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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 ） 昨晚 ，

2020 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

展演在上海星舞台落下帷幕。 六天

时间， 137 个群文原创作品轮番登

场， 包括抗疫、 城市建设、 建党百

年等热点话题， 被群文创作者以音

乐、 舞蹈、 小品戏剧、 曲艺的形式

搬上舞台。

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

不仅是上海群文创作的风向标， 也

被看作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

奖———群星奖的预选赛。 舞台上的

作品 “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 反

映了各行各业、 不同群体的生活。

它们聚焦社会热点 、 反映时代变

迁， 捕捉百姓的烟火人生。 比如，

舞蹈 《啡尝上海》 用三杯不同的咖

啡串起上海白领忙碌而又精彩的一

天。 小品 《又见炊烟》 聚焦小摊贩

们生活的酸甜苦辣。 沪剧小戏 《海

魂》 塑造了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核潜

艇技术工程师的形象 。 苏州评话

《生死之间》 表现排爆民警的使命

担当 。 音乐剧小品 《和未来的约

定》 讲述乡村支教的女大学生的故

事。 小组唱 《当你想起我的时候》

则关注失智老人的日常生活， 呼吁

大家多一点关心和爱心。

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城市建设的

变化 ， 也在作品中得以反映 。 比

如， 舞蹈 《呼吸》 通过疫情期间发

生在小杂货店的故事、 社区志愿者

与出租房房客之间的故事等， 展现

国人的众志成城。 《花开如愿》 聚

焦崇明花博会 。 小品 《城市美容

院》 反映北外滩片区的变化。 越剧

现代小戏 《苏州河的昨天与今天》

展现苏州河改造。 舞蹈 《分类大作

战》 以叙事加拟人化的手法， 演绎

垃圾分类衍生出的创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被融入进作

品中， 令人眼前一亮。 民乐室内乐

《吴音·京韵》 将两种世界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评弹和京剧进行跨界

融合 ，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魅

力。 爵士大乐队 《印象木卡姆》 和

重奏 《家园》 将新疆的非遗木卡姆

与西洋爵士乐 “混搭” 在一起， 呈

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今年的参评参演作品中， 一批

反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党

百年” 等主题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 舞蹈 《峥嵘岁月》 歌颂老一

辈革命者， 他们在烽火岁月里为保

护人民、 守护家园作出巨大牺牲。

短篇苏州弹词 《守护者 》 讲述了

22 年十余位地下党员用生命和鲜

血接力守护党的秘密档案的故事。

表演唱 《老太太走进新时代》 以群

口说唱的形式， 展现百姓吃穿住行

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讴歌美好

小康生活。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群

文的创作也一直走在前列。” 中国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连续数年

担任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

的评委， 他特别认同上海通过新作

培养新人的模式， 尤其是这座国际

大都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这不

仅丰富了市民生活， 也有利于非遗传承保护， 将浦东宣卷、

上海独脚戏等本土曲种传承发扬下去。” 吴文科说， 此次参

评参演的曲艺作品， 表演新人水平整体上比创作强。 “业界

有一句话， 人保活， 活保人， 指的演员和底本相辅相成。”

他认为， 一个好的作品， 既要表演好， 也要本子好。 他呼吁

重视曲本、 剧本创作， 多花精力培育文本创作者。 无论是音

乐还是戏剧、 曲艺的谱词都要避免口号化、 标语化， 不管是

何种题材的创作都需要用艺术的语言呈现出来， 要有生活有

情感。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只是起点， 不是终点。” 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透露， 接下来， 他们将举办剧本研讨

会， 邀请专家把脉， 进一步孵化和提升此次参评参演作品。

“电波”这堂艺术思政课
为何让艺术家和观众都泪流满面

央视《大幕开启》聚焦上海出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本报记者 宣晶

跨越了七十载时空， 李白烈士的故事

于央视荧屏上被再次演绎，“红色电波”在

全国观众心中久久回荡。 昨晚，《大幕开启》

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 聚焦上海出品的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

