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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且长行则至，躬身入局救险危。

千里江山图挥就，英雄无名带笑看。”中篇

评弹《千里江山图》上集一连两天的演出昨

晚落幕。观众席间，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编剧赵潋的身影，她特地来向兄弟院团学

习，由她执笔改编的话剧《千里江山图》今

天正式开票，将于明年3月首演。随着上

海红色题材剧目不断上新，从传统戏曲、话

剧再到芭蕾舞剧，创作始终是“进行时”，而

流经城市血脉的红色基因就是最佳的创作

灵感之源。

在台上打开一本立体的《千
里江山图》

最新亮相的评弹《千里江山图》上集时

长近三个小时，“惊涛骇浪中间恢宏壮阔”，

台上演员说得过瘾、演得过瘾，台下观众同

样听得畅快。评弹这一独属于江南的艺术

形式，如何演绎孙甘露笔下这个1933年的

上海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大看点。“历史印迹

鲜明的沪上风情、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错

综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人物内心用评弹说、

表形式来呈现，显得尤为合适。”文艺评论家

方家骏说。

在演出中，观众们看到了演员们内心的激

情和对红色传奇中无名英雄的景仰。这与《千

里江山图》的戏剧化探索有着密切关系，在这

部作品里，评弹演员不同于以往在一回书里串

演多个角色，而是有着基本的人物定位，这样

大胆的尝试也让演员与角色之间更加贴近。

观演的过程里，赵潋的脑中则不断闪现出自己

的剧本。“话剧和评弹有很大的不同，评弹以讲

故事为主，话剧则更多地注重情感。”

10月上旬，上话版《千里江山图》官宣，

彼时赵潋的第三稿剧本已经定稿，但这一个

半月以来，她还是一直在反复推敲思考。“原

著小说逻辑缜密，细节众多，有时漏读一句

话，就会影响对情节的理解。”她对记者表

示。创作之初，导演王晓鹰就与赵潋商定，这

将是一出群像戏，书中12个人物一个都不能

少。“尤其是，话剧版本要尝试在两个小时左

右的时间里说好这个故事，非常具有挑战

性。”明年1月中旬，作品就将进入围读阶段，

届时还将根据导演和演员的反馈对剧本再次

进行调整。“这会是一部凸显文学质感的作

品，在台上打开一本立体的《千里江山图》。”

她这样期待。

形式与内容紧密贴合，主旋
律创作更贴近人心

“上海舞台当下对红色题材的选择，尤其

讲究与本艺术门类的气质相吻合，这样更有利

于艺术特色和艺术优势的发挥。”方家骏表示，

“艺术形式与内容紧密贴合了，主旋律创作更贴

近人心。”

同样取材自小说，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

蕾舞剧《百合花》日前已正式进入创排阶段，作

品改编自茹志鹃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连日

来，《百合花》总导演、舞剧编导王舸反复研读

原著，与上海芭蕾舞团演员们“泡”在排练教

室，探索如何用芭蕾语汇歌颂烽火岁月中的人

性之美。

《百合花》中崇高而细腻的人物关系如何

与长于抒情的唯美芭蕾相得益彰？舞台样式

与剧情内容要“严丝合缝”也体现在淮剧《火

种》反复打磨的追求中。《火种》以1926年至

1927年间发生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

题材，写的是底层产业工人的故事，与淮剧质

朴浑厚的风格十分贴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

运动的壮举，尽管时间不长，但革命的火种已

经散播开来。

与此同时，上海歌剧院的原创民族歌剧《义

勇军进行曲》与上海京剧院的京剧《龙潭英杰》

也在筹备中。“在长久的探索和实践中，上海文

艺工作者的红色题材创作不断探索艺术规律，

选择与判断更为理性，对社会影响和市场效益

的综合考量也日益成熟”，方家骏说，“节奏越来

越准，步伐越迈越踏实。”

