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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9时，中共一大纪念馆

门前的一大广场上，著名作曲家吕其

明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将在

上海爱乐乐团演绎下，揭开“为伟

大建党精神奏响颂歌”主题音乐党

课的序幕。鲜红的旗帜、美妙的音

符在“党的诞生地”交融激荡，谱

写时代奋进的新篇章，汇聚成磅礴

的力量。

“七一”到来之际，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歌

剧《江姐》、京剧《奇袭白虎团》、话

剧《觉醒年代》等“上海出品”集中

亮相，飘红的票房为沪上演出市场注

入澎湃动力，而舞台上感人至深的英

雄群像，更是点燃了不同年龄段观众

火热的爱国爱党之情。

“一票难求”的口碑力作
回归初心之城

今天上午，舞剧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

开机仪式；今晚，同名舞剧还将在上

海美琪大戏院举办第500场特别纪念

演出。自 2018年首演至今，舞剧

《电波》全国巡演步履不停，口碑节

节攀升，至今保持着“一票难求”

的盛况。如今，“电波红”回归上

海，在初心之城再度上演，亦为这

部现象级舞剧开启IP长线运营的新

篇章。

谈及舞剧《电波》出圈的秘诀，

该剧主演、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

王佳俊、朱洁静表示，或许是舞剧中

每一个人物的“真实感”引发了广大

观众的共鸣。为了能够在舞台上“化

身”角色，他们曾到李白烈士故居采

风，并在表演中添加了丰满人物的细节

处理，令角色更加饱满鲜活、有血有

肉。《电波》在舞美上运用创新性的艺

术手法，这些突破传统线性结构的设

计，令有限的舞台冲破时空壁垒，给观

众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

迄今为止已在全国 31个城市演

出，巡演及线上展演共125场，观看人

数近500万人次——另一部“上海出

品”口碑力作《战上海》，经历修改打

磨后于昨今两晚第五度回归上海文化广

场。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联

合创排的这部红色主题杂技剧，再次将

观众拉回74年前，带领大家重温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地

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协助下解放上海的

英勇事迹。“从不问值不值得，只为了

心中所爱。”正如剧中主题歌中所唱的

那样，主创们以更成熟的表演、更紧凑

的剧情和更多元的视角，为先烈们延续

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与使命的诗篇。

黑暗之中，地面之上，星火闪烁。

“觉醒年代”四个字醒目地投射在锈迹

斑驳的铁板上，两面7.5米高的全机械

数控转台缓缓展开，朦胧的烟雾环绕四

周，李大钊、陈独秀在愤怒与悲怆中登

场。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舞

台剧《觉醒年代》重回上海，至7月2

日的所有演出场次全部售罄。一众青年

演员用极具张力的表演，表达了他们追

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模样。剧场里的观

众与台上百年前的青年深情“对话”，

一起热血沸腾一起热泪盈眶，英雄的精

神在申城延续与激荡。

高强度训练，塑造感人至
深的英雄形象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演绎英雄的

机会，以真心、真情，将她们的初心传

递给今天的观众。”上海歌剧院打造的

歌剧《江姐》今晚将在大宁剧院演出，

并推出文艺党课示范课。女高音歌唱

家、第六代“江姐”何晓楠表示，尽管

大大小小的版本已演过几十场，但每次

站上舞台塑造这位伟大女性，都会怀着

始终如初的崇敬之心。“除了大义凛

然、沉着冷静之外，刚柔并济地展现她

更丰富、更有人情味儿的一面，会更容

易让观众共情。”

