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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玉兰绽香”演出季昨天

在北京正式宣布启动。根据同名电

视连续剧改编的舞台剧《觉醒年代》

将率先于明天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其后包括《英雄儿女》《骆驼祥子》在

内的八部作品将陆续亮相北京。

“《觉醒年代》北京首演场好几

天前就已售罄。”上话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上海话剧在北京很有观众

缘”。此次登台京城的八部作品有

大型原创话剧、经典翻译作品，也包

括前沿小剧场话剧等不同形式的戏

剧作品，力图让北京观众感受到海

派话剧的独特风格。其中，展现家

国情怀的《觉醒年代》和致敬抗美援

朝峥嵘岁月的《英雄儿女》将陆续登

陆国家大剧院，之后，《骆驼祥子》与

五部欧美编译剧目《钉耙骑士》《12

個人》《天窗》《无人生还》《死亡陷

阱》将在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喜剧

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

“一票难求”的《觉醒年代》刚结

束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巡演，走过杭

州、苏州、合肥、南京、西安多地，所

到之处也收获好评如潮。这部舞台

剧着眼于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

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

产党机关刊物这一时段的宏大背

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中国近现代

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艺术再

现了一百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

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如

歌岁月。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

周年，话剧《英雄儿女》将爱国主

义、英雄主义和人伦情感巧妙地糅

合在一起。相较原著小说与电影，

话剧侧重展示人物的情感，演员大

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和当时

参加抗美援朝的大批军人同龄，他

们经由党课、军训、京韵大鼓、

朝鲜族长鼓舞等训练将记忆深处

的英雄形象重新唤醒，并将之立

于舞台。

“玉兰绽香”演出季是上话走出

上海，面向全国的品牌性演出季，上

话曾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

分别在京推出“玉兰绽香”演出季，

备受北京戏剧界和观众关注，收获

热烈反响。“这八部诚意之作都是从

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是从百姓

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是从世界文坛

中萃取出来的，它们凝聚着上海城

市的精气神，也是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的重要力量。”上海广播电视

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军表示，“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将继续把提升原创

力摆在突出位置，把创造创新精神

贯穿话剧创作全过程，通过‘出人、

出戏、出精品’，更好地担负起新时

代的文化使命。”

上海话剧进京学习、演出交流

历史悠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前

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

剧团曾多次携剧目进京演出。早在

1956年3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

《初开的花朵》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

话剧观摩演出，分别在北京天桥剧

场等剧场轮流演出，历时近一个

月。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上海

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激流勇进》《陈

毅市长》赴京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

观看了演出。2004年，应国家文化

部艺术司邀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携带《正红旗下》《长恨歌》《艺术》

《蝴蝶是自由的》四个剧目在北京演

出17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玉兰绽香”演出季在北京拉开大幕

《觉醒年代》《英雄儿女》登陆国家大剧院

绵延千年的敦煌莫高窟积累了丰

沃的壁画彩塑资源，堪称一座博大精深

的音乐舞蹈博物馆。由编导赵小刚编

排的舞蹈诗剧《莲花》下个月将亮相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

略婆娑舞姿，寻觅“莲花”足印叠迹。

敦煌是舞蹈创作的灵感源泉。上

世纪初，梅兰芳在《天女散花》中首次创

造出敦煌壁画舞乐的戏曲舞蹈桥段；

1954年，戴爱莲编创出的双人舞《飞

天》成为敦煌舞的发展源头；20世纪70

年代末，舞剧《丝路花雨》的出现成为传

承敦煌艺术的典范……沉睡千年的敦

煌舞蹈掸去灰尘，款步走上舞台。

《莲花》延续了敦煌舞剧的创作思

路，用肢体语言建构传统文化遗韵，讲

述敦煌彩塑师“乐僔”历经万苦创作莲

花泥塑的故事。全剧分为“塑”“行”

“别”三个章节，展现主人公对真善美的

不懈追求。作为舞剧核心意象，“莲花”

