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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多
? 没 做 舞 台
剧， 这次有回
家的感觉， 原
来无法想象这
部电视剧可以
站上舞台， 我
有一种感觉 ，

这个戏可以成
为精品 。 ” 在
上海京剧院现
代京剧 《换人
间 》 首演后 ，

著名编剧刘和
平在舞台上对
演 员 们 感 慨
道。 入选 “庆
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
新创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季”，

《换人间 》 根
据刘和平作品
《北平无战事》

改编， 日前在
上音歌剧院揭
开面纱。

“几曾迷
雾遮望眼， 几
曾 前 路 茫 茫
然。 如今那喷
薄 红 日 终 出
现， 古老中华
换人间 。 ” 随
着最后一句唱
词落下， 主角
们坚定的信仰
和不畏牺牲的
精神深深感动
了 台 下 的 观
众 。 《 换 人
间》 由上海京
剧院 “六?磨
一剑 ” 打造 ，

剧 本 数 易 其
稿 ， 以 1948

?至 1949 ?
间的北平为背
景， 讲述了在
经济崩溃、 民
生凋敝的北平
城内， 中共地
下 党 员 方 孟
敖 、 谢培东 、

程小云等为了
古城的和平解
放， 为了人民
的 幸 福 与 安
宁， 舍生忘死
与敌人周旋的
故事。

“崇高就
是要这样理直气壮地表现， 整个舞台
呈现， 尤其是表现崇高的部分， 我发
现所有的观众都由衷地感动。” 看完
演出， 刘和平对记者说， “舞台版本
融入了更多新的视听元素， 从舞美、

音乐到表演， 我看了都很欣喜。 我写
原著的时候是 2014 ?， 现在是 2021

?， 今天大家的观念有了更加坚定的
认识， 就是 ‘换人间’， 我们都觉得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很幸福。”

剧中饰演 “方孟敖” 一角的傅希
如坦言携新作品亮相难免有些紧张。

在他看来， 这部剧不仅能让戏迷欣赏
到上世纪三四十?代的声腔艺术， 还
可以看到传统京剧的舞蹈美、 程式美
和夸张美 。 看过电视剧 《北平无战
事》 的观众不难发现， 剧中女性角色
“程小云” 在舞台版本中有较大的调
整 ， 她转化为剧中一位至关重要的
“潜伏者”， 成为幕后推进事件发展的
灵魂人物。 在第七段中， 编剧特地为
她写了整整 44 句的五字句唱词， 在
京剧舞台上较为罕见， 不仅对演员的
演唱提出了高要求， 也起到了烘托全
剧气氛的作用。

如何在发扬京剧传统魅力的同时
融入现代审美格局是主创们关注的
重点之一 。 据导演曹其敬介绍 ， 全
剧的 “唱 ” 遵循京剧各流派风格 ，

“念 ” 注重节奏感和韵律感 ， “做 ”

借鉴了话剧的表演方法 ， 重点展现
出人物情感获得过程 。 第四场 “车
站夺粮 ” 采取了京剧传统的开打技
巧 ； 第六场方孟敖带领飞行大队队
员雪夜寻人 ， 结合剧情氛围展示了
京剧传统身段 ； 第七场 “离别 ” 中
采用了交响乐与京胡共同伴奏的
“霸王别姬” 表演， 以传统方式传递
现代人的情感。

穿越百年沧桑巨变，展现“小人物”大情怀
2021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落幕，参赛作品数量创历史之最———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昨晚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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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个群文原
创作品轮番登场，包括建党百?、时代变
迁、社会民生等热点话题，被群文创作者

以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形式搬上舞
台。今?参赛的节目数量达历史之最，作
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反映了各行各
业、不同群体的生活。

作为沪上群文创作一?一度的 “检
阅”，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25 ?。今?正值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 以此为主题涌现
了一大批群文新作。 比如，群舞《红·引》