不仅仅有勇敢坚韧的“江姐”，近

期申城舞台闪耀着一批英雄群像。为纪

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6月30

日至7月2日，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

逸夫舞台连演三场现代京剧《奇袭白虎

团》。该剧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

迹，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派遣侦察排长

战斗英雄严伟才率领“尖刀班”，在朝

鲜人民军联络员韩大年和当地群众崔大

娘、崔大嫂等人的协助下出奇制胜，捣

毁伪“白虎团”团部的故事。

据透露，《奇袭白虎团》最突出的

艺术特色，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京剧传统

表演程式和身段来表现现代战争，充分

发挥武戏中翻腾跌扑的程式，并吸收借

鉴了舞蹈的造型和技巧，展现“排除地

雷”“匍匐前进”“刺刀格斗”等军事类

动作。剧中许多身段动作难度系数和排

练危险系数都很高，比如在“插入敌

后”一场中，主演和“尖刀班”要以多

种姿势从两米的高处“下高”“云里前

扑”“云里翻”“下高三百六转体”等，

这对演员们是极大的考验。本次演出由

90后优秀青年演员赵宏运、李瞳胜担

纲主角，为了把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动

人，两人经过了50余天高强度落地排

练。“把文武双全的‘最帅排长’严伟

才等形象以京剧形式活灵活现地呈现给

观众，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传递英雄力量

的桥梁。”他们说。

“七一”到来之际，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歌剧《江姐》、
京剧《奇袭白虎团》、话剧《觉醒年代》等“上海出品”集中亮相

致敬英雄，红色剧目绽放申城舞台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 不仅让无数读者为之着

迷，亦是不少文艺创作者的终极理

想。它曾被改编成戏曲、影视剧等多

种艺术形式，如今这部文学巨著又被

搬上了芭蕾舞台。昨晚，中央芭蕾舞

团 携 历 时 三 年 打 造 的 新 剧 《红 楼

梦》亮相上海大剧院，完成了在申城

的首秀。

“ 《红楼梦》 是我一直放在心

里，却始终不敢轻易触碰的选题。”总

编导佟睿睿坦言，用芭蕾去攀登中国

古典文学高峰难度极大，一方面需要

大胆且细心的重构剧情故事，另一方

面也催生舞蹈语汇的创新突破。“我们

把中国舞的流动美与芭蕾的开绷直立

结合，尝试着用世界性的舞蹈语言展

现中国古典名著，并以‘大道至简’

的舞台美学来呈现东方哲思与神韵。”

