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阐述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上海新年音乐会
将首献红色经典
本报讯 （记者姜方） 2019 年将迎来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又恰逢上海新年音乐会举行

十周年。 从上海走向世界的指挥家余隆将率领

上交， 联手歌唱家阎维文、雷佳、王丽达、索朗

旺姆、黄延明及解放军文工团合唱团，分别在今

年 12 月 31 日和明年 1 月 1 日献演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厅，带来《浏阳河》《娄山关》《延安颂》《歌

唱祖国》等经典中国音乐作品。这也是上海新年

音乐会首次将红色经典搬上舞台。

“上海新年音乐会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的

新年之声。”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 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上交有责任也有义

务用这样一台具有国际水准、 上海印记的新年

音乐会， 给祖国送上祝福。

作为党的诞生地， 上海的城市血脉中流淌

着红色基因， 同时上海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起

源地。这次新年音乐会中，将上演不少出自上海

音乐名家之手的传世之作，如贺渌汀的《游击队

歌》、丁善德的《黄浦江颂》、朱践耳的《唱支山歌

给党听》、吕其明的《红旗颂》等。

值得一提的是， 新年音乐会邀请了作曲家

邹野操刀， 用交响音乐的手段创作整理， 使这

些红色经典具有更强大的叙述性和戏剧性。 邹

野表示， 作品改编以忠于原作为基准， 同时将

散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歌曲组成艺术整体。 其

中， 《东方红———在灿烂的阳光下》 《游击队

歌———人民军队忠于党》 《红旗颂———黄浦江

颂》 将不同曲目进行了整体连接； 合唱版 《我

的祖国》、 女声及混声合唱 《让我们荡起双浆》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则改变了原作的演唱

方式。 此外， 也有如 《娄山关》 那样直接以原

作形式呈现的作品。

2019 上海新年音乐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主办，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上交与

解放军文工团的合作也非首次 ， 2012 年和

2014 年， 上交与时称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歌

唱家两度齐赴新疆。 在此次新年音乐会上， 双

方将再次携手演绎 《歌唱祖国》 等红色经典，

展示中国的音乐力量。

在举办新年音乐会之外， 上海交响乐团还

将走出音乐厅， 在网络平台 “全民 K 歌 ” 上

发起 “我来唱首歌， 献给共和国” 的唱红歌活

动， 激发全民参与热情， 共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上海歌剧院受邀为迪拜歌剧院 2019-2020 演出季奉上开幕演出， 上演西方歌剧经典之作 《图兰朵》 与中国现代舞剧 《早春二月》。 图为 《早

春二月》 剧照。    （上海歌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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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浦东》里传来熟悉的名字，我们为今天所得热了眼眶
改革精神与故事魅力交相辉映，怀旧感与亲切感相得益彰

