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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那群可亲的人走进了阳光里的新世界
红色传奇剧《新世界》收官，“充分”成了它最大亮点

金海没死， 这是 《新世界》 尾声的

一处反转。

金海 “死” 了， 再度出现在观众视

线里的他， 发型朴实、 布衣朴素， 那个

手上沾血、 黑衣大氅的体面人 “金爷”

倒在了光怪陆离的旧世界。 改头换面的

他， 从此是新世界里人民的一员。

昨晚 ， 红色传奇剧 《新世界 》 收

官。 创作者把发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

22 天的故事洋洋洒洒铺在 70 集中 ，

“充分” 成了该剧最大的亮点， 也是最

大的争议。 因为对人、 物、 事不吝笔墨

的描述， 70 余年前北平城的风物长卷、

新旧秩序交替下的世道人心图， 徐徐展

开 。 也是因为编剧兼导演徐兵对 “细

节 ” 太过偏爱 ， 寻不完的 “小红袄 ”、

原地打转的情节， 使得该剧的网络评分

一度高开低走。

不过， 随着落幕时分的反转， 一些

评论也开始反弹： 剧中坚持的细节与意

象里， 其实烛照着人心。 而观众们也为

阳光里的结局释然———徐天在春光明媚

的天气里等到了田丹， 刀美兰、 大缨子

与金海从南方回到北京重启生活———终

于， 那群可亲的人走进了晨光熹微的新

世界， 也必然会走到满是理想曙光的新

世界。

在大历史的边缘 ，观
众瞧见了一个个有血有肉
的人

故事梗概一句话就能说清 ， 1949

年初， 北平解放前 22 天， 金海、 铁林、

徐天拜把子三兄弟在大历史迭代时走向

各自不同的命运。 可 70 集过后， 与其

说剧集描绘了 22 天里的改天换地， 不

如看成， 导演兼编剧徐兵在大历史的边

缘， 仔仔细细描摹出一群小人物， 而演

员让他们活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金海是京师第一监狱的狱长 ，“大

哥”级别的人物，是孙红雷的舒适区，可

金海这个“大哥”却不止于固有概念里的

狠角色。 他曾经的信条，为兄弟平事，是

大哥所为；不怂、不退、不急、不乱，是大

哥做派。他信奉关二爷的道义，身上带着

老北京的局气。 兄弟徐天招惹了地面上

人物灯罩、小耳朵，招来杀身之祸，金海

挺身而出， 山崩地裂脸色不变， 保住兄

弟，稳住了局面。他暗中杀死了想置徐天

于死地的恶棍， 却差点被其误解为杀死

贾小朵的凶手，情急之下，他也不急不

躁，不急于解释。三兄弟积攒的金条被

柳如丝侵吞了， 金海出面依然进退有

据。 直到万茜饰演的共产党员田丹出

现， 渐渐光芒四射， 金海便收拢了局

气、豪横，有意无意退出定海神针的位

置。他最后一场主动的戏，是把自己的

金条分给狱警， 再逞一次威严。 再往

后，他只剩一点勇力，“南城金爷”留在

了风中。

二哥铁林的走向相反。他出场时，

没事业、没胆量，也没男人的雄风。 原

本打拼半生凑了八根金条， 准备在破城

前逃亡南方。 一场火车站绞杀改变了他

的运程。他抱上了特派员冯青波的大腿，

几次折辱，几番鬼门关前脱身后，这个一

直有尊严焦虑的男人，突然挺直腰板。小

人得志，他不再信奉兄弟情义，从彻头彻

尾的孬种摇身变成狠人。

诠释这两个重要角色， 孙红雷克制

住 “大哥” 的惯性， 收敛了狠厉， 贡献

了好的表演。 张鲁一把握住了忽软忽硬

的调性 ， 诠释出苟且偷生的小人物嘴

脸， 同样出色。 除此之外， 背景通天又

视人命如草芥的柳如丝， 在毙命时依旧

对爱执迷不悔， 李纯演出了旧世界女子

的泣血一生； 冯青波眼见自己捍卫的大

厦千疮百孔 ， 赵峥找到了一个国民党

“死士” 的悲情命运。 而刀姨、 大缨子、

关宝慧 ， 大栅栏的女人们各有各的鲜

活， 华子、 二勇、 燕三以及祥子为代表

的苦力兄弟， 各有各的烟火气， 也都是

剧本和表演的双重成就。

徐兵说， 他不想直接描写大历史的

进程， 而是要在历史的边缘， 写一群小

人物的生存谱。 “都知道要变天了， 但

天怎么变谁也不清楚 。 面对巨大的变

化， 有些人漠然， 有些人恐惧， 有些人

烦躁， 有些人是充满希望的。 透过有血

有肉的小人物， 观众才会知道， 历史是

怎样被选择的。”