以其高贵、圣洁的品格贯穿始终。古典

舞作为积淀着传统文化意蕴的动作形

态，更能在当代题材的表现中强化民族

意蕴和民族精神。

“从11岁开始学习敦煌舞蹈，20几

年来我似乎从没真正离开过。先祖留

下的遗产或许已经化作一根筋骨，长在

了我的躯体深处。”赵小刚从小师承艺

术家高金荣学习敦煌舞蹈表演。他谙

熟“敦煌舞蹈”，但不炫耀“敦煌舞蹈”。

《莲花》提炼与调动敦煌文化元素，颂扬

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打开

了既有古典意蕴又有属于当代审美表

达的敦煌世界。通过现代的艺术表现

手法，该剧让沉睡了数千年的敦煌艺术

焕发时代感，在中国独特审美的范畴

下，探索意象表达相融的路径，丰富舞

蹈语汇的创新可行性。

在《莲花》中，赵小刚无论是在动

作、结构都有自己的风格与表达。剧中

的优美舞姿从大量敦煌壁画及彩塑提

炼而出，并在敦煌舞蹈个性化的动作姿

态里融入了现代舞元素，编创了牙泉

舞、蓝莲花舞、石莲舞等颇具观赏性的

舞段。月牙泉依偎在鸣沙山的怀抱，

梵天丽影中星云流转……由灯光、音

乐、道具等舞美元素共同营造出“大漠

涌清泉”的艺术氛围，通过巧妙的时空

设定，将观众拉入回味悠长的意境中。由此，《莲花》展

现了一条舞蹈创作的可行路径，即舞蹈的“现代性”并不

执着于肢体语汇的创新出奇，而在于人生信念的高瞻

远瞩。

“闲舞人剧场”成立于2009年，曾推出“肥唐瘦宋”

“莲花”“西游”“生命之舞”等系列舞蹈剧场。这些作品不

仅汇聚了业内顶尖舞蹈家，也为新生代年轻舞者提供了

舞台实践机会。作为“闲舞人剧场”经典舞剧，《莲花》的

表演阵容拥有国内多家院团首席舞者、“桃李杯”“荷花

奖”获得者，以及热门综艺《舞蹈风暴》的人气选手。李

响、胡阳、邵俊婷、汪子涵、李艳超等都曾站上《莲花》的舞

台。此次《莲花》上海站演出将带来两组卡司阵容，由黄

琛迪、王艺涵、徐立昂、黄路霏领衔主演。沈徐斌、孙秋

月、朱磊、石仁琦、徐之惠等国内顶尖舞者将分别饰演“飞

天羽人”“妙音天女”“并蒂莲”等敦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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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可能取代人工从事脑力工作，“移

民火星计划”如火如荼，基因“改写”治疗遗传

性疾病……科学的高速发展带人类来到未曾

幻想过的未来。共同探索前沿科技，探讨未来

中国——由东方卫视打造的首档中国前沿科

学思想秀《未来中国》第二季明起每周五于东

方卫视首播，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联

合播出。新时代下的科学研究目标往往高深

而宏远，关于科学的理解和参与的门槛也较

高。而科学发展离不开创新的文化土壤，以优

秀的科研学霸带动广大青年、发挥正能量偶像

的作用，正是《未来中国》给出的思考。

让硬核科学知识“降维”与“落地”