“这可是林元培总工程师设计的 ！” 剧中

人为杨浦大桥未通过的方案据理力争， 观众听

到了熟悉的名字， 他是南浦大桥 、 杨浦大桥 、

卢浦大桥的总设计师林元培院士， 浦东建设史

上确有其人。

电视剧 《大浦东》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 当

剧中屡屡传来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案例， 多少

观众心头一颤。 当艺术呈现中打通了真实历史

的隧道，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的

见证者、 亲历者、 受益者， 万千观众为我们今

天所得， 热了眼眶。

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作品 ， 《大浦

东 》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 上海电影 （集

团） 有限公司等出品。 电视剧从金融改革的角

度， 聚焦浦东的变迁， 生动讲述了在改革开放

大背景下个人与时代同频共振、 和国家休戚与

共的故事。

改革精神与故事魅力交相辉
映， 观众真切体察到改革开放带来
的获得感

1986 年底， 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

霖访华，他收到邓小平赠送的珍贵礼物：一张上

海发行的股票。 当时人们还在用复杂甚至怀疑

的眼光审视股票。 对于新生事物，质疑、反对的

声音始终伴随其婴儿时代。 邓小平送出的这张

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给了正在蹒跚学步的中国

股市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第一集的画外音娓娓道来 ， 平和 、 冷静 。

但隔着 32 年再回首 ， 如今电视机前的观众已

知，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 上海浦东作为长江

经济带的龙头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 观众更知 ，

惟改革才是出路， 改革从没有坦途。

果然， 该剧才播出三集， 已有诸多曾经响

当当的案例被电视剧化用， 激荡人心。 上世纪

80 年代末， 南浦大桥已筹备开工之时， 该不该

再建造一座杨浦大桥？ 剧中以工程师与相关机

构工作人员的激辩， 摹写了林元培他们当年惊

心动魄的论证过程。

第二个在剧中传来的真实名字叫林同炎 。

剧中， 吴一白要在上海世杰贸易中心协会成立

大会上采访“大人物”，华裔经济学家林先生走

进了人们的视野。这位林先生正是林同炎。他曾

在海外组织一批专家研究浦东开发方案， 先后

七易其稿，写出了《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

大上海》研究报告，共编写出 12 份浦东开发方

案，被称为 “海外建议开发浦东第一人”。

还有个 “确有其事 ” 的场景贯穿了前三

集：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

部， 它既是剧集开篇范尔霖做股权变更的 “世

界上最小的证交所”， 也是剧中女主角陈梦蕾

第一份工作所在地。 现实中， 蔚为壮观的新中

国证券市场， 就是从当时那个小小的营业部开

始的。 很多上海人记得， 那个十多平方米的地

方， 不仅营业厅里挤满了人， 室外 100 多平方

米的院子里排成队， 院子外的马路边也常常排

起长队。

恰是在这些真实与艺术的交错中， 改革精

神与故事魅力交相辉映， 观众真切体察到了改

革开放带来的获得感。

浓厚怀旧与亲切感的萦绕下 ，

革故鼎新的精神主脉与诚信铸金的
价值信条深入人心

上海籍演员、 曾经获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

主角的姚安濂在剧中饰演一位金融大亨， 他是

男主角赵海鹰的事业领路人， 更是他的人生导

师。 姚安濂向记者“剧透”：这名金融大亨对应的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他做的最了

不起的尝试， 是以私营企业的名义向国有企业

提供融资。 即便事业做大做强，他始终坚守自己

的经营底线，“诚信铸金”。 “无论到何时，有些价

值信条不能丢失。 ”这是演员的创作阐述。

另一名上海观众熟悉的演员郝平也在剧中

出演企业家。 角色叫韩要强， 是名医药器械厂

的负责人 。 郝平这样理解他的角色 ： “他深

知， 唯有变化才是生存之道。 在金融浪潮中 ，

他既需要不断解放自身保守的思想、 突破僵滞

思维方式的束缚， 也极其固执， 固执于自己的

价值观念。”

看似讲述枯燥的人生信条， 可导演并没打

算正襟危坐 “讲道理”。 为与观众建立认同感，

剧组用浓浓的怀旧与细节的精致来复刻旧时

光。 他们在松江搭建一条洋泾老街 。 第一集 ，

赵海鹰回到老街上的孙妈妈家， 观众跟从他的

视角回到童年， 打开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人家

都有的纱门式碗橱， 也跟从他的感官， 尝尝孙

妈妈烹饪的上海人家心头好———糖醋小排。

任何时代， 宏观的社会图景与微观的个体

命运总是彼此映衬、 相互影响。 通过剧中一个

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大浦东》 折射了伟大

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 观众在浓厚怀旧感和

亲切感的萦绕下， 体悟到革故鼎新的精神主脉

与诚信铸金的价值信条。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站在

历史的重要时刻， 《大浦东》 里的故事无疑是

有当下价值的。

编剧张强说： “鲜活的人物可以抒发真情

实感， 可以描活时代精神。 这里有上海的成长

史， 浦东人的创业史、 梦想史。 我们记述剧中

人的奋斗过程， 既是对新时代的赞颂， 也昭示

了只有发展与改革， 才能展现个人与时代的理

想， 才能引领人们走向未来。”

