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他将舞动的能量带到画布之上
华人编舞家沈伟艺术展亮相沪上

本报讯 （记者范昕）中国观众熟悉

的沈伟 ， 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人编舞

家———最近几年，他将《声希》《春之祭》

《天梯》《地图》等现代舞代表作相继带到

上海，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近日，再

次造访上海的他，将一场艺术展“沈伟：

未知的探索” 带到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这是沈伟在中国大陆的首次艺术展，

重点展出他三十年来在舞台背后的视觉

艺术创作。

沈伟 6 岁起修习中国水墨和书法，

16 岁开始学习西方油画，中国人骨子里

的文化积淀与多年的西方生活在他的作

品中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交融。 此次展览

呈现艺术家创作生涯中各个阶段最具代

表性的绘画、装置、影像、多媒体装置、设

计作品，以及理论文献，是对艺术家创作

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梳理， 既让人们看

到他如何突破自我将对“未知”的思考融

入作品， 也开启对于舞蹈及视觉艺术两

者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

理解沈伟的艺术， 需要理解他一以

贯之的“整体艺术”实践。 沈伟的舞台艺

术融合多种媒介元素，包括绘画、声音、

雕塑、剧场、影像等。近年来，他更将艺术

语汇拓展到大型多媒体装置、 影像与动

画、特定场域实景创作等，将运动的能量

带到画布之上，令视觉环境与舞蹈呈现

自成一体。 一组漂浮于展厅中央的气球

装置，可谓整场展览的切入口。 气球装

置上绘有沈伟首演于 2005 年的舞台作

品 《地图 》的编舞方案与创作手稿 ，呈

现出艺术家将编舞手稿转化为绘画语

言、舞台背景与艺术装置的过程。 而这

样的脉络贯穿展览的始终，展现出艺术

家多元的视觉艺术脉络。 对于自己的艺

术创作，沈伟坦言：“我试图创造一个交

织着内部能量 、波动 、节拍及和声的语

境。 希望通过中国戏曲和抽象运动里不

同的感性元素与这个时代的人们相联

系，在跨文化交流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表

演方式。 ”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抗战英雄“武十三”又回来了

《生死连》姐妹篇《战天狼》央视八套热播

除了留下姓名与光辉事迹的革命英

烈， 还有哪些抗战小人物的故事值得一

书？ 日前开播的电视剧《战天狼》便描绘

了一出精彩的草根英雄成长史。 这部由

张铎领衔主演、正在央视八套播出的电

视剧， 讲述了一位出身市井的八路军连

长，在伤愈后一路南下寻找部队，凭借智

慧与勇气活跃于敌后战场的传奇故事。

《战天狼》是电视剧《生死连》的姐妹

篇， 前者直接延续了后者的故事。 2015

年播出的 《生死连》 曾创下过极高的收

视。男主角武十三（张铎饰）为报家仇，从

“小剃头匠”成长为八路军战士，并且凭

借江湖智慧与热血情怀拉起一支 “新五

连”。这段轰轰烈烈的草根英雄成长史曾

收获巨大关注。首播时，电视剧的悲情收

尾在观众心中留下遗憾———武十三带领

新五连战士们浴血奋战， 最终粉碎了日

本侵略者的阴谋，却伤亡惨重，几乎全军

覆没。 电视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倒

在血泊中的武十三身上， 他微微颤动的

手指，给观众留下了一丝念想。

时隔三年 ， 这个生死悬念终于解

开———武十三回来了。《战天狼》一开篇，

在《生死连》结尾处含泪呼喊武十三的关

震山团长（张光北饰），终于找到了身负

重伤处于昏迷状态的武十三， 并将其救

回。只是武十三昏迷太久，大部队又急着

南下，才将他独自留了下来，这便开启了

主人公一路南下寻找部队的新剧情。

《战天狼》采用双线叙事，在剧情上

走的是强冲突、快节奏路线。 仅前两集，

主人公已经历了重重危机。 刚醒来的武

十三就想方设法从被侵略者突袭包围的

卫生站中逃脱；故事的另一边，刚离开卫

生站到扬州与重要人物接头的关震山团

长， 中了伪军埋伏被俘……两队人马如

何在相遇后彼此解围？ 武十三又能否像

过去一样再拉起一支抗战队伍？ 这些悬

念调动着观众的追剧热情。

演员阵容也是 《战天狼》 的一大看

点。武十三依旧由张铎扮演，因与同名且

出道更早的男演员重名，故有“小张铎”

