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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彦）今起，六
集系列纪录片《红色学府——20

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将于每

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走近中

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

第一所正规大学——上海大学。

今年是上海大学成立100周

年，又恰逢党的二十大即将隆重

召开，纪录片《红色学府》将以

《上青云》《入洪流》《在天涯》

三个篇章，从追求真理、革命实

践、牺牲奋斗三个层面讲述20

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往事，

体现这所红色学府传承百年的革

命精神；也引领观众从一所大学

的红色基因，读懂上海这座城市

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该纪录片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大学联

合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中心承制。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

平表示：“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大学是一个革命人才培养基地，

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化地向学生传

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高校，

曾培养出大批革命和建国的第一

流人才。研究早期上海大学的

这段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早期

党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这

部纪录片的摄制，已经突破了

传统意义上的校史内涵，体现出

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革命的一个

典型案例。”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诞生。李

大钊、陈独秀等我党的早期领导

人亲自指导筹建，瞿秋白、邓中

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

时、萧楚女等“红色教授”亲自授

课。上海大学的百年历史中，既

获得过“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

美誉；也作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

在革命事业中以“五卅时期的上

大”与“五四时期的北大”享有齐

名。有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革命先烈和杰出人才曾从上

海大学走向全国，如杨尚昆、王稼

祥、秦邦宪、关向应、李硕勋、刘

华、何秉彝、阳翰笙、杨之华等。

为再现历史，纪录片《红色学

府》立足当下、回望百年。摄制组

以历史寻访的形式，走遍全国20

多个省市，采访了50多位专家和

早期上海大学师生的后人；并通

过如今上海大学的年轻学子、校

史研究者、文艺创作者及上大校

友后代等视角，寻找与上海大学

有关的地点、人物、档案和故事。

纪录片将第一次在荧屏上披

露部分珍贵档案，比如在俄罗斯档案馆寻找到的唯一一段与

上海大学有关的黑白影像，比如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上

海大学章程》原本等。纪录片也将展现摄制组在寻访过程中

的全新发现，比如团队在何秉彝家乡找到的烈士就读上海大

学期间的家书，比如团队通过杨之华后人获得了她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党员登记表，从而考证了其入党介绍人和

入党动机等。五卅精神一直是上大师生铭记的精神之魂，

1935年上大校友林钧、周大根等人曾创作了一首《“五卅惨

案”周年纪念歌》。纪录片团队还从周大根烈士后人处拿到了

歌曲简谱和歌词，并请上海市秋萍学校（周大根纪念学校）师

生复原了这首歌曲。

在忻平看来，《红色学府》作为上海大学历史的第一部影

像志有着特殊价值，“摄制组本着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不仅

挖掘了许多新鲜史料，更有自己的新探索和新研究，大大提升

了这部纪录片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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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作为