《未来中国》第二季将持续聚焦前沿科学

知识，进一步实现科普创新，邀请顶尖院士科

学家，以及有眼力、有脑力更有表达力的硬核

学霸青年进行科学知识竞演，让硬核科学知识

“降维”与“落地”。

第二季将迎来全新的科学榜样。节目邀

请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C919

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嫦娥三号、嫦娥四

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副总设计师贾阳等“科学榜样”。同时，除了

由B站知名科普UP主、中科院神经所博士唐

骋等组成的上一季“科学青年团”阵容外，也

加入了帝国理工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硕士、

百万粉丝博主洪辰瑶，浙江大学临床医学博

士后刘畅等新鲜血液，为观众带来全新视角

及精彩竞演。

《未来中国》第二季的节目内容也全面升

级，所探讨的话题既贴近生活又是前沿科学热

点，涉及人工智能、深空探测、国产大飞机、国

产造芯、动植物环境保护、生命医学、古生物进

化、城市生命体等领域。依据每期的科学主

题，科学青年团将用“青年语态”进行一场科普

讲演，辅以实验短片、科技秀、沉浸式科研考察

等多样态呈现。

节目中，青年们踏入月壤研究所，在比面

粉还要细微的月壤里观测微观世界；或走进电

子科技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见证截瘫患者

使用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行走；或通过两天一夜

的野外考察，去野生熊猫家“做客”；或通过趣

味光刻小实验，了解芯片制造中最核心的工艺

等。科学榜样们在第二季中，也将面对犀利

的“快问快答”，比如“作为航天人最有成就感

的那一刻是什么”“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人

的价值如何体现”等。第二季增设“科普创意

中插”，由优质艺人担任科普宣传员，利用科普

小实验为观众讲述科学小知识，让知识科普更

有趣。

用代际对话激发科研精神传承

《未来中国》第二季将围绕“长三角区域合

作”为中心进行创作和宣传的全面升级。在内

容方面，节目集中宣传报道落地在各省市的国

家科创项目和国家实验室。在多位科学榜样

的带领下，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成果用更生动

易懂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与工程学院研发的纳米陶瓷铝合金材料，

作为首个中国人自己独创的航空材料体系，成

功帮助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

行；而在东南大学数字医学工程全国重点实验

室，顾忠泽主任和陈早早副教授团队的科研成

果器官芯片，能精准模拟人体环境，减少新药

研发的时间和成本。

在《未来中国》第一季中，科学引荐人陈辰

联手科学榜样以及科学青年团用巧妙且直击

痛点的问题、创新的节目展现形式，消解科学

的学术语境带来的理解困难。节目相关话题

在微博收获大量关注与讨论，21次登上微博热

搜，微博主话题阅读量4.5亿。在此基础上，

《未来中国》第二季更充分地将前沿科学成果

与“青年话题”相勾连，展现两代科学人的思想

碰撞。

首档中国前沿科学思想秀《未来中国》第二季明起播出

科学榜样与青年力量携手探索科技航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伴随着

《将进酒》的吟诵，李白、高适等人骑着白鹤直

飞九天，与天上的仙人举杯共饮……这幕极

致浪漫的画面让影院内的观众沉醉，也为唐

代那个诗人群星璀璨的年代而赞叹不已。正

如《长安三万里》导演谈及创作初衷时所说：

“用动画的形式去挖掘中国文化无尽的宝藏，

用动画的形式去做古诗，传达诗的内涵，将伟

大先贤们的精神和风骨融入到故事里。”他们

做到了。

截至发稿时间，《长安三万里》点映以及

预售票房已近三千万元。这部上海出品的热

血国漫，由导演谢君伟、邹靖，角色设计总监

崔月梅，艺术总监冷嵩凌、王超等组成制作班

底。影片从大唐安史之乱前后，以唐代诗人

高适的视角，见证他与李白相遇、相知的一

生，铺陈开一幅唐代文化光辉灿烂的历史画

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

观后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国产动画又

一部用心、经典之作；尤其是服装道具的细

节，将国产动画推向了新的高度。”

以唐代陶俑为原型描摹大唐风情

对唐代审美的高度复现是影片最鲜明的

特色。经过大量历史考证，电影创作团队精

细还原了唐代的礼仪、服饰、建筑、社会风

俗等种种细节。更重要的是以诗为载体的文

化传承，让当下观众消解了超越1200年历史

的陌生感，找到与古人血脉相连的亲切感，

正如影片中高适所说：“只要诗在、书在，

长安就会在。”

唐代生活的风情，体现在众多细节中。

李白和高适这两个在观众想象里理应风流倜

傥的文人，却光着上身在野地里相扑——这

其实是唐代盛行的一种较量；左手握住右

手，右手拇指上翘，双手交于胸前——这是

唐代的叉手礼；身姿丰腴的玉真公主，身上

的项链、头饰都有出土文物作原型参照；曲

江酒肆里以诗歌酒的酒筹游戏，是唐代文人

饮酒作乐的常见形式；舞女以柘枝舞、胡旋

舞为文人武将助兴，又在长安城破之日于高

楼独舞，舞出唐代由盛转衰的凄凉之美；黄

鹤楼天下闻名，楼中悬挂的题诗板子让观众

了然在唐代是这样展示南来北往文人墨客的

诗歌佳作……

《长安三万里》通过精细的考证，还原

出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风貌。影片中出

现的长安城景、扬州城景、黄鹤楼、胡姬酒

肆、曲江池、岐王府、梁园、云山城、塞外

等众多大唐场景和建筑，也都经过专业考据

论证后才在影片中重现，观众跟随镜头仿佛

置身千年之前。

有趣的是，当代审美推崇“九头身”