之称。小张铎多以军人形象亮相荧屏，曾

出演《生死连》《东风破》《淬火成钢》等多

部主旋律作品。 小张铎另一个为观众熟

知的角色，是央视现代情感大剧《娘亲舅

大》中的“二舅”。武十三与二舅身处不同

时代，却都是深情、热血中略带叛逆，不

喜欢按常理出牌的人物， 小张铎本人的

形象气质与这类成长曲线鲜明的“草根

青年”十分吻合。同样贯穿两部作品的关

震山团长由张光北饰演，他曾出演《芙蓉

镇》《三国演义》《亮剑》等口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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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场活动拉近艺术与市民距离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教育活动率先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之际 ， 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

节 将 于 10 月

19 日 迎 来 20

岁生日 。 作为

艺术节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教育活动昨

天率先启动。今年的艺术教育立足“精准

化分龄定位，精细化分层设计”，将筹划

特别活动、艺术进校园、学生进剧院、艺

术交流以及艺术训练营等五大板块内

容，在全市的学校、商圈、社区等 50 余个

场地铺开，为各个年龄段的在校师生、亲

子家庭、艺术爱好者带来 100 余场活动。

其中， 特别活动包含学生观剧团、

艺趣社与艺术亲子营三大品牌项目，将

用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更有趣的参与方

式在青少年中播撒艺术的种子， 探索艺

术、城市与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据悉 ， 今年的学生观剧团将从近

800 份有效报名中遴选出约 300 名在校

大学生、高中生，组织他们观摩艺术节期

间的演出，参加启动仪式、观剧沙龙、颁

奖典礼等特别活动， 并以青年的视角和

语言对剧目进行评分， 打造属于年轻人

的“最佳节目”推荐，为艺术节输送年轻

的声音。

与学生观剧团主要聚焦高中、 大学

生不同， 艺趣社则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参

与人群，意在通过长周期、多门类、多样

化的艺术教育、艺术实践活动，提升青少

年的综合素质。 今年的艺趣社，将以“慧

画无限”为主题举办学生公共美术活动，

深入全市美术特色鲜明的中小学、大学、

职校，通过素描、水墨、涂鸦、雕塑、装置、

多媒体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校园的墙体、

窨井盖、废弃管道、绿景等公共空间中进

行创作，赋予日常生活新的艺术生命，让

城市的公共空间焕发多元化魅力。其间，

彭鸣亮、沈乐平、高幼军、庄静、许冉五位

艺术顾问，和施政、张振晖、周培元、许彦

杰、唐啟良、饶国安、陆珺、陈征宇、杨丽

九名艺术导师将组成专业团队，深入 20

多所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专业指导。

近年来，随着社会教育观念的发展，

越来越多父母注重在家庭教育中融入艺

术元素。 “艺术亲子营”将携手国内外艺

术家及艺术团体， 在艺术节期间的每个

周末打造以音乐为主题的亲子系列活

动。 活动中，除了能观赏、体验各种艺术

形式的演出， 少年儿童更有机会参与到

现场演出和台前幕后的工作中去， 与艺

术家近距离接触，开启他们的艺术学习、

创造之旅。

在艺术进校园、 学生进剧院两大传

统阵地上， 今年将继续针对各年龄段学

生的需求策划内容， 并邀请师生们亲身

参与到如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工作坊、古

巴国家芭蕾舞团工作坊、罗伯特·威尔逊

与杜塞尔多夫戏剧院《睡魔》后台导览等

活动中去。

2017 年由艺术节发起召开的“一带

一路” 艺术教育专业院校联席会议今年

将迎来第二次，以“‘一带一路’艺术教育

合作的有效途径”为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今年的艺术训练营则由 “丝路·表达”中

波青少年舞蹈训练营和文“艺”青年———

沪港青年艺术交流互访团活动组成。

据介绍， 艺术节的艺术教育创建于

2015 年，通过高品质的艺术演出 、亲民

的导赏讲座、 丰富的互动体验等多种方

式， 搭建了艺术节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桥

梁，拉近艺术与市民之间的距离。截至目

前，共邀请了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艺

术团体、艺术家、专家、学者参与，举办了

172 项、315 场演出及活动，进入本市 65

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和 46 所高校，吸引

逾 35 万人次现场参与。

40部电影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历程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 “伟大历