讲述了青?们在红色精神引领下前赴后
继寻找真理的故事。男声组合《太阳从这

里升起》以中共一大会址为题材，用男声
组合的演唱形式，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百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打击乐重奏《东
方的号角》 展现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努力拼搏、 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的昂扬精神。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

通过同龄的两个人穿越时空的碰撞，颂
扬当?为了伟大信念而牺牲的党员战
士。 沪书《觉醒者》讲述了国歌从上海传
播到全国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展演作品中有仰望的革命先烈的故

事，也有活跃在基层的党员群众的故事。

群舞《装台》将目光聚焦到一群为建党百
?演出搭建舞台的幕后装台人员身上，

他们搬举扛抬、爬上爬下，挥汗如雨地装
台，只为呈现完美的演出，展现了群文人
昂扬的精神面貌。男女声二重唱《照片里
的你》为保家卫国的戍边战士而写。戏剧
小品《昆仑山下的坚守》讲述了上海知青
远赴新疆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故事。 音
乐剧《一生心译》描绘了青?学子投身马
列主义经典译介工程的人生之路。 上海

说唱《云端砺剑》讲述当代试飞员用生命
保住数据完成技术突破的故事。

“平凡中见伟大，‘小人物’大情怀。 ”

本次展评展演的舞蹈评委、 国家一级导
演魏芙如是感叹。 她关注上海群文创作
多?， 发现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
演不仅是群文创作的风向标， 也是孵化
群文新人的重要平台， 激发了许多?轻
人的创作激情。 以舞蹈门类为例， 顾风
庆 、裘思凡 、胡蕴琪 、李晶晶等人已 “突
围”，而更多的新人王靓彧、康洁丽、周何

等也活跃在群文创作舞台。 此次展评展
演中，参与《云·海情》创作的孙滢、参与
《为你撑起一片蓝天》创作的王龙、参与
《装台》创作的沈贵泽等，他们既编且演，

形成新人新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音乐、 戏剧和曲艺等门类呈现出同
样的特色，王晓宁、俞志清、徐开麟、谈敬
德等老一辈群文创作者依然在耕耘路
上，?轻一代如王媛慧、安川、薛晓、刘晓
耕、周檬奇等已迅速跟上来，形成群文创
作新生代。 其中最耀眼的当属作曲者孙
彬彬和编剧杨迿，他们几乎??有佳作，

并曾以器乐重奏《和·鸣》、小品《亲！还在
吗》 斩获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

群星奖。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越来越多学院
派?轻人加入到群文创作中来， 群文特
色应该成为新的关注点。 群文作品要比
专业作品更接地气， 而从什么角度去反
映百姓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是?轻的创
作人员需要不断学习的。

十年风雨初心不变，辰山草坪传来新时代版《长征组歌》
“2021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周年庆典”成功演出，打造绿色、亲民的上海文化品牌

在经历风雨后的昨晚 ， 著名作曲
家吕其明管弦乐序曲 《红旗颂 》 恢弘
的声响 ， 与穿着彩色雨衣的听众 ， 交
织出爱乐之城的动人画面。 作为 2021

?上海广播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 这个
周末， “2021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
周?庆典 ”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奏响 。

无论晴雨 ， 十?来这个绿色 、 亲民的
上海文化品牌初心不变 ， ??准时赴
约的听众热情不减。

从 2018 ?至 2021 ?，热爱摄影的
市民陈玉麟每?都来音乐节，他不仅拍
下美妙的画面，也留下美好的记忆。 “这
个季节上海时常下雨，主办方应对下雨
的预案做得很好 。 听众们井然有序地
穿上雨衣聆听音乐 ， 别有一番风味 。”

演出渐入佳境，雨也慢慢停了。 记者看
到好多孩子们脸上都挂着笑容，凝神倾
听……作为大自然中的古典音乐盛会，

天气原因让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每?
多了一些“不确定 ”，而优秀艺术家 、高
素质的听众与主办方每次都能把这份
“不确定”安心化解，一起书写出这座城
市艺术与生活完美交融的新篇章。