“大长腿”体型，而《长安三万里》中的人

物却是上半身比下半身长的“四头身”。这

恰恰是片方以唐朝的审美为基准，参考唐

俑、唐代壁画和古画中人物的比例和造型，

特意营造的“唐风之美”。

以谪仙人的失意人生，鼓励
当代观众不断前行

“ 大 鹏 一 日 同 风 起 ，扶 摇 直 上 九 万

里”——在李白爽朗的大笑声中，他与高适二

人策马狂奔，毫不掩饰对理想的向往；数十年

后，年迈的李白终于脱罪，吟出“轻舟已过万

重山”的感慨。制片人宋依依道出《长安三万

里》片名所蕴含的深意：“‘长安’代表的是高

适、李白等诗人们心中的理想之地，而‘三万

里’是他们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长安三万里》中的诗人们有心仕途，却

正是他们的失意成就了他们的文学，而他们

的文学成就了长安。李白潇洒狂放不羁，虽

一身才华却因出身无法参加科举，一生都在

出世和入世间挣扎，遭遇了很多困苦和挫折；

高适的性格和李白相反，他为人稳重坚忍、刻

苦勤奋，才华和仕途逐步展露，属于大器晚

成；杜甫想登上朝堂，却两次科举不中，甚至

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所擒……唐代诗人虽然

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他

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得志的。影片里长安城是

一个成功的代名词，是诗人们的精神高地，却

也是大多数人失意之所。宋依依表示，诗人

们的境遇和现实中的许多人一样，“电影特别

想传递的一个信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人生中的困境，但是我们要坚持往前”。

电影除了表达对理想的追求之外，另一

条主线就是高适跟李白的情谊。李白的人生

大起大落，而高适则是低开高走，两个人的个

性截然相反，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影片让观

众通过高适的“他者”视角，重新认识了谪仙

人李白。

视觉化的《将进酒》，让千古
名句“被看到”

此前，追光动画已经推出 《白蛇：缘

起》《新神榜:哪吒重生》《白蛇2：青蛇劫

起》《新神榜:杨戬》 等多部动画电影佳作，

取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此次，《长安三万

里》更是长达168分钟——动画电影罕见的

鸿篇巨制，也凸显出深耕、细耕国风动画的

勇气和决心。

《长安三万里》 与追光以往的作品相

比，技术上又实现了新的挑战和突破：有着

最多的人物不同状态版本、最多的二级角

色、最多的场景、最多的同一场景气候变化

和天气变化，以及制作层面灯光的高复杂

度。此外，除了观众认为的高难度动作戏，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其实电影中的大量文戏

反而更考验动画的精度和表演的功底。

《将进酒》 这场戏是影片中的高潮之

一，从故事板、设计，到动画表演，再到特

效、配音，整体都很有挑战：众诗人在硕大

的鲲鹏伴随下从黄河畅游至银河，天宫中的

众仙向他们举杯致意，整幕剧以“李白式”

的超现实主义在瑰丽绚烂的光影中给观众以

极佳的视觉享受。尤其是《将进酒》的诗情

感饱满、豪放无比，为了能从视觉呈现上匹

配这首诗，主创反复尝试了很多次，光“黄

河之水天上来”这句话就做了很多版本。且

这场戏是在李白念诗的声音里完成的，台

词、音乐、画面都需要做到和谐，非常考验

视觉想象力。主创表示：“我们留下了视觉

化的 《将进酒》。很多年后大家提起这首

诗，不只是名家的解读，不只是戏剧的演

绎，还有一帮人用动画的形式呈现了这些千

古名句。”

《长安三万里》：
以国漫方式诵读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诗篇

《长安三万里》以唐代诗人高适的视角，见证他与李白相遇、相知的一生，铺陈开一幅唐代文化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

舞蹈诗剧《莲花》

舞台剧《觉醒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