程———改革开放 40 周年主题影展”昨天

在天山电影院正式开幕。 本次影展将持

续三个月， 共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 25 家

影院，用 40 部电影带领观众回望改革开

放 40 年来的光辉岁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这

期间， 中国电影不仅自身经历了巨大的

发展,更以见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共同

书写了 40 年的沧桑巨变，在银幕上留下

了一个个时代变迁的烙印。 本次影展将

通过电影放映、 专家讲解等各类电影活

动， 为影迷讲述一个个书写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的故事。

本次展映影片主题均紧扣改革开放

的时代进程， 从虚构与纪实的双重角度

描绘时代变迁。如上世纪 80 年代拍摄的

感动过许多观众的银幕记忆 《小街》《牧

马人》等，以及聚焦当下农村基层治理新

貌的现实题材电影 《春天的马拉松》，还

包括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的新作 《青海

湖畔》， 取材真人真事的影片 《邹碧华》

《我是医生》等。

作为此次影展开幕影片《邹碧华》的

主演， 演员佟瑞欣在开幕仪式上也分享

了他对于这部电影的拍摄心得。

此次展映的影片均为上影和上海出

品， 并全部由上海电影技术厂进行了全

新数字修复或数字化。 十部重点影片场

次如《家在树德坊》《盲行者》等还将邀请

导演、制片、修复专家、影评家、学者等与

影迷进行映前导赏和交流， 让观众进一

步了解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和艺术特

色。 展映期间还将开展包括“今昔上海”

在内的多项线上互动活动。

所有展映场次都将推出惠民票价，

每部影片票价均为 40 元。此次活动由上

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指导， 上海市

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 长宁区文化局

主办。

文化

愿借“主角光环”，
书一笔当代青年的侠之大者

包罗缉毒、爱情、传奇等多类型元素，《橙红年代》瑕不掩瑜

他在暗室里锤炼四年， 如令狐冲

在思过崖的际遇那般，修得一身绝技，

武力值能以一当十，这可靠吗？他被警

方卧底暗中观察，日子不算很久，但几

桩善举即为他赢得卧底信任， 成了一

名“线人”，这随意吗？他被与己有着兄

弟之义的毒枭派出公海， 意外落水后

撞击礁石失忆，且还是部分失忆，独独

遗忘了他在毒窟里的八年时间， 这老

套吗？

单独看， 这些或在现实生活里不

可思议的漏洞， 或在过往影视作品中

被用滥的套路， 都是品质剧绕道行走

的陷阱。但正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播

出的《橙红年代》，一些不可思议或流

俗之处，竟然有了可商榷的余地。

剖开这部从网络小说脱胎而来的

公安剧会发现，表面的“硬伤”之下，或

许藏着一种期许———愿借 “主角光

环”，书一笔当代青年的侠之大者。 他

们难免带着稚气、带着想象，但内里何

尝不是理想化又浪漫化的青春。 就像

该剧主角陈伟霆对剧名的理解：“橙红

精神，就是一个太阳升起来，橙红的光

照射在我们身上，代表着希望与热血。

刘子光便是那个心中有光、 有热血和

担当的平凡英雄。 ”