诗意的镜头里， 红色
题材被注入了创新的表达

围绕 《新世界》， 有着不小的争议：

70 集讲述 22 天的故事 ， 是否太过漫

长？ 徐天找了 70 集的 “小红袄” 是否

太过重复？

徐兵有他的坚持， 他希望剧集能把

观众带到历史的氛围中， 带到老北京人

口耳相传的四九城。 为了营造氛围， 剧

组在场景搭建上颇费工夫。 没有成建制

的老北京外景可供使用， 剧方就真材实

料搭了一座微型的北平城。 红墙黛瓦，

寻常巷陌。 发生枪战的街道上跑得开汽

车 ， 隔墙有耳的院子之间画得出地形

图。 也是为了营造氛围， 徐兵用了漫长

的空镜头来拍天空、 拍浮云、 拍草丛，

还不止一次呈现如是闲笔： 一头骆驼穿

街过市， 驼铃声声， 给这个被战争阴云

笼罩的城市增添几分闲适， 给命运无常

的剧中人增添几分不详。

可以说， 诗性， 是 《新世界》 独有

的镜头语言。 甚至， 诗性还开拓了该剧

在红色题材上的表达方式。

相比北平胡同里那些烟火尘世中

人， 共产党员田丹是个身披光环的理想

型人物。 她的原型不是某个共产党员，

而更像是一批女性共产党人的集成。 因

此， 徐兵在她身上灌注了所有关于信仰

与爱的美好意象， 这个被诗化的角色，

其实更像是新世界投射出的一缕光。

这缕光芒照射到老北平之前， 旧社

会藏污纳垢。 沈世昌代表的权力阶层眼

里从没有民间的疾苦， 他们是明面上主

张和谈、 背地里从中作梗的反动派。 他

们纸醉金迷， 沉迷权谋， 制造了社会的

无序混乱， 让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的世

道下， 像徐天这样一腔热血的青年迫切

期待新世界的光照进现实。

田丹的到来， 在徐天的小天地里，

就是第一缕光。 她以机敏帮徐天找杀死

贾小朵的 “小红袄”， 以见识影响徐允

诺和刀美兰的决定， 又以胆魄修正金海

的价值观。 田丹以及她所象征的那个新

世界， 启蒙了旧世界里的老百姓， 让他

们逐渐有了担使命的自觉和行动的自

觉。 最终， 北平在老百姓的反抗和斗争

中换了人间： 作恶多端的人都留在了旧

世界， 真正的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的新

世界。

文化

“云
课
堂
”让
高
雅
艺
术
抵
达
更
广
阔
人
群

多
家
剧
场
剧
团
开
设
线
上
艺
术
课
堂
，提
供
多
领
域
全
渠
道
的
优
质
内
容

上海疫情防控稳步推进， 上海各大剧场剧团在相继

取消三月演出的同时， 多个公共教育长效品牌纷纷上

线， 代替精彩演出与观众在云端互通有无。 沪上剧团剧

场在这一非常时期携手并进， 选择在云端实现资源共

享， 让精品课程在各自积累的观众群、 粉丝群中交叉露

出， 为传播效果加成， 让好课在线上 “游起来”。 而在

传播渠道上， 则覆盖微信、 微博、 抖音、 B 站等时下最

主流的社交平台。

记者注意到， 这些 “云课堂” 的课程绝大多数来自

于知名艺术家和资深学者， 内容经过悉心准备， 涵盖古

典音乐、 芭蕾、 歌剧、 戏曲、 民俗等各个领域， 可谓翔

实专业。 不过， 鉴于过去剧场剧团的属性， 目前主要服

务于既有受众群， 要抵达更广阔人群还有待进一步的拓

展传播。 可以说， 疫情之于演出行业是危机也是挑战，

增强高雅艺术在普通大众之中的 “能见度 ” 和 “到达

率”， 也是为日后剧场重新开门迎客预热 “导流”。

盘活长效品牌资源 ， 让金牌讲师与
观众久别重逢

作为国内首创以剧院为平台的公众艺术教育品牌，