深探原著人物的内心，
破解文学取舍难题

《红楼梦》丰厚的精神容量和哲学

内涵，使其具有永恒性的话题，让一

代代创作者渴望尝试用不同的艺术门

类去表达，然而又不知从何下手。

芭蕾舞剧《红楼梦》被看作西方

芭蕾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大胆

碰撞。有人说，单是“红楼梦”这三

个字就会把舞剧创作者压死，原著里

那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如何取

舍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舞台空间非常有限，不可能将洋

洋洒洒的文字照搬过来。我们必须浓

缩鸿篇巨制里的故事，提炼出贾府兴

衰、宝玉命运和宝黛钗宿命等背后的

精神内核。”佟睿睿说，此次与中芭确

定合作芭蕾舞剧《红楼梦》，自己的脑

海里曾经闪烁的种种想法，竟终归于

白茫茫一片，覆盖着有与无、真与

假、虚与实、色与空的无尽交织。

“这白茫茫一片很自然地成为舞剧

‘入口’，开篇就呈现了宝玉归隐途中

无尽的回望。”全剧突破常规的线性

叙事视角，通过归隐之路上的宝玉回

望人生，展开一段跌宕起伏的贾府兴

衰史。

紧接着，《红楼梦》故事在舞台上

次第展开，从木石前盟的仙凡照应，

到共读西厢的深情相望；从离经叛道

的戏谑荒唐，到怡红寿宴的最后狂

欢，勾勒出一幅幅“有情之天下”的

画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红楼

梦’，都有贾宝玉和林妹妹。入府、初

见、葬花、焚稿等饱含着最浓烈情感

的文字，创作者是无法避开的。但我

们也不能仅罗列一个个书中场景，一

旦这样表达，就成了场景再现。”佟睿

睿说，改编古典名著不能停留于“再

现”层面，而是要找到自己的“打开

方式”，深探角色人物的内心。

在芭蕾版《红楼梦》里，宝黛共

读《西厢》的剧情是在想象空间中完

成。编导的巧思让观众触摸到了舞蹈

艺术对经典文学的一种独特解读，但

也有人提出疑惑，用自由奔放的芭蕾

双人舞呈现情窦初开的含蓄美，是否

妥当？佟睿睿解释，原著中宝黛在这

一段情节中并无身体接触，但心灵却

在慢慢靠近。“舞蹈编创的难点就在

于，如何用动态肢体去呈现这一静态

场景。最终，我们决定让宝黛在想象

空间里痛快自由地谈了一场精神恋

爱。同时与前生绛珠仙草和神瑛侍

者的故事勾连，表现前生今世永远

相伴的意象。”她说：“这一定不是单

纯文学的《红楼梦》，而是芭蕾舞剧的

《红楼梦》。”

吸收借鉴古典舞、戏曲
元素，融合创新舞蹈语汇

“中国古典舞是流动中的美、过

程中的美，是那一抹回味隽永的美。

这一点与芭蕾直给的美、直立向上的

美截然不同。在创作中，我们始终在

思考着，怎么将中国审美与西方芭蕾

语汇结合，从而表达中国古典文学的

意蕴、意趣。”佟睿睿认为，芭蕾版

《红楼梦》创作的另一大难点正在于

此，但这些问题并非无解，破题关键

就是融合创新舞蹈语汇。“中国古典

舞学科建立之初，也吸收了西洋芭蕾

的一些训练方式，即吸收了芭蕾的脚

下训练又结合了上肢的中国戏曲舞蹈

元素。”