草根+传奇， 网生代的
天马行空，嵌套着纯真的理
想主义

《橙红年代》的开头既是惊艳的，

也是跳脱的。 原因趋同，强节奏。 两集

内，编剧一边撒开悬念之网，一边也言

简意赅地迅速收网。

独自飘零在 M 国的刘子光深陷

魔窟， 他在赌场打工， 却有着自己的

道义底线。 有着过命交情的结拜兄长

聂万峰投入贩毒集团时， 他宁肯以自

由换底线。 悬疑刚布下， 谜底旋即在

角色的回忆里揭开， 原来当年见义勇

为的父亲倒在了毒贩刀口， 辞世在自

己眼前， 毒品是刘子光一生的敌人。

与此同时 ， 在男主角家乡 、 中国江

北， 巫刚饰演的公安局长胡跃进与马

思纯饰演的胡蓉是对父女， 但父亲追

随女儿的眼神似有隐情。 蒙太奇的画

面链接了胡蓉的童年到青年时代， 每

当胡家父女在篮球场里亲密互动时，

胡跃进都会让女儿去捡那颗滚远的篮

球。 每一次， 小姑娘拾球起身， 总会

隔网遇上另一双关切的眼睛。 观众刚

生出的谜团， 转身就得到解答， 篮球

场铁丝网外的那双眼睛属于黄振武，

胡跃进的战友 、 警方深入 M 国的卧

底、 胡蓉的生父。

开篇即把男女主人公的前尘往事和

盘托出，制片人张谦坦言，为呈现一个更

为纯粹的热血青春故事。 当同在 M 国的

胡蓉之父黄振武， 选中出淤泥而不染的

刘子光做“线人”，故事的正章、真正的悬

念方才铺开。

“线人”刘子光如何面对他那毒枭义

兄？落海失忆的他重回江北，“格式化”为

一张白纸后， 他怎样从一介草根逐步参

与警方行动， 又会在哪个关键时刻恢复

记忆？至于他和发小组成的“高土坡三剑

客”， 又会在不起眼的烧烤摊上为民、为

社会、为国家干出何等惊天动地的事，成

为凡人英雄？ 而胡蓉代表的青年刑警这

边，与黑暗世界斗争，早在入读警校时就

写进了入警誓言里。 他们的激情、勇气、

坚毅、 果敢都毫无保留。 仅剩的悬念在

于， 热血的青年干警与同样热血的普通

青年之间， 那是一条怎样的为正义信仰

而战的信任之桥； 草根英雄的传奇与警

界英雄的成长，如何相生相伴。

曾为《士兵突击》掌舵的张谦认为，

是这股纯正、赤诚的理想主义，代表着许

多网生代青年对正气、有担当、胸怀大爱

的内心表达。 “我们定位都市英雄传奇，

说到底，剧集核心不是既成英雄的壮举，

而是小人物想要成为一名真英雄的精神

进化。 ”

黑白分明、正义无敌，如斯理想化乃

至传奇化的笔触， 可能从原著诞生时就

是注定了的。 2011 年，网络作家骁骑校

把自己的第三部作品报名参与茅盾文学

奖角逐，那便是《橙红年代》。 那一刻，它

成为了中国重要文学奖项第一部参评的

网络小说。如今影视转码后，与其说剧本

“低空飞行”，毋宁看成，它继承了网络文

本的一部分天马行空， 以及网生代青年

纯真的理想主义。

缉毒+情感， 这是剧本最
大的难处，也是迷人之处

剧集播出近 20 集， 男女主角的爱

情戏份凸显无疑。 内心藏着侠义之气的

刘子光与传承父志的胡蓉， 相似的正义

信仰担任着爱情里的荷尔蒙。 但刘子光

过往八年在魔窟的前史 ， 以及陷入死

证的黄振武牺牲之谜 ， 都将是漫漫爱

情路上即将引爆的雷区 。 嫉恶如仇的

他们， 固然可突破身份的阻隔相恋， 却

无法在 “疑似父仇 ” 面前和解 ， 更难

跨越八年记忆空隙里 “正邪对峙 ” 的

楚河汉界。

一旦真挚的情感遭逢爱而不得、恋

而无终、甚至生死两隔，难以实现的爱情

往往使得观众群爱憎两极。 爱者常为生

死恋戏码掬一捧热泪，厌恶者谓之“穿着

制服谈恋爱 ”，缉毒+爱情的组合 ，已成

为剧本最大的难处，也是迷人之处。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海岩剧”