“开幕双戏”，开启了YOUNG剧场的第一个

演出季。这座年轻的剧场前身是杨浦大剧

院，承载了当地居民的许多记忆，经过四

年的改造，舞台大幕重启。剧场所在地理

位置特殊，北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

校以及众多文创科创园区，大量年轻观众

朝气蓬勃，有新锐、前沿的审美诉求；南

望杨浦滨江，见证中国百年工业发展历程

的旧址遗存，构成了极具张力的城市戏剧

空间，接续着城市记忆的脉络。

上海剧院林立，考量一座剧场的水

准，不仅要看舞台上演的作品，也要看这

些作品以及这个演出空间自身，能多大程

度地和当地观众、和社区产生有效的情感

联结。YOUNG剧场从剧目邀约到节目策

划，考虑在地居民的精神需求：怎样让这

个特定社区里不同的观众群体获得高质量

的艺术体验，怎样吸引青年艺术家在这个

场域里积极实验，怎样鼓励更多的普通人

克服重重困难、平等地参与到艺术创作中

——最终，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成

为民生的一部分。

“高校戏剧美学”，等待被发
掘的剧场新能量

“开幕双戏”散场，有观众形容，《春

逝》是春风拂面的女性主义励志小品，《对

称性破缺》则是惟余莽莽的20世纪中国知

识分子心灵诗史。《春逝》讲述两位女性物

理研究者短暂的相处，两个孤独的开拓者

相知相惜。《对称性破缺》是一部群像式的

作品，以物理概念隐喻几代中国科学人在

乱世中的上下求索。两部作品都以文学趣

味见长，都是“话剧九人”的原创作品。

“话剧九人”最初是一群北大学生和校友共

同运作的戏剧社团，编剧兼导演朱虹璇毕

业前，和伙伴约定“连演10年”，十年

后，这个团队已经创作出《四张机》《双枰

记》《春逝》这些有辨识度的作品。

从高校社团成长而来，“话剧九人”的

作品曾被质疑过于学生气。编剧兼导演的

朱虹璇并不露怯，她相信，理想主义的、

真诚的表达始终有价值和意义。YOUNG剧

场在剧目选择和策划时，注重的也是这一

点，“高校戏剧美学”是一股等待被发掘的

剧场新能量，尤其在高校林立的杨浦，有

必要让年轻观众感受高校原创戏剧“创

作、思考、行动、探索”的力量。剧场新

开，“开箱”单元的作品，都是学院派背景

的原创大戏：《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之

后，“话剧九人”的《双枰记》也将上演，

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向阳里8号楼》，上

海戏剧学院的《邬达克》和南京大学致敬

鲁迅的《故乡》。

郭晨子编剧的《邬达克》用文献剧的

方式，刻画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求生

的漂泊者——邬达克。剧本渲染“身份”

和“界限”的荒诞性，误解、歧视和战争

无处不在，但是一系列活生生的个体超越

了身份的藩篱，获得了平等自由沟通的能

力，“身份”和“界限”消弭在人们具体的

生存细节中。剧作以多层次的抒情，描摹

邬达克的精神处境。

正如郭晨子在创作谈里写道：专业院

校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戏剧，应该是保持

探索的。“不成熟”和“学生气”都是被定

义的。和商业剧场保持着距离的高校原创

戏剧，因为独创和探索而具有珍贵的锋

芒，它们原本被视作中国话剧创作的“外

场”，而年轻的YOUNG剧场把外场当作主

场，这些看似主流之外的创作，谁说不能

慢慢创造自己的观众呢？

“凡人剧场”请回答：戏剧和
人们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YOUNG剧场尚在改造时，剧场就推出