这是一次特殊的“演后谈”，也是一堂鲜活

动人的思政教育课。 节目中，一个13岁孩子

向剧中牺牲的地下党“小裁缝”诉说心声：

“希望你们的精神能真正落到我们这代人

的心里，这样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

《大幕开启》用“精品剧目展演+?距离

幕后探访+沉浸式围炉访谈” 的创意组合，

彰显优秀舞台艺术的魅力。 观众与主持人

张蕾、剧情讲述人倪萍、舞剧主创、特约嘉

宾等共同回眸台前幕后的故事， 了解艺术

创作的艰辛，深刻感受“电波精神”。 在五个

小时的录制过程中， 他们沉浸在革命先烈

悲壮的故事情境里，几度潸然泪下。 著名表

演艺术家潘虹作为特邀嘉宾来到节目现

场，她已“三刷”《电波》，仍感觉无比震撼：

“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悲壮、不朽。 ”

用艺术化表达诠释革命
精神，这堂思政课有了“洗涤
灵魂”的力量

舞剧《电波》取材自“100 位为新中国成

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

一———李白， 是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

素材， 为隐蔽战线的英雄们谱写的一曲赞

歌。 《电波》“诞生”仅一年多，已经演出超过

150 场， 现场观众多达 15 万人， 还收获了

“文华大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这道“红色

电波”为何“圈粉”无数？ 《大幕开启》节目摄

制组专程来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探

访创排背后的故事，解开《电波》打动人心

的秘密。

作为 “致敬新时代” 系列节目之一 ，

《大幕开启》 突破了 “幕” 的界限， 将镜

头聚焦于幕后的故事， 挖掘创作的纵深 ，

带领观众踏入特殊的红色艺术之旅。 节目

里， 《电波》 主创团队打破实体舞台的区

域性限制， 与百余位观众坐在一起 “围炉

夜话”， 聊创作， 谈感触， 致敬共产党人

的理想与信仰。

李侠扮演者王佳俊分享了他的创作感

悟：“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胆怯、无

助， 但因为有信仰， 所以做出了不平凡的

事。 ”兰芬扮演者朱洁静回忆排演时“深深

扎到泥土里”的感受，在她眼里，看似平淡

的角色“对女性美有了新时代的答案”。 上

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则强调 ，《电波 》“爆

红” 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每一个中国

人内心的红色基因，在观看《电波》时被激

活了。 ”

如果说“围炉夜话”是剧场观众与主创

间的互动， 那么情景式剧情讲述就是对荧

屏前观众的艺术馈赠。 讲述人倪萍的深情话

语，配合演员同步还原经典场景，让所有人置

身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雨夜， 重温革命先烈

的英勇故事。细心的观众发现，60 多岁的倪萍

噙着泪花讲完了激荡人心的《电波》故事，全

程脱稿，连手卡都没有拿。 录制节目前，她曾

多次观看舞剧，吃透了每一段剧情，而后便把

文字稿件揉碎了，转化成心底里的情感语言，

再讲述给每一位观众。

本期《大幕开启》的现场观众大多是来自

同济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

对他们来说，这次体验不仅是高雅的课外“艺

术课”，更是生动的红色教育实践课。 有的观

众对主创表达由衷谢意，“每看一遍《电波》都

有触及灵魂的洗涤， 是你们让英雄们在舞台

上重生”。 有的观众则感慨：“仿佛近距离聆听

烈士对我们新一代青年无声却沉重的嘱托。

吾辈当自强！ ”有的观众则表示：“《大幕开启》

让我更真切地触及《电波》的灵魂，每一段动

情的讲述，每一个经典场景的再现，每一次对

台前幕后的发掘， 都令我更走近那段微微泛

黄但不应模糊的历史。 ”

真正走进观众心里，让年
轻人铭记作为红色基因传承
者的使命担当

《电波》 剧组对央视舞台并不陌生。 今

年 1 月 24 日， 该舞剧中的 《晨光曲 》 经改

编后登上央视春晚， 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时隔 8 个月， 《电波》 出现在 《大幕开启》