传统戏曲、话剧、芭蕾舞剧从上海城市红色基因中提取灵感

申城舞台红色题材创作上新了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虹桥品

汇”，上海国际友城港，一场国际友

城代表与上海民企代表交流会昨天

讨论得火热。

“我们公司生产的储能电池，最

近刚刚在印度尼西亚进行销售，却

找不到安装师傅。”上海东渐光储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薇径直找到

雅加达市政府经济和金融局地区金

融处处长阿里夫 ·法兹拉，希望能找

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听完叙

述，留下了这家上海民营企业的名

字及联系人姓名，还将自己的工作

邮箱分享出来：“我们非常欢迎企业

来雅加达，尤其是新能源企业，我们

拥有很多应用场景。”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来

自国际友城的客人与上海企业家朋

友面对面沟通交流，共话合作的美

好未来。2023上海国际友好城市

合作论坛今天举行，12个国家的13

座城市代表参与。其中部分国际友

好城市的代表，昨天参观中共一大

纪念馆与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感

受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又参与友城

政企对接会，与上海26家民营企业

拓展政企多层次务实合作新可能。

“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一起，不要

分散与离开。”新西兰达尼丁市市长

朱利斯 · 莱迪激动地用毛利语说

道。此次来上海，他特地系上了红

领带。

上海市和达尼丁市于1994年

结为友好城市，已签署过7轮友城

合作备忘录。携手合作、实现共赢，

两市交流合作成果颇为显著。比

如，达尼丁纯正的中国花园“兰园”，

一石、一砖、一木都是从上海采购运

来，并由中国工匠飞抵现场完成组

装的。“友城关系带给我们机会和机

遇，我们能学习新东西，互惠互利，

实现共同繁荣。我们今天一起努

力，一定能创造黄金未来。”

参加现场交流的民企大都有

“走出去”的经历，接连的提问“炒

热”了对接会的气氛。上海市工商

联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家主流商会、官方投资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帮助沪上企业家拓展

海外市场。南非约翰内斯堡市副市

长伊诺克 ·莫雷罗感慨道，中小微企

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企业家的精神、决心与梦想，有助于把想法变成现实，更

能增强城市韧性。“我们想向上海发出邀请，欢迎来投资我

们的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

许多友城代表是首次来沪，在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与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时纷纷表示：“我们被上海过去与现在

的故事与成就所震撼。”昨晚，他们还登上浦江游轮感受两

岸璀璨夜景，“上海的美景真的看不完看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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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占悦

本报讯（记者姜方）上海爱乐乐团日
前在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的执棒下，于

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了一台“红色情怀”

音乐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著名作曲家

吕其明的《喜悦》修订版在该音乐会中首

次亮相。

弦乐小品《喜悦》旋律明朗欢快，主要

描写参军的山东小战士穿上新军装的喜悦

心情。这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今年吕老决定对该作品进行重新修订。他

对这部作品十分用心，虽已93岁高龄仍亲

临排练厅，细致把关作品的排练。他不断

与指挥沟通交流，在乐队的反复演绎后对

多处细节当场作出了修改。在上海爱乐乐

团“红色情怀”音乐会上，《喜悦》作为返场

曲目上演，随着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红色情怀”系列音乐会于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特别推出。在目前已经

上演的近十台系列音乐会中，多次演奏了

吕老的作品，如2021年首演了由他创作的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弦乐合奏《祭》

等。作为“老团长”，吕老坚持为人民创作，

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和生命力，同

时也对作品持有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严

谨态度，令所有人感到钦佩。

此外，该系列音乐会还上演了诸多中国

原创交响乐佳作。如在本场音乐会中，乐团

就演奏了钢琴与乐队版《红旗颂》、管弦乐《雪

儿达娃》、《激情燃烧的岁月》主题曲、《我和我

的祖国》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经典红色旋律

和交响曲《百年颂》等优秀原创新作，诉说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满腔赤诚与澎湃初心，其