文化

以多部原创“中国故事”向共和国70华诞献礼
上海歌剧院2019演出季发布，歌剧《田汉》《天地神农》和舞剧《嫦娥奔月》将首演

翻看新鲜出炉的 2019 演出季节目册 ， 会

发现上海歌剧院呈现一片 “中国红 ” 。 歌剧

《田汉》 《天地神农》 和舞剧 《嫦娥奔月 》 等

三部原创新作首演将成为明年歌剧院的重头

戏。 “歌剧院希望通过多部讲述中国故事的原

创歌剧、 舞剧、 音乐剧， 展示提升歌剧院的整

体创作实力， 向共和国 70 华诞献礼。” 在上海

歌剧院院长许忠看来， 经过几年与国际一流艺

术家 、 团队的合作 ， 量的累积将带来质的变

化。 明年一年间， 歌剧院将完成 23 台 63 场演

出、 14 场艺术导赏及歌剧沙龙， 彰显上海歌剧

院 “多元、 新锐、 精湛” 的品牌气质。

《纳布科 》 《漂泊的荷兰人 》 《微笑王

国》 ……上海歌剧院在今年以多部与国际一流

团队联合打造的西方歌剧经典， 交出一份令人

振奋的答卷。 而在上个月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上， 一部歌剧 《晨钟》 以舞台版完整亮相 。

舞台上大大的红色 V 字布景振奋着舞台上下的

演职人员， 也让业界为其呈现出的民族歌剧崭

新气质所注目。 而这部作品也似乎敲响了新的

一年加紧创排中国原创民族歌剧的 “晨钟”。

歌剧《田汉》以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大奠基人

之一、《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者田汉为主角。 作为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 田汉是文艺作品反复

表现的伟大戏剧家。 编剧盛和煜、作曲家苏聪及

导演张曼君，都希望在表现其丰富的经历、杰出

的创作之余， 也希望通过展现其鲜明的个性与

浪漫的爱情故事，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田汉。

在日前举行的演出季发布会现场， 一曲歌

唱家张峰与宋倩的二重唱 《上天给了人们智慧

的头脑》，揭开神话题材歌剧《天地神农》神秘面

纱。 剧中，张峰与宋倩分饰神农和听訞。 故事讲

述炎帝神农“兴农耕”“尝百草”的故事，歌颂以

神农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祖先敢为人先、 勇于牺

牲的美德。 该剧由游暐之编剧，陈蔚执导。 而 76

岁的著名作曲家金复载更是首次尝试歌剧作

曲， 致力于为该剧谱写充满民族意蕴又符合歌

剧创作规律的音乐。 眼下，他正在反复打磨，这

是他对歌剧作曲“处女作”的用心。

不同于这两部“全新创作 ”，某种意义上舞

剧《嫦娥奔月》算是“翻新”。 相比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奔月》和几年前重排的 《奔月 》，2019