的镜头里， 演员们在经历疫情考验后重回舞

台， 表演更显成熟而踏实， 情感愈加丰沛和

细腻。

“《电波》 真正走到了观众的心里 ， 无

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 00 后的年轻人 ，

都能在舞剧中找到直抵内心深处的感动 。

《电波》 创造了中国当代舞剧的奇迹。” 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说。 著名评论家毛时

安则认为： “演员把自己的感情完全灌注到

肢体里， 让肢体拥有了思想和情感。 他们用

青春和热情让看似远离当下的题材， 变成了

具有时代光彩和艺术感染力的全新作品。”

这台舞剧探寻着团结凝聚接续奋斗的精

神密码， 在滴滴答答的 “电波” 中， 让当代

青年重温战斗岁月， 读懂革命英雄们对党的

忠贞和对信仰的坚守。 对这一切有着最深切

感受的首先是 《电波 》 所有的演职人员 。

《大幕开启》 录制中， 主创和演员们回忆艰

辛的创作经历， 多次泪流满面。 许多人把创

排过程当成特殊党课， 饰演 “七月” 的青年

演员黄菲说， 舞剧给了她更大信念感， 铭记

作为红色基因传承者的使命担当。

“又一轮演出结束了 ， 连续十几场演

出， 对于舞者而言体力和情感都到达了本我

的极限， 可是为什么， 我还想继续跳， 继续

跳， 舍不得结束？” 录制结束后， 朱洁静在

朋友圈留言， “一切都珍贵， 一切都值得，

《电波》 于我而言就是唤醒真我的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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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时代标杆的女排精神，今天依然抵达人心
《夺冠》上映三天票房1.7亿元，为国产体育类型片提供新样本，更为特殊时候的我们振奋精神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唐颖

电影《夺冠》正式上映三天，“全民电影”

的美誉已提前降临，不在于暂时1.7?元的票

房成绩，而在于一种穿透了年龄、性别、地域

的情感共同体。

虽然片尾打出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的

字样，但并不妨碍观众们调用自己的真情实

感、共同的真实记忆主动去为一部电影完成

戏里戏外的情感补全。 银幕之上，135分钟浓

缩中国女排过去30多年的风雨兼程；画面之

外，电影《夺冠》与现实也产生奇妙的情感共

振，它曾定档春节又撤离，再跟随中国电影

市场、 全国各行各业一起拥抱重启的生活、

需要振奋和鼓舞的生活。

正如导演陈可辛所言：“拍之前，我只知

道什么叫女排精神。 拍完之后，我真实感受到

了女排精神在推着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从最初没把握，到一分一分咬牙扛了下来。 ”

曾是时代标杆的女排精神，今天依然奏效。

“让真实回归真实 ”，用
感同身受陪伴观众渡过 “事
先张扬的结局”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将高分亮给了三场

比赛的镜头调度。 借用原央视著名解说员宋

世雄的话，“明明是每个人都了然于胸的历史

时刻，却能让你如第一次见证般落下热泪。 ”

