

偶剧团团长何筱琼深感使命与 责 任 ，
“红旗渠精神像一剂良药， 令我的从业

理想更加坚定和明晰———带领团队一

起奋斗， 创作出更多更好、 符合时代

气息、 独具海派木偶艺术特色、 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众审美需求

相契合的精品力作。”
身在红旗渠， 上海爱乐乐团副团

长 、 青年指挥张亮等不及回到 上 海 ，
就 打 电 话 给 驻 团 “90 后 ” 作 曲 龚 天

鹏， “如果谱写出一部以红旗渠为主

题的歌剧， 交响曲或者交响诗， 那将

会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 虽然操持

的是国际语言， 可如何谱写演奏出属

于中华民族的交响之声， 始终是两人

的求索， 二人约定一起再走上这一段

“人间天河”。
“劈开太行山， 漳河穿山来， 林

县人民多壮志， 誓把河山重安排。 心

中升起红太阳， 千军万马站太行。” 研

修班结束之时， 大家都学会了这首激

昂而不失真情的歌曲 。 曲散情 未 了 ，
青年文艺人都表示， 要把红旗渠不畏

艰难、 奋发图强的精神落实到行动上、
贯穿到生活中、 运用到创作里， 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

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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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之夜》成为上海“文艺旅游”新蓝本

驻演17个月《不眠之夜》上海版
获全球主题娱乐行业“奥斯卡”大奖

来上海旅游， 白天可以逛景点、 购

物， 晚上能做什么？ ———看一场 《不眠

之夜》 成为很多文艺青年来沪的必选项

目 。 由 上 海 文 广 演 艺 集 团 携 手 英 国

Punchdrunk 剧 团 打 造 的 浸 没 式 戏 剧

《不眠之夜》 上海版， 至今已在上海演

出超过 17 个月， 票房收入已突破 8000
万元 ， 逾 13 万人次进 “麦金侬 酒 店 ”
剧场感受了该剧的独特魅力。

当地时间 4 月 7 日， 在洛杉矶举行

的 第 24 届 全 球 主 题 娱 乐 Thea 颁 奖 礼

上， 美国主题娱乐行业协会宣布 《不眠

之夜》 上海版与全球其他 17 个演出和

项目获得该年度杰出成就奖。 评委会在

评语中写到： “我们一致认为， 《不眠

之夜》 上海版为中国观众所做的改编尤

为值得称赞， 为当下的演出树立了一个

成功的制作榜样， 在场地的择选和运营

上为观众打造了独特的体验。”
《不眠之夜》 上海版以长期驻演为

目标而打造， 将北京西路的一个旧厂房

改造成了专属剧场， 并基于 “纽约版”
的基础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 从场景到