年全新创排的《嫦娥奔月》有着全新的主题。 上

海歌剧院副院长吴洁说：“过往我们常常探求嫦

娥奔月的原因， 这一次我们想着力呈现嫦娥在月

宫感念人间的故事。 ”编剧曹路生、编导马涛将以

现代人的视角对故事母体进行新的架构与解读，

带来不同的立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呈现。

三部新作箭在弦上， 对于过去优秀原创作

品歌剧《晨钟》和音乐剧《国之当歌》的打磨与继

续演出也提上日程。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肯

定了这种做法，“文艺院团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

不能演了就束之高阁，只有在舞台上边演边改，

才有可能诞生这一时代的精品力作。 ”这两部作

品将进行新一轮的修改打磨， 以新的面貌亮相

2019 年演出季，作为随新一轮“魅力中国红”全

国巡演的重点剧目，在各地拓展市场。

相比于原创， 大规模的海外巡演也是明年

歌剧院的一大亮点。 明年年初， 上海歌剧院交

响乐团将完成历时近 40 天、 穿越 14 个州、 途

经 22 个城市的北美巡演 。 这不仅是上海歌剧

院历时最长、 密度最高、 曲目最多的一次海外

巡演， 更是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作为独立

出访艺术团， 以纯交响音乐会的形式在海外演

出 。 此外 ， 上海歌剧院还受邀为迪拜歌剧院

2019-2020 演出季作开幕演出， 上演西方歌剧

经典之作 《图兰朵》 与中国现代舞剧 《早春二

月》。 这是上海歌剧院继爱沙尼亚之后再一次

登上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歌剧舞台， 也是

剧院首度亮相中东， 更是上海歌剧院的歌剧舞

剧作品首度在其他国家重要剧场的演出季开幕

演出中亮相，传递中国声音。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一曲唱响美好生活的欢乐颂
《大浦东》导演 王义明

我很荣幸担任电视剧 《大浦东》 的导演。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希望通过这部
剧更完美的展现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上
海的发展与规划里程。

2018 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 《大浦
东》 作为改革开放献礼作品，担任导演的我深
感责任艰巨与重大。怎样才能向全国亿万观众
展现出一个风起云涌、热情似火的大时代？ 我们
需要运用怎样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在那个时代中
男女主人公的坎坷人生，以及时代中各个阶层人
物的生活状态？ 作为导演，我翻阅大量资料去了
解这一伟大壮举，并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及其事件
背后所发生的故事，希望在作品的拍摄与人物表
现中得以运用及遵照，力争更完美的还原历史大
背景，有声有色地讲述这段历史佳话。

《大浦东》的故事以一张赠与纽约证交所
董事长范尔霖的股票为开端，观众将看到“敢
为人先”的上海在浦东开发开放后，创下了多
少“中国第一”：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第一个金融贸易区———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
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也能看到世
界经济大局投下的印记， 比如 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 在这每一个
大事件的背后，都见证了上海的飞速发展。

该剧剧情以大时代为背景，聚焦陆家嘴、浦东

洋泾老街的风云变幻，以时代中人物生活、工作、命
运周折为小切口，细细讲述故事人物在浦东的开发
开放中，勇于创新、艰苦创业的成长励志故事。

这部剧展现的是 30年间， 上海基础设施建
设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中，

上海城市面貌的变化。该剧选择金融业为主线，由
一个行业来阅读上海经济的发展、 城市产业升级
的步履。观众能透过剧中与现实呼应的背景，看上
海经济的飞速发展，看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

这部剧中，更是体现出了新时代的年轻人
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向往； 年轻人要有梦想，

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有梦想，才会有战胜困难
的信心与希望。 实现梦想，才可真正体会到生
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大浦东》这部剧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的
交响乐；也是一曲唱响美好生活的欢乐颂。 全
剧以温暖抒情色彩为基调，并贯穿始终。 在拍
摄手法上运用蒙太奇、场面调度、画面构图、光
色处理等方面来诠释每一场戏，抓住每一个发
光点。在陈设物品及规定道具上，要求干净、漂
亮，写实还原真实画面。后期结合音乐运用、音
响效果将成片推向高潮。

《大浦东》这部剧是大家精诚团结、全力以
赴， 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技术手段及艺术
“细菌”， 用力争完美的态度完成的一部作品，

是一次真正的艺术创作。

最后， 用一句话总结这部剧的创作理念：

“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只承认一流。”

任何时代， 宏观的社会图景与微观的个体命运总是彼此映衬、 相互影响。 通过剧中一个个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大浦东》 折射了伟大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 观众在浓厚怀旧感和亲切

感的萦绕下， 体悟到革故鼎新的精神主脉与诚信铸金的价值信条。

上图为 《大浦东》 海报。

右上图为 《大浦东》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