佟睿睿曾编创过《水月洛神》《点

绛唇》《碧雨幽兰》《罗敷行》 等作

品，塑造过众多古典女性形象，让观

众通过舞者的动作、深情，甚至一个

回眸，窥见中国女性的特有风韵。然

而，以芭蕾来塑造林黛玉的形象却是

全新尝试。“演员立起足尖，整个人

是挺拔向上的。但我们希望的林黛

玉形象却是飘摇的，她的身姿好比

弱柳扶风，命运又如浮萍一般，身

上始终萦绕着一种离愁。角色背后是

更大的时代特质和文化氛围，编创中

需要尽最大努力把它提炼、呈现出

来。”她说，这就要求演员经过不断磨

合去逐渐适应新的身体韵律，在一呼

一吸中形成气韵贯通，最终汇成一种

古典意蕴。

“我认为，芭蕾舞剧《红楼梦》并

不是古典作品，而是带有现当代的解

读。”在创作中，戏曲的多意性给了佟

睿睿很大启发，“简简单单的‘一桌两

椅’就可以涵盖很多意味，戏曲的空

间是延展的，具有想象力的，这或许

就是中国式意蕴审美的留白。”她表

示，每一次创作都是在“深度改变自

己”，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给人独一无

二的感动。

历时三年打造，中央芭蕾舞团携新剧《红楼梦》首秀上海

西方舞蹈语汇如何呈现中国古典文学意蕴
历经岁月沉淀的中华经典，对于丰富心灵、锤炼人格具

有重要作用，甚至蕴藏着解决当代难题的重要启示。怎么读

经典？如何读懂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公司新近出版的“中华经典通

识”丛书（第二辑）给出的探索是：将学术成果变为公共知识，

将传统经典变成国人通识。第二辑包括复旦大学教授王振

复著《〈周易〉通识》、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著《〈本草纲

目〉通识》、同济大学教授刘强著《〈世说新语〉通识》、复旦大

学副教授许蔚著《〈三国演义〉通识》和北京大学周兴陆教授

著《〈唐诗三百首〉通识》等五种，学者们从经典作品的诞生、

流传、内涵，到它对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影响，乃至当下前

沿学术成果，都以浅显的语言浓缩在一本本书中，相当于引

导读者走入课堂。“传统文化有着丰富内涵，我们力图让经典

与现代生活接榫，以经典滋养身心。”该丛书主编、复旦大学

图书馆馆长陈引驰说。

融合学术出版与大众普及，传递文化密码

记者了解到，“中华经典通识”丛书第一辑五种去年面世

后，七个月内实现三次印刷，而丛书第三辑已在谋划中。近年

来，不少高校开设了通识课程，典籍导读类图书在市场上层出

不穷。“中华经典通识”丛书有何独特之处？“这些通识作品，不

仅传授‘真知’，还传递学者对人生、对学术的思考与‘智慧’，

每一本都是有个性、有生命的。”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说。

陈引驰透露，丛书作者均为相关领域卓有建树的一线学

者，写作要求言必有据，力求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通俗易懂可读

性。第二辑精选的经典传递了很多文化信息和密码，呈现优秀

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中国人身心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周

易》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世说新语》代表中古精英的思

想世界和为人风度；《唐诗三百首》虽是清人编选，但影响很大，

唐诗也很好呈现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三国演义》代表了平民

阶层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本草纲目》包含丰富的药物学及科

学内容，代表了中国人对医学本草的认识，对身体的关注。

“真正要写好通识著作，其实比写论文更有难度。这不仅

仅是简单的框架式介绍，还得看作者是否对学问有透彻见识。”

正在撰写《〈史记〉通识》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如是感慨。

比如，易学名家王振复所著《〈周易〉通识》既介绍阅读

《周易》基本常识，又详细解析相关符号、图式及相应文辞，为

读者打开通向《周易》世界的门户。周兴陆则在《〈唐诗三百

首〉通识》中采用专题串讲形式，增强了可读性、趣味性。书

中梳理脉络跳出了唐诗的单一题材分类，而是从诗句中解析

唐代精神风貌，提炼出游侠尚武的精神、自信张扬的个性、博

大仁厚的情怀和山水自然的意趣，藉由唐诗一窥大唐气象。

理解古人也面对当下，收获智性果实

“通识，首先是通。《三国演义》浸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中，我把这部小说放在通俗文艺的整体脉络里疏通。只有通贯了解小说人物、情

节、观念的来龙去脉，才不至于轻易掉入阅读陷阱。”许蔚期待，丛书能够帮助读者

把“板结”的认知田地稍作“疏通”，以便收获智性的果实。为此，书中采用不少一般

读者不太了解的口传故事、戏曲表达与出版掌故，对不同专题的论述跳出“三国”看

《三国》。“古代经典是人性的结晶，人性是复杂的，我们阅读经典，既是面对古人，也

是面对当下。从人性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古人，也能更好地面对当下。”他说。

“写作过程中，我试图将十余年来在同济大学所教的两部经典《论语》《世说新

语》嫁接起来。《世说新语》不是单纯的小说，它应是贯通‘子’和‘史’两大部类的文

本。”刘强认为，“通识”包含三通——贯通，对文本学术发展史及内在机理、逻辑的

贯通；汇通，把相关前人研究及海内外研究加以空间上的汇通；清通，“通识”应是集

学术性、通识性、通俗性于一体的“清通简要”的文本。

王家葵说，因为相关题材的电影、邮票、文学乃至音乐作品的宣介，李时珍成为

知晓度甚高的“公众人物”，《本草纲目》书名大家耳熟能详，可真正有机会打开书本

翻阅者寥寥；即使草草看过几页，也难明究竟。“面向本草学科以外的读者写本通

识，能让大众知本草之大略；如有进阶的深度阅读或研究需要，亦可根据小书提供

的线索，迅速在原文献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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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①《战上海》第五度回归上海文化广场。图为剧照。 （上海杂技团供图）
②《江姐》今晚将在大宁剧院演出。图为剧照。 （上海歌剧院供图）
③《奇袭白虎团》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迹。图为剧照。（上海京剧院供图） 制图：冯晓瑜

芭蕾舞剧《红楼梦》被看作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大胆碰

撞。图为《红楼梦》海报。 （中央芭蕾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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