了第一季“戏游记”，以开放的、有故事的

城市空间为舞台，打造人人参与的无边界

剧场。在两周的时间里，滨江行走剧场、

科创园区内的装置剧场和新马戏，以及素

人分享的故事剧场等，前后吸引了超过四

万人次的观众。

其中，“滨江戏剧行走剧场：在岸

边”，从黄浦码头旧址启程，途经毛麻仓

库、“上海船厂”的焊接广场、杨树浦水

厂，抵达东方渔人码头。这一路昔日的

“工业锈带”被改造成当下的“生活秀

带”，历史和未来戏剧化相遇的物理空间，

蕴藏着一方水土的文脉气息。经历一段游

戏般的戏剧行旅，观众沉浸式地进入特定

的时空，因为重建感官和空间的联结，个

体和城市之间的情分被唤起。那次“戏

游”最鲜活动人的部分，是走到渔人码头

时，一位土生土长的杨浦“爷叔”讲他小

时候在码头嬉戏的场景。

始建于1920年的东华纱厂，见证了中

国纺织机械产业的起伏，也见证了杨浦工业

文明的变迁，现在成为充满活力的长阳创

谷，在城市更新中追寻文化价值的延续。

第一期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就发生在这个

特殊的场域。观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

们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萍水相逢

的一群人被鼓励着讲述自己的故事，生活

和舞台之间看不见的第四面墙被打破了。

事实上，为了挖掘和探索在地文化，

YOUNG剧场原定的开幕戏是杨浦版《美好

的一天》，只是后来不断被疫情打乱演出计

划，这个作品最终确定将在年底作为跨年

演出。

李建军创作的第一版 《美好的一天》

2013年在北京演出，通过这个作品，他提

出“凡人剧场”的概念，让普通人成为聚

光灯下的主角——没有一个人以演员为职

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演出

中，每位参与的讲述者有一个独立频道，

观众每人配备一副耳机和一个收音机，可

以自由选择倾听任何一个频道的讲述，或

拿下耳机，倾听现场的“众声喧哗”。这个

作品不是短时间内让素人学习速成的表

演，重要的是调动每个人对自己所讲述内

容的认同感，调动他们讲述的欲望，调动

他们思考人生的动力。他们的讲述构成了

一个网络，这就是历史。参与者和旁观者

都在这样的时空网络中确认自己的价值。

杨浦版《美好的一天》招募的素人讲

述者，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21岁，他

们中有作家和画家，有ICU护士和船厂工

人，还有自媒体大V和B站up主。年龄最

小的小高是复旦大一的学生，高考赶上疫

情，考试当天他还发烧了。38岁的王护士

是2020年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在武

汉一家医院担任ICU的护士，她要分享疫

情里的故事。她一度错过这场演出，之后

演出一再延期，定档到年底，现在她“争

取上台”。李建军感到遗憾的是，两次招募

讲述者，都没有快递员。“想听快递员的故

事，但很难，他们一单接着一单，很难停

下来。”