越是风大雨急，越能
体现大家演唱时的澎湃
初心

上海音乐学院新时代版 《长征组
歌》昨天献演，除了保留《长征组歌 》首
演时的“群星版”最佳阵容，在多媒体内

容、主视觉设计、朗诵嘉宾、合唱团配置
等方面升级优化， 诗歌朗诵部分特邀曹
可凡等主持人携手 12 位来自中共一大
纪念馆和遵义、西柏坡、瑞金等纪念馆的
讲解员联合担任。 台上，上海音乐学院青
?合唱团、 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
产业发展联盟合唱团组成近 200 人阵容
的合唱团，声音嘹亮、场面恢弘。

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5周?。 音

乐会以《红旗颂》开场，雨势稍歇，新时代
版《长征组歌》开演。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
下午彩排时，植物园内还是大风大雨，廖
昌永说，“风雨侵衣骨更硬”正是《长征组
歌》中的一句歌词，体现着音乐家们的澎
湃初心。 “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舞台不分
大小，无论是室内殿堂、户外场地还是田
间地头，我们都会用心去唱。 ”

指挥家余隆前晚携上海交响乐团
以“浪漫法兰西之夜”为主题，呈现一场

户外音乐会。 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圣-?
逝世 100 周?，上交大提琴首席朱琳带
来著名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2012 ?，指挥家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
为首届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拉开序幕。

十?后，原班人马再度回归。 在这十?
里，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的组织规模及
质量不仅得到了国际来访名家名团的
肯定，还通过欧广联在海外播出 ，中国
制造、上海出品的音乐力量已成为国际

舞台上的亮丽风景。

从艺术游园到短驳车
接送，贴心服务赋能都市
品质生活

连续第十?与申城爱乐者相约的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 以演出、 出游、

文创相结合的形式丰富市民游客的精
神文化生活。 比如 “爱的照相馆·十周
?特别版 ” 活动以植物园的奇花异草
为天然背景 ， 专业摄影师为游客们拍
下合影。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作为国内售
票体量最大的户外古典音乐节，独特的
游园体验设计、有趣的衍生产品与细节
之处的精益求精 ，使这个可以 “玩上一
整天”的音乐节的影响力 ，在十?间逐
渐辐射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不少城市正
在借鉴它的举办经验。 每?五月相约辰
山植物园 ，一起 “赏花 ，品乐 ，乐享人
生”， 已成为很多市民游客心中最有仪
式感的事情之一。

就职于绿地万豪酒店工程部的陈
玉麟，现在拥有一个新身份———辰山草
地广播音乐节的现场摄影师。 2016 ?，

陈玉麟从星期广播音乐会节目得知了
这个音乐节，并开启他的初次旅程。 “我
家住在市区，一开始还担心来这儿不方
便， 可主办方提供公交短驳车接送，打
消了我的顾虑。 ”从短驳车接送到演出
结束后整洁的座位席，点滴细节高度体
现出上海的文明程度。 生活在这座人民
城市中的人民，很幸福也很安心。

《白蛇传·情》从戏曲中开拓新的“吸引力电影”
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 的排片不

多，这不意外。 近?虽陆续有戏曲经典
剧目拍成3D电影，它们的意义更多在于
对优质剧目和表演的保存。 戏曲片不复
有1940、1950?代万人空巷的号召力 ，

行业也默认有限的放映和传播度，把这
种特殊的类型片当作传承传统的容
器———戏曲片中，戏曲先于电影存在。

《白蛇传·情》是一部不太规矩的戏
曲电影。 它无法得到太多的排片是可惜
的，因为它本有可能扭转不明所以的当
代观众对戏曲电影的隔膜。 它的趣味不
在于小心翼翼地维护粤剧的“本体”，导
演很有勇气地卸下包袱，用视听思路重
组粤剧的音乐 、 演唱和身段表演的元
素，以粤剧为原料制造视听奇观 ，靠着
有限的预算，因陋就简却很有活力地开
拓出一种别样的“吸引力电影”。