故事的各种细节上细腻地融入了老上海

的元素 ， 使之看起来 、 听起来 、 闻 起

来 、 触碰起来都 有 1930 年 代 的 味 道 。
上海 ， 成为继纽约之后全球第 二 个 有

《不眠之夜》 驻演的城市， 而 “上海版”
中那些独一无二的中国元素 ， 也 成 为

《不 眠 之 夜 》 的 新 看 点 。 “有 观 众 会

‘打飞的’ 前来上海刷剧， 甚至是以观

剧为核心计划一个周末的短途游，” 上

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暨 《不眠之夜》
上海版制作人马晨骋告诉记者， 作品上

演至今已近 400 场。 根据近期几个月的

订单可以发现， 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观

众比例逐渐提升， 甚至出现专程来沪连

看几场的海外观众。
精品文艺演出， 是很多海内外城市

主打的重要旅游产品， 被视为城市经济

不可忽视的增长点。 有资料显示，2016
年百老汇票房 收 入 约 合 人 民 币 110 亿

元， 同时每年造访纽约的游客中有近一

半会专程前往百老汇观剧， 其中 《狮子

王》《悲惨世界》 等金牌制作更是具有非

常强劲的市场号召力和海外影响力，成

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 上海戏剧学院

厉震林教授认为，“文艺旅游” 是国际性

演艺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推出现

象级的标志性舞台剧是关键。 作为自然

景观资源并不算特别丰富的大都市，上

海为来自全国乃至外国游客人群能否提

供不一样的旅游“景观”，孵化更多可以

长期演出的优质精品戏剧， 是关键的一

环。 《不眠之夜》从创意制作到市场运营

的全方位探索升级， 为上海文化内容品

牌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可实践的蓝本。
据悉， “全球主题娱乐奖” 被誉为

主题娱乐行业的 “奥斯卡奖”， 自 1994
年起每年评选一次， 评奖范围涵盖各类

主题娱乐场所包括主题乐园、 展览、 活

动、 戏剧等， 旨在发现行业中的顶尖成

就 。 此次 ， 与 《不眠之夜 》 共 同 获 奖

的， 包括美国奥兰多迪士尼潘多拉星球

阿凡达世界、 加州迪士尼银河护卫队、
迪拜梦工厂动漫区等。

并不年轻的他们，
是英美戏剧舞台的中流砥柱

《汉密尔顿》“火烧”奥利弗奖，拿下7项大奖

2018年英国话剧及音乐剧最高奖

奥利弗奖于当地时间8日晚揭晓。 音乐

剧《汉密尔顿》最终斩获了最佳新音乐

剧等7项大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虽然

《汉密尔顿》 未能超过去年英国本土舞

台剧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的
辉煌纪录， 但今年站上奥利弗奖领奖

台的雪莉·亨德森、 布莱恩·科兰斯顿

等多位年迈资深演员，着实令人折服。
此外，英国著名剧作家耶兹·巴特

沃思的《摆渡人》获得最佳新戏、戏剧

类别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奖３项大

奖。音乐剧方面，英国国家剧院巨资打

造的《富丽秀》和老维克剧院的《北国

女孩》也摘得不少表演和技术奖项。

“外来户 ”挑战英国拿
手严肃历史题材

以说唱音乐讲述美国开国元勋、
首任财政部长生平的音乐剧 《汉密尔

顿》，从百老汇首演起就场场爆满。 继

2016年摘得普利策最佳戏剧奖、2017
年以11座奖杯横扫托尼奖后， 又以13
项提名打破了奥利弗奖的纪录。

英国戏剧界的反应可谓 “爱恨交

煎”。 剧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被塑造

成一个趾高气昂的小丑， 曾有英国剧

评人表示 “不可想象自己会喜爱”《汉
密尔顿》。但英国观众展现了非凡的热

情， 去年该剧从美国巡演至伦敦西区

后，门票一度被炒至6000英镑（约合人

民币5万元）。《卫报》几度刊文盛赞，称
其“改写了音乐剧的历史”。

严肃历史题材向来是英国拿手好

戏，引进的《汉密尔顿》凭何脱颖而出？
编剧、词曲作家林-曼纽尔·米兰达从

18世纪挖掘到一位辩才出色的 “说唱

大师”，汉密尔顿曾在6个月内，滔滔不

绝写下《联邦党人文集》中51篇深刻阐

述美国政体的论文。情绪激昂、语速奇

快的新潮说唱形式， 完美复现了汉密

尔顿改变规则的才华、雄心与紧迫感。
而以押韵饶舌对战的 “内阁会议”，也
帮助观众更清晰直观地理解了复杂的

美国财政问题。

资深演员才是英美戏
剧产业的“台柱子”

除此之外， 一群年纪不轻甚至步

入花甲的资深演员， 成为今年奥利弗

奖舞台上最引人瞩目的群体。

花甲之年的艾美达·斯丹顿凭借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和 《富丽

秀》获得双料提名。蝉联三届艾美奖的

《绝命毒师》中的“老白”布莱恩·科兰

斯顿， 则拿下了奥利弗奖话剧最佳男

演员。 50多岁的雪莉·亨德森凭借着

《北国女孩》的出色表演，摘得音乐剧

最佳女主。
云集实力派的《富丽秀》获得10项

提名，摘得了“最佳音乐剧复排奖”。富
丽秀最早由著名音乐剧制作人齐格菲

尔德引入百老汇， 以青春美女纵情声

色为卖点，名噪一时。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 它不仅是当时百老汇最大的歌舞

团，成为“齐格菲女郎”也是每个纽约

少女的梦想。
桑 德 海 姆 以 此 为 原 型 创 作 音 乐

剧，讲述衰败的剧院即将拆除，被人们

遗忘的过气明星再度聚首。“齐格菲女

郎”们忆起真挚爱恋与演出盛况，唱起

老歌， 却不得不面对如今的婚姻困境

和年华不再。
导演多米尼克·库克安排年轻演

员不断幽灵般穿行于角色中， 生动展

现了浮华往事如何成为“枷锁”：身负

鸵鸟羽翅等夸张装饰的昔日倩影，映

衬着老人们走样的身材、 强颜欢笑时

的泪痕……双时空剧情同时上演，让

宿命悲剧与怀旧温情难分难解， 给人

以复杂苍凉的独特观感。
“富丽 ”（Follies）在 英 文 中 ，还 有

“愚蠢”之意。桑德海姆被誉为“音乐剧

的莎士比亚”，其创作的复杂多义也为

剧评家们津津乐道： 该剧究竟在追仰

富丽秀纸醉金迷的光辉， 还是嘲讽其

延续至今的谎言？戏剧舞台也正如“富
丽秀”，道不出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追

光灯总是青睐年轻人， 留给中老年人

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他们演技炉火纯

青的时候，演艺生涯也走向了终结，恰
如作家菲茨杰拉德认为，“美国人的生

命中没有第二幕……”
但或许正因机会千载难逢，《富丽

秀》总能召集到最优秀的演员阵容，向
世人展示戏剧行业真正的标杆。《富丽

秀》的男主角菲利普·夸斯特和女配角

特雷西·班尼特都曾三次获得奥利弗

奖。 夸斯特在《悲惨世界》十周年音乐

会上的精彩表演，更成为了“沙威”的

角色教科书。
好演员并非一朝炼成。 那些坚持

要演“第二幕”的实力派演员，才更有

可能成为演艺产业的中流砥柱。

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携手英国 Punchdrunk 剧团打造的浸没式戏剧 《不眠之

夜》 上海版， 至今已在上海演出超过 17 个月。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供图）
亲临红旗渠 ， 让

青年文艺人对党的认

识从书本 、 影像之上

又更进一步 ； 而一位

位优秀的基层党员形

象， 加深了青年文艺

人对党的感情 ， 老一

辈党员的事迹让他们

深受激励和鼓舞。
①红旗渠的绵绵

山路。
②学员接受红旗

渠干部学院采访。
③④学员在大组

交流中发表感言。
⑤学员献演红旗

渠干部学院地方民俗

演出。
（均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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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⑤⑤

■本报记者 吴钰

④④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