流行的年代，《玉观音》《永不瞑目》等

已然将缉毒与爱情的双线剧情交织到

无以复加。 而今年以来，《破冰者之真

爱的谎言》《猎毒人》等剧，也试图在被

戏剧家穷尽的情感模式里走通缉毒的

特殊道路。

在编剧之一戈让看来， 过往的得

失经验其实可归为一条： 不为恋爱而

恋爱， 不脱离生活而存在。 就像肖童

和欧庆春的感情， 是美丽与罪恶交缠

的憾果； 而安心这样的女性悲剧， 则

是编剧借戏剧向边境线上毒贩的真实

控诉 ； 及至今年出现在荧屏上的靳

远、 吕云鹏， 他们关乎爱情与亲情的

探讨， 都是当代都市与缉毒类型的边

界拓新。

目前来看，《橙红年代》 里的人物

凭宿命感添上几许悲情， 又因为生活

流赢得观众亲近。 刻意粗糙装扮的陈

伟霆“邋遢”得如同路人甲，飒爽又亲

切的马思纯则与街头出没的邻家女无

异。演对戏路的他们，就像一对可能出

没在街头的普通情侣， 击中拥有切近

生活体验的人。 生活流的情感与公安

剧的正剧范儿并行， 同样怀揣理想情

怀的观众愿意相信，他们的纯真，能改

变世间某些苍凉和凝重。

贯穿两部作品的关震山团长由张光北饰演。 图为《战天狼》剧照。

《橙红年代》里，刻意粗糙装扮的陈伟霆“邋遢”得如同路人甲，飒爽又亲切

的马思纯则与街头出没的邻家女无异。 图均为该剧海报。

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
“演艺地图”“观剧手账”同步亮相

（上接第一版）

黄浦区充分发挥剧场集聚优势， 推

动协同联动， 促进业态融合， 提升发展

内涵， 推出了这张立体化呈现全区 39

个剧场和展演空间的 “演艺地图 ” 和

一本集剧目排期 、 活动资讯与优惠券

为一体的 “观剧手账”， 致力于建设最

高剧场密度 、 最大集聚效应 、 最强协

同合作 、 最广市场空间 、 最优服务环

境的演艺区 ， 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核心

示范区。

首发现场， 黄浦区相关部门向剧场

空间代表、 居民代表、 申通地铁代表赠

送了首批 “演艺地图” 和 “观剧手账”，

启动 “黄浦文化·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

区” 线上平台。 据悉， 该线上平台依托

于 “黄浦文化云”， 集聚区域内的优势

资源， 多维度实现演出、 场馆等信息的

分类检索， 用户可以浏览人气榜单、 早

鸟信息、 优惠福利等丰富内容， 还可以

点评剧场、 撰写攻略、 参与活动、 创建

自己的兴趣收藏夹 。 平台力图打破剧

目—剧场—观众各环节之间的隔阂， 促

进数据互联互通， 吸引用户看地图、 找

剧场、 观演出、 写评论、 做活动、 赢奖

励、 享实惠。

“演艺地图”与第一季“观剧手账”将

在近期配送至区内的 22 座专业剧场、17

家展演空间、10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

三星级以上酒店与旅游集散地、 部分地

铁站，供广大市民免费取阅。

国内最密剧场群，谋布“活力演艺圈”
（上接第一版）

历经世事变迁， 这些剧场中有一部

分已不复存在或因设施设备老化不能满

足现代演出需要，但截至目前，这里仍是

上海剧场资源最集中的区域———目前，

黄浦区正常运营的剧场和展演空间有

39 个， 其中人民广场周边 1.5 平方公里

区域内有 21 个，包括上海大剧院、上海

音乐厅、天蟾逸夫舞台等地标性设施，人

民大舞台、共舞台、新光影艺苑等活跃的

大中小剧场，以及大世界城市舞台、曲艺

茶馆、非遗剧场等特色演出空间，其密度

高达每平方公里 14 个，成为国内最高密

度的剧场群。

区域内主要剧场年均演出总量约

3000 场次，占全市剧场演出总场次的五

分之一， 平均上座率高达七成； 其中戏

曲、 音乐剧、 音乐会占全市三分之一以

上。

根据“三年行动计划”，环人民广场

区域将通过发挥剧场集聚优势， 推动协

同联动，促进业态融合，提升发展内涵，

努力建设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应、

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优服务

环境，成为亚洲演艺之都核心示范区。

探索建立演艺联盟，提升
剧场整体能级

今年， 作为全市首批地方戏曲展演

中心的天蟾逸夫舞台进行大修， 将打造

成以京剧为主的戏曲专业剧场。 修缮期

间，在剧院联盟运作下，以天蟾逸夫舞台

为圆心， 以步行 13 分钟的距离为半径，

联动半径内的其他剧场共同承办京剧演

出季，使得天蟾逸夫舞台“停场不停业”。

这， 正是黄浦区要致力于打造的资

源共享交流平台———探索建立环人民广

场演艺联盟， 在前两年建立的剧院联盟

基础上，整合区域剧场设施、内容生产、

中介经纪、 衍生品制作等演艺产业链各

环节资源，形成发展合力；建立剧场资源

信息库，鼓励剧场相互交流市场信息、推

介演出资源，鼓励开展联合演出季、戏剧

节，通过剧目互补、宣传互动、活动互惠

等方式，加强合作联动，提升整体发展能

级；鼓励剧场开展公益性演出，提升市民

文化素养， 推进剧院联盟与全区商旅文

资源深入融合， 开发以演艺为主题的自

助游线路产品，延伸演艺产业链。

此外， 鼓励优质剧场成立发展院线，

输出运营管理模式， 以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文创资金为引导，扶持体现世界视野、

上海特色的原创精品力作和重大品牌项

目，并通过全国、全球巡演和版权租售等

进一步提升制作内容的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盈利水平，成为国内外人才与佳作竞相

呈现的舞台和原创活力喷涌不息的源头。

制度破局，试点演出分类
审批与监管创新

为配合建设亚洲演艺之都核心示范

区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也同步更新。

据介绍， 黄浦区将积极落实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提高效能，争取市级主管部门支

持，在“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试点演出

分类审批与监管制度创新，加快研究出台

小剧场尤其是老厂房改造及室外空间、文

创园区、商业设施、商务楼宇中展演空间

的认定标准、演出许可、运行机制、市场监

管等管理服务细则， 确保依法合规运营，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此外，结合大数据开发，将打造演艺

信息大平台。积极利用黄浦文化云、移动

通信等平台掌握的信息资源，与文化、商

贸、 旅游、 交通等职能部门实现信息交

互，推动现有剧场群的资源共享、演艺资

源的功能集聚，充分实现文化、商贸、旅

游、演艺的跨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