重返经典文本，延续
田汉当年对京剧文本的
改良

《白蛇传·情》没有按照叙事电影常
规的三幕剧格局安排情节，而是遵循中
国传统戏剧的回目结构，《游湖》《端阳》

《盗草》《水斗》《断桥》和尾声，基本是精
华折子串演的形式。 它不“新”，没有哪
个角色遭遇颠覆式的呈现 ； 但它不
“旧”，并不雷同于明话本 《白娘子永镇
雷峰塔》或清传奇《雷峰塔》。 影片的高
光时刻是许仙感悟到“人若无情不如妖，

妖有真情胜于人”， 这个精神内核显然
不同于《警世通言 》里那个带着厌女和
妖邪色彩、 富有浓厚规训味道的故事。

这句感人至深的“真情纯爱”口号，无关
传统戏，来自于田汉改编的《白蛇传》。

这部电影剧作和田汉编剧的京剧
《白蛇传》相似 ，是可理解的 ，毕竟1955

?定稿的“田汉本 ”后来成为了很多地
方戏的蓝本。 这个版本的意趣在于“亦
旧亦新”，既不颠覆 ，也不泥古 ，对传统
文本进行艺术提纯，而非改头换面的改
写。 很多时候，“旧”故事里是流动着保
守甚或残酷的观念 ，但是 ，彻底抛弃传

统文本的多义结构 ，天马行空的 “故事
新编”也未必自洽。 围绕着“白娘子”的
各种演绎，小说《青蛇》否定爱情 ，否定
许仙，这种写法本质上把白娘子也否定
了；动画电影《白蛇：缘起 》掐灭了许仙
性格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懦弱，他自始至
终没有动摇过，这就丧失了悲剧的合理
性。 《白蛇传·情》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
田汉当?对京剧文本的改良，白娘子和
许仙都被“纯化”，白娘子不是缠人的妖
女，许仙不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 ，两个
善良的个体之间缔结了真情，这是对“人
情”“人性”和“人”的再发现，浪漫主义的
诗取代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警世”寓言。

电影和戏曲之间“实”
和“虚”的顽固矛盾一步步
在淡化

“白蛇传 ”的故事被默认发生在南
宋的临安（杭州），《白蛇传·情 》把这个
时空背景淡化、架空了。 白娘子和许仙
湖边初遇，春色微雨，山水空蒙，这可以
是三月的西湖，也可以是任何一片毓秀
的湖景。 许仙没有姐姐和姐夫，他成了
天地之间的孤儿。 ?轻书生和精怪女子
的一见钟情， 这故事本来就够奇幻，电
影的处理是进一步的“去人间化”。 完全
略过许仙婚前的生活，婚后他和妻子住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观众没有机会看到
他们和世俗生活的交集，除了小青在端
午节当天悄悄抱怨“街上有太多艾叶和
雄黄酒”。 小青盗库银和白娘子协助许
仙开药店的段落被略去，这控制了电影
的时长，让情节凝练集中，但进一步，这
种安排非常彻底地切割了主角和外部
世界的交集，消除闲杂人等，白娘子、许
仙、小青、法海成了被约束在结界里的
人，被抽离于世俗。 日常的情境不复存
在，现实退场了。

这电影的影像构成也是架空的。 湖
光山色似实还虚，山水实景画面做了水
墨化的特效，亭台轩窗的内景是工笔化
的，物质世界的质感消退 ，视觉表达的
体系和叙事背景一起被架空。 这和舞台
上的虚景片子又不一样，舞台的“虚”是
基于无实物的写意，而电影是以写实为