YOUNG剧场坚持要呈现杨浦版《美好

的一天》，因为这个作品的特别在于它不断

地回答一个问题：戏剧和真实的、当代的、身

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看见一个个活生生

的人，这是任何间接经验都无法取代的。

艺术不在远方或别处，它就在近旁——戏

剧延伸为群众文化，普通人有机会成为表

演者，参与艺术活动，被现实直接触动并

激发的艺术，是真正有力量的。

YOUNG剧场从剧目邀约到节目策划，考虑在地居民的精神需求

打造没有围墙的剧场，艺术就在近旁

《披荆斩棘》第二季自初舞台的“回

忆杀”之外，“一公（即选秀里第一次公

演）”“二公”均已结束，被淘汰的哥哥大

多在人气榜上垫底，并不意外。

尽管“二公”出现了《阿嬷的话》这

样的催泪舞台，舞台也一如既往甚至越

来越复杂绚烂，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

是——《披荆斩棘》话题热度和舞台震

撼力都不及以往。作为曾被寄予厚望

的头部综艺，《披荆斩棘》亟待拿出更具

惊喜感的内容。

对此，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海

波认为，《披荆斩棘》第二季反响不及预

期并不意外。随着综艺总体创作井喷，

尤其头部节目竞争愈发激烈；而在逐步

掌握“情怀杀”这个“流量密码”后，主打

资深艺人的竞演节目层出不穷，其影响

力也相应被“摊薄”。在依靠“燃爆”舞

台带给观众视听震撼的同时，如何在

“老歌重唱”的基础上，触发大众更深层

次的情感共振与精神共鸣，值得深思。

作为音乐竞演综艺已将
舞台呈现推向极致

单就观众反馈看，《披荆斩棘》第二

季可以称得上制作精良、用心十足。

从阵容上看，集结温兆伦、苏有朋、

张震岳、吴克群、黄义达等一批拥有“出

圈”代表作的知名男艺人，足以覆盖60

后到90后各年龄段的青春回忆。尤其

是苏有朋重唱起一首小虎队的代表作

《红蜻蜓》，不仅网友留言刷屏“我的青

春回来了”，也让台上的其他男艺人流

泪哽咽，足见其作为中国初代偶像的号

召力。

而从口碑来看，其目前7.3分的网

友评分，与第一季持平，远高于完播不

久的同类型“姐姐”综艺《乘风破浪》第

三季。这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全情投

入。“一公”舞台上，出现了周杰伦《霍元

甲》、林俊杰《新地球》、莫文蔚《忽然之

间》这些传唱度很广的“一线”歌手大热

曲目，其版权费自然不菲，令网友感慨

“经费在燃烧”。

而面对这些热门单曲，艺人也在舞

台表现上绞尽脑汁。比如苏有朋在准

备《霍元甲》这首歌时就提出不少想法

丰富舞台呈现：从飞檐走壁、回旋踢的

吊威亚武打场面，到加入刺客拯救妇孺

的剧情设计，虽然没能全部实现，但最

终舞台上“火刀舞”的呈现还是让人眼

前一亮。

如果说苏有朋的用心体现在为舞

台做“加法”，那么郑钧、苏见信等摇滚、

民谣歌手这一组的用心则体现在为舞

台做“减法”。别看他们去掉了导演组

安排的所有舞美设计，甚至穿着日常着

装就登上舞台，可他们在音乐编排上下

足功夫。莫文蔚这首温柔恬静的小情

歌改出了磅礴的摇滚气势。一段郝云

演奏的苏格兰风笛堪称点睛之笔，寓意

“风笛响起时就是希望”。如此“减法”

也是“加法”——网友在弹幕刷屏“这组

只剩实力了！”

资深艺人密集频繁露脸，
大众的“情怀”不够用了！

既然节目品质一流，IP品牌效应仍

在，为何热度不及预期？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大众的审美

疲劳。《乘风破浪的姐姐》横空出世之

时，利用的正是资深艺人与偶像练习生

模式碰撞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传递

“30+也可以尽情绽放，成就更好自己”

的励志热血；而此后《披荆斩棘的哥

哥》，“怀旧”效应凸显，陈小春、张智霖、

言承旭等明星勾起观众对于TVB剧集、

台湾偶像剧的回忆。到了《乘风破浪》

第三季，王心凌“一枝独秀”，被网友戏

称“靠一首《爱你》拯救了一档节目”。

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情怀虽然是

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可反复使用，也

会产生倦怠期。可以说，大众回忆是天

然的流量热度加成，也成了创新前行的

包袱。

其实综艺主创也逐渐意识到资深

艺人的号召力不断被“消减”。于是我

们看到，尽管“浪姐”“披哥”参与的艺人

总数基本不变，但明星的重量级不断提

升。这一方面是艺人愿意主动参与到

优质节目获得更大舞台，另一方面也是

一两位艺人已不足以撬动大众关注度，

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领域、不同受众

群的艺人来充实“情怀”队伍。然而眼

下，不只综艺掌握了“情怀杀”这一流量

密码，线上演唱会、直播等均开始打资

深艺人牌。在刘海波看来，相比于演唱

会一次性消费所缔造的亿级流量神话，

综艺的播出周期更长，所需要的注意力

和关注度更大。而当情怀牌打完，又没

有新的内容及时填充，观众追看节目的

动力自然减弱了。

确实，回想“浪姐”的高光时刻，正

是那英、宁静等一批中年女演员抛开过

往成就，为呈现最好的舞台高强度训

练，从零开始学习唱跳技巧。她们奋力

拼搏、绽放自我的样子足够激励人心。

而同平台播出的小制作、低成本《快乐

再出发》之所以呈现“长尾效应”，“圈

粉”大量年轻观众，也不只是因为嘉宾

作为“07届快乐男声”的身份，而是他们

借由言谈、创作所呈现出面对事业低谷

豁达、坚韧、乐观的态度。经过人生历

练的歌手们有故事、有内涵、有精神，值

得在舞台之外，用综艺镜头更好地呈现

给大众。

《披荆斩棘》第二季制作精良、用心十足，话题热度却“差一口气”

极致绚烂舞台“燃炸”现场，然后呢？

YOUNG剧场的“戏游季”以“处处皆剧场，人人可艺术”为主题，在杨浦滨江这样的非传统表演空间，创造无边界的剧场。（剧场供图）

苏有朋组（左）、陈小春组（上）“一公”演出。
张云龙“二公”演出。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