回到影片的起点。 长于讲故事的陈可辛

一开始就确定了以细节讲人、以人来折射时

代的创作方法，“细节都做到极致了，氛围就

对了”。对的氛围需要对的人。电影开拍一年

前，剧组在全国范围内选角。 最初定位是专

职演员，教她们打排球，效果不佳。 陈可辛转

换思路，在全国2000多名排球运动员、体校

生中海选，历经一番试戏、筛选，定下十余人

出演1980年代鼓舞了国人的老女排队员。 同

时， 经协调， 现役国手也参与到影片中来。

“无论从外形还是行为举止， 正当打的运动

员不是演员花几个月就能速成的。 ”陈可辛

说，拍摄过程中，所谓的表演技巧也是被悬

置的，“我们更多在营造氛围、情绪，激发她

们的自然反应”。

郎平的塑造过程被一分为二，女儿白浪

出演母亲的年轻时代， 巩俐饰演教练员郎

平。 两桩镜头之外的事也都指向了“对的氛

围”。 其一关于巩俐，白浪第一次在片场见到

对方时吓了一跳，“太像我妈妈了！ ”其二发

生在白浪身上。 2019年春天，剧组在福建漳

州训练基地举行了启动仪式，那里曾是几代

女排国手训练的地方。 剧组本打算在漳州基

地内取景， 但适逢训练馆要拆改做博物馆，

创作团队便用卡车将一大批拆下的物料运

到北京， 等比例重建当年的漳州训练基地。

物料中有不少竹地板，当年，这些地板边缘

的毛刺，把包括郎平在内的老女排队员都拉

出过血来。 拍摄中，工作人员建议白浪在地

上隔层垫子，她拒绝了，“想体验一下妈妈当

年训练的感觉”。 那次拍完，她和母亲当年一

样，后背划出了口子。

经过那场戏， 做女儿的更理解母亲了，

“我能清晰感受到妈妈的动力是从哪里来”。

而导演说，“感同身受”恰是电影希望带给观

众的一层体验，让真实回归真实，才可能让

观众忽略那所谓的“事先张扬的结局”。

不唯金牌重走“夺冠”之
路， 精神上的密码恰是时代
的注脚之一

许多影迷记得，1981年的电影《沙鸥》里

有个场景： 中国队在亚运会上不敌日本队，

沙鸥痛苦不堪，返回祖国的船上，她将银牌

丢入大海。 而《夺冠》的片名之下，1981年大

阪世界杯首夺世界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

对决美国女排，2016年里约奥运会逆转战胜

巴西队———“夺冠” 之路并不完全交付给了

金牌争夺战。

“我是个怀旧的人，但也非常相信时代是

不停往前走的。 ”陈可辛坦言，他想借《夺冠》

探讨一下，在渐渐不唯金牌论的变迁里，“女

排精神”中始终不变的真正内核是什么。

影片里有一些尝试。 比如， 郎平问朱婷：

“为什么打球？ ”朱婷答：“为我爸妈。 ”郎平反

驳：“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 再想。 ”朱婷又回：

“成为你。 ”电影里，郎平对朱婷道：“那你就搞

错了。 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你们应该打出

你们自己的排球，放开了打，豁出去打。 你不用

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

“成为更好的自己”看似今天年轻人信奉

的，但换个维度看，当每个人都在精神的感召

之下成为更好的个体，整个社会的前进亦是水

到渠成的必然。 比如几代人记忆中的1980年

代，改革开放使得每个人面前都展开了无限可

能，人人都在精神至上的年代竭力拼搏，一个

国家旧貌换了新颜。 再以年轻一代运动员陈展

为例，她在《夺冠》里饰演老女排队员。 入组前，

陈展专门找来孙晋芳的传记看，觉得彼此间有

些相似之处， 都有过不被教练看好的经历，都

憋着一股劲儿要做到极致。

个体在做到极致中完成自我的提升，无数

个体拧成一股绳，便是势不可当的伟力。 从某

种角度来研判，这兴许就是《夺冠》能在此刻引

发大众共鸣的原因之一。 我们身处一个更为开

放包容、也更尊重个性的时代，我们亦身处一

个女排精神依然奏效的时代。 究其根本，是这

股精神的密码里包含人类共通的 “向上”“拼

搏”“无畏”的信念，如斯信念，恰是被疫情闯入

之后，我们时代的注脚之一。

电影《夺冠》正式上映三天，“全民电影”的美誉已提前

降临，不在于暂时1.7亿元的票房成绩，而在于一种穿透了

年龄、性别、地域的情感共同体。 图为电影剧照。

▲《大幕开启》在录制过程中，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 的主创和嘉宾沉浸在革命

先烈悲壮的故事情境里，几度潸然泪下。

（上海歌舞团供图）

荩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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