前提的架空。 粤剧的唱做和实景虚做的
背景结合成自洽的整体，戏曲的假定性
表演并不显得突兀。 于是，电影和戏曲
之间顽固的“实”和“虚”的矛盾淡化了。

长久以来，戏曲电影的“棘手”在于
戏曲和电影是两个宇宙，电影追求物理
层面再造世界，是“实在”的 ，戏曲表演
的底色是假定性和虚拟性。 中国戏曲电
影的悠久传统是用活动的影像记录戏
曲演出，1905?， 一架摄影机拍摄谭鑫
培在一块白布前表演《定军山》，这部中
国最早的电影，“电影”是配角 ，是容纳
谭鑫培表演的容器。 1948?，费穆和梅
兰芳合作《生死恨 》，很慎重地采取 “拍
摄舞台演出”的策略 ，可以看作是领先
欧洲60?的现场演出live录制， 镜头左
右平移的运动方式、 演员的出画入画、

剪辑点的安排，严丝合缝地循着演员的
表演路径，影片的视角是想象 “坐在观
众席最理想的位置看梅兰芳的表演 ”。

1949?以后的17?间，中国戏曲电影迎
来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 戏和影之间，

始终戏比影大。 在 《梁山伯与祝英台》

《天仙配》《十五贯》这些电影里，摄影机
严格跟着唱腔走，景别怎么办？ 近景镜
头里， 演员近旁的桌椅器物是写实的，

镜头拉远，中景往后 ，仍是舞台风的手
绘背景画。 电影面对戏曲，试图向故事
片倾斜，又维持克制 ，戏曲电影默认的
铁律是视听服从表演的韵致。

到了郑大圣导演《廉吏于成龙》时，

他不甘心影像止于戏曲的文献记录，想
更多发挥电影的特性，为影像表述争取
自由度。 最终的策略是拍摄“扮演的过
程”：拍摄摄影棚，拍摄演员进入假定的
空间 ，借着不断的 “穿帮 ”，对 “影 ”和
“戏”阐发思考。 这是严肃的艺术电影的
思路。

以粤剧表演创造“吸
引力电影”的奇观

《白蛇传·情 》的大胆尝试在于 ，它
不用电影的“实”迁就戏曲的“虚”，也不
用电影的“实”探究戏曲的“虚”，而是淡
化“虚”“实”的落差，以粤剧的表演创造
“吸引力电影”的奇观，呈现出更容易有

观众缘的歌舞片风貌。

如果说1960?的 《游园惊梦 》制造
的观感是在弥补观众无法在剧场里看
到梅兰芳表演的遗憾，《白蛇传·情 》很
有勇气地改变思路，即便延用折子戏串
演的结构，但电影的视听和剧场观看是
截然两种感受。 比如游湖情定的段落，

生旦对唱传递着绮丽旖旎的爱情意象，

演员细腻的演唱和默契的身段配合，用
舞台修辞和技艺传递爱的氛围，让观众
“意会”激烈的心理感受。 电影里，导演
并没有很依赖“表演”，也没有严格地按
照音乐和锣鼓点来安排剪辑点，反而是
引入情感浓烈的视线剪辑，生旦在片刻
间忘记他们所在的情境而进入意乱神

迷的画面，用纯粹视听的方式把需要观
众“意会”的内容很直观地呈现了。 这种
处理方式似乎也没有破坏粤剧的表演，

流畅的转场烘托得戏曲的身体表演赏
心悦目， 成就了很有韵致的视听表达，

这是电影的趣味。

《白蛇传·情》是部留了颇多遗憾的
电影，比如剧作没有停留在《断桥》的开
放性时刻，牵强地用“天道镇压白娘子”

完成仓促的戏剧闭环；有限的预算让若
干段落的完成度显得力不从心。无论电影
或戏曲层面，它都不是一部很有艺术野
心的作品，但恰恰是它的通俗和欢娱的
可看性，让人看到电影也许仍可能把已不
是流行文化的戏曲带回更多人的视野。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柳青

“2021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周年庆典” 上， 上海音乐学院演绎新时代版 《长征组歌》。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