持续 15 年的 “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 筹备多日后， 在

微信公众号以 “在线一刻” 的名字与观众久别重逢。

据负责人介绍， 此次线上课程是从过去五年来的

100 多次艺术课堂剪辑而来。 每期音频时长在 20 分钟

左右。 与此同时， 配合课程所提到的绘画、 音频资料进

行综合推送。 首期内容来自剧院 “金牌讲师” 韩斌讲授

的 《解读音乐史上最知名的百幅图像》。 课程与以往古

典音乐普及所不同的是， 不从单纯的音乐赏析入手， 而

是以绘画为索引， 串起贝多芬、 琉特琴等古典音乐关键

词， 以全新视角走进音乐史。 课程轻松有趣， 获得不少

剧院粉丝的好评。

与时下最流行的短视频模式有所不同， 大剧院选择

以音频配合图文的方式推送， 走上一条差异化道路。 一

来， 此次推送内容以既有讲座资料整理而来； 二来与其

课程内容相适应， 讲师所涉及的古典音乐音频图片， 也

在推送中一并奉上， 方便读者在聆听讲述时同步浏览。

据了解， 大剧院将不断丰富其线上内容。 在推出韩斌、

吴洁、 王勇的 《声色古典》 《音乐的色彩》 《古典芭蕾

的缤纷世界》 《王博士的音乐名城之旅》 等系列课程

后， 还将开发 “对话大师” “艺见” 等音视频栏目， 让

观众们了解艺术大师们的成名故事， 乃至文化产业运营

的经典案例。

而上海音乐厅此前已经同步线上直播的 “知音 30

分” 品牌导赏项目， 也为 “宅家” 的爱乐者回味过去精

彩演出， 或是亲近古典音乐提供多一个选择。

增强互动趣味性，提升精品内容“抵达率”

除了盘活既有公共教育品牌项目， 不少剧团还全新

策划了艺术赏析课程， 这些内容一改高雅艺术在不少人

心里的 “高冷” 形象， 通过趣味视频、 游戏， 让受众在

互动中亲近艺术。

比如上海歌剧院就推出了 “陪你艺起宅” 的线上艺

术赏析系列。 系列根据剧团下设合唱团、 交响乐团和舞

蹈团的资源优势， 分出 “我最爱的咏叹调” “我最爱的

乐器” “我最爱的一支舞” 三个板块。 明星演员乐手借

此边讲边演， 分享自己的心头好。 值得一提的是， 剧院

没有满足于高雅艺术样式的科普， 还在昨天特别推出一首改编自流行歌曲的防

疫 《健康歌》， 在逐步复工的当下， 以轻松有趣的翻唱， 号召大家工作防疫两

不误。

面向亲子家庭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 将原本因疫情耽搁的公共艺术教育全

新品牌“小鲸鱼”率先在云端上线。 首期内容邀请到剧场专属大鲸鱼乐团的指挥

兼艺术总监、美国艺术家怀斯博士，分享了一则“作曲家速成秘籍”。视频中，艺术

家邀请小朋友制作音符卡片，通过排列组合在演奏乐器中自由创作。为适应孩子

们的阅读体验习惯，剧场工作人员还特别制作了相关主题的插画，让游戏内容一

目了然，也让“小鲸鱼”的品牌形象通过卡通吉祥物更加深入人心。

一笔一画勾勒抗疫现场点滴真情
一本记录抗击疫情的连环画即将问世

2020 年的冬天，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上

海一批连环画家从大年夜开始，将投

身于抗击疫情的医生、 快递小哥、民

警、社区工作者、农民、司机等平凡岗

位上工作者的故事用画笔记录下来。

由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和上海城市

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共同策划、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书

《万众一心抗击疫情》（暂定名） 即将

于三月初问世。

各行各业的感人故事，

汇成涓涓细流

从土耳其得知疫情后买了大量

口罩回国支援而不肯留名的人、驱车

40 多公里给外地来武汉支援的医疗

队免费送上新鲜蔬菜的农民、疑似感

染的医生在车外跑着给前来送物资

的卡车师傅引路、宁可赔钱也要给医

务人员送上 1000 份盒饭的店主……

《万众一心抗击疫情》选取了叶雄、桑

麟康、杨宏富等十多位连环画作家创

作的作品， 从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勾

勒出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 、 上

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表示 ， 这本书旨在记录疫情之下的

“最美逆行者 ”， 号召艺术家为最美

人物塑像 。 一批批工人赶往武汉建

设火神山医院 ， 其中一位全程参与

该工程的工人在竣工的那一刻 ， 顶

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 将手里攥着的

工钱都捐给了武汉用于抗击疫情 ，

“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工， 在外面工

地辛苦了一年 ， 好不容易熬到了回

家过年 ， 和家人团圆几天 ， 但是大

年三十 ， 他们接到任务 ， 放下筷子

就来到灾区建医院了 ”， 连环画家 、

上海美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叶雄的作品

《心意》 配上了感人的文字。

叶雄告诉记者，疫情爆发后，一篇篇

赴武汉救灾的新闻报道给了他很大的触

动， 他思考着如何用艺术的形式来记录

这些报道。 在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的策

划下，他发动了沪上多位连环画画家，建

了微信群进行创作讨论。

传统连环画唤起人们心
中最柔软的一面

“连环画是伴随着老一辈人成长的

文化载体。 很多知名的海派艺术家，如程

十发、陈逸飞等，都曾经创作过大量的连

环画”，《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责任编辑

吴余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是连环画

创作的巅峰， 本次甄选的十多位连环画

作者大多数已过古稀之年， 绘画功底深

厚。 吴余表示，疫情爆发后，人性的关辉

无处不在闪现，这本书“每个故事都是从

小处切入，没有长篇大论，是从爱、人性、

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面去书写”。

“连环画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表现

形式”，连环画家奚文渊创作的两组作品

《上海大年夜》和《等你们胜利回家》都被

收录到这本书中。 《上海大年夜》聚焦今

年大年三十那一天四个时间点的故

事———15:13， 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

件一级响应；19:14， 上海首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患者治愈出院；19:40， 东航半

小时内紧急协调一架飞机紧急运送上

海第一批驰援武汉的 136 名医务人员 ；

21:00， 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分别来到虹

桥火车站 T2 航站楼。 “大年三十那天，我

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听到了上海医务人员

出征的新闻，非常感动”，奚文渊告诉记

者， 他选取了新闻事件中的四个时间节

点，仔细对照了新闻，尽可能还原出当时

的情形。

记者了解到，《万众一心抗击疫情 》

的电子版预计 3 月初可以上线， 纸质版

将于春暖花开时与读者见面。

为全国近4000万大学生送上“心口罩”

全国首本大学生抗疫心理指南电子书免费上线

本报讯 （记者许旸）全国首本大学

生抗疫心理指南电子书《大学生抗疫心

理情境应对指南》昨起在多个平台同步

上线免费阅读，囊括25种常见情境与应

对妙招， 为全国近4000万大学生送上

“心口罩”。

“疫情会不会影响论文答辩和毕

业？ ”“每天刷朋友圈停不下来，日夜颠

倒， 长痘痘还脱发”“没症状时恐慌，一

天能洗3次澡20次手， 感觉空气中充满

了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就业形式因疫

情愈发严峻，出路在哪”……针对大学

生群体尤其关注的身心防护话题，上海

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组织编写的

《大学生抗疫心理情境应对指南》，在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

的指导下，由经验丰富的高校心理咨询

师联合撰写，分知识准备、应激情境、调

节方法等三部分， 指导大学生运用认知

调节、行为训练、身心放松等方法进行身

心调节，从而实现正向思考、科学认知、

灵活应对。

“你的焦虑是现阶段大部分人都有

的，但一切都应该以生命和健康为重，这

是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在理解和支持

国家政策的基础上， 如何来缓解自己的

担心和焦虑呢？ ”书中给出了建议，包括

活在当下， 觉察当下情绪状态， 规律作

息，过好每一天。如由于每个毕业生都会

面临同样的情境， 学校会调整时间和政

策来满足毕业生需求。

“这本指南上列出的25个问题，正是

学者根据不同生活情境产生的不同心理

状况交叉编制而成，每位大学生一翻目录

就能精准找到自己所需。”该书主编、江苏

省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蔡智勇谈到，在当前疫情下，大

学生应利用所学的心理学、 医学等相关

知识和技能， 实现对自我身心状态的调

适，保持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同时也

应发挥引领作用， 帮助更多亲人和朋友

科学认识疫情、稳定情绪、做好防护。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图①连环画 《等你们胜利回

家》中的一幅。

图②连环画《心意》中的一幅。

右图：《大学生抗疫心理情境

应对指南》书封。

（均出版社供图）

①

②

荨电视剧 《新世界》 描

绘了在大历史的边缘， 一个

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

▲万茜饰演的共产党员

田丹是信仰和美好的化身。

均电视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