中脍炙人口的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以管弦

乐版本全新亮相，由著名作曲家金复载受邀

改编，以抒情的歌唱性旋律和由此浓缩的主

题动机构成对比乐段，结尾用丰满的乐队音

色回到主题结束全曲。

吕其明作品《喜悦》修订版由上海爱乐首演
他奋斗在医学教

育一线数十载，他潜

心钻研攻克血液疑难

杂症，他造就了“一

门四院士”佳话……

昨天，这位跨越世纪

的老人迎来从医执教

75周 年 和 99岁 的 生

日。他就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原

上 海 第 二 医 科 大 学

（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校长、上海血液

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王

振义。“王振义院士从

医 执 教 75周 年 座 谈

会”昨天在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举行。

座谈会上，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陈竺作为王

振义的得意门生，对

恩师表达真挚祝福 。

陈竺谈到，自己和陈

赛娟有幸成为王振义

院士的“开门弟子”。

他忆起王老师当年亲

自带教，手把手辅导

的场景。

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 ， 王 振 义 院 士 曾

说，一个人的学术经

历总是由低到高，随

着情况的变化也会有

所下降，所以要一代一代传承，使得这条

抛物线叠加上升，最高点始终是向上的。

正是这样的信念让王振义培养扶持了几代

血液学领域的中青年才俊，推动我国基础

和临床血液学与相关学科发展进入国际先

进行列。

现场，王振义回首99年以来，自己完

成的任务就是对病人负责，并将自己和学生

的所思所想编撰成书籍，希望让全国更多血

液科医生“少走弯路，汲取经验”。

王振义在75载从医执教的职业生涯

中，始终将“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

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

造，以期造福于人群”“余于正当诊金之

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这两条校训铭记在

心。上世纪70年代，他在艰苦的环境中投

入攻克疑难杂症的研究，带领团队历经8年

探索，终于找到全反式维甲酸用于治疗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创新提出“全反

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协同治疗方

案”，使得这种最为凶险的白血病从以往仅

10%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94%的高生存

率。随后，法国、日本、美国科学家相继重

复出类似的高缓解率，白血病治疗“上海方

案”由此诞生。王振义也因此获得国际肿瘤

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评委会称他为

“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

成功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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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法国豫园灯会进入灯组组装阶段，60架

华丽灯组及2000多盏彩灯在中国完成制作

之后，目前已运抵法国，在巴黎风情园内进行

组装搭建。法国当地时间12月15日晚间，首

次“出海”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园灯

会将在巴黎正式点亮，为法国人民献上一份

独特的中国礼物。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豫园灯

会已被列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

旅年的开幕活动，也将是2024年中法双边合

作中的精品系列活动之一。当地时间11月

29日，法国豫园灯会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届

法国豫园灯会的筹备进展，并向公众剧透更

多灯会的精彩亮点。2024年1月，上海的豫

园灯会也将正式亮灯，与法国豫园灯会联动，

共同欢庆“中国年”。

“中国龙”与《山海经》神兽共
赴巴黎

在法国豫园灯会亮灯倒计时15天之际，

本届法国灯会的诸多亮点提前剧透，无论是

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深度提炼，还是传统工艺

与新媒体灯光技术的完美结合，抑或是丰富

多彩的民俗和演艺活动，都将为法国人民带

来一场充满东方美学色彩的新春游园盛会。

2024年是中国农历甲辰年，民间俗称

龙年，龙将是本届法国豫园灯会的主角。入

口处的“双龙戏珠”门楼、装点在街巷两侧

的盘龙柱、有着美好寓意的“鱼跃龙门”灯

组……龙的元素会贯穿整场灯会。

不止是“中国龙”，法国豫园灯会里还能

找到更多从中国古老神话中走出的“朋友”。

此次灯会主题为“山海有灵”，以2000多年前

的《山海经》为设计蓝本，精神健硕的龙马、战

力超强且能呼风唤雨的应龙、仙气飘飘气质

优雅的白鹿、寓意健康长寿的乘黄、象征天下

安宁的青鸾……《山海经》中充满神秘感和想

象力的“神兽”将一一融入灯组的设计。其

中，解忧兽“朏朏”则将作为本次法国豫园灯

会的“吉祥物”，带着一众神兽小伙伴们共赴

巴黎。

东方生活美学也是本次灯会要展示的亮

点之一。记者获悉，在灯组设计中，团队特别

融合了中国“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生活元

素，而如古琴与圆号、围棋与象棋等东西方元

素的组合呈现，让观灯者们聆听到东西方生

活美学的合奏共鸣。

作为豫园灯会发源地，上海的诸多名胜

也将通过五光十色的焕彩光影亮相法国。“沪

上八景”中的“凤楼远眺”“野渡蒹葭”“海天旭

日”“龙华晚钟”四大场景以及上海豫园的标

志性建筑——九曲桥与湖心亭等都将在法国豫

园灯会上展现。

超过   场活动沉浸式感受
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新春民俗文化活动之

一，豫园灯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的首站正

是法国巴黎。从2023年12月15日至2024年2

月25日，巴黎风情园内将上演一场东西方美学

交融的视觉与文化盛宴。

为期72天的法国豫园灯会横跨2024年元

旦、中国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灯会期间将

安排超过350场生动的演艺和体验活动，包括

舞蹈、民乐、戏曲、杂技、武术等精彩表演将轮番

上演，让法国游客能更直观感受到中国人民的

热情友好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增强现实技术也将运用在

法国豫园灯会上。比如，打开手机扫一扫九曲

桥与湖心亭的灯组，便能见到水汽氤氲、波光粼

粼，朵朵莲花在桥畔徐徐“盛开”。

作为中国文化“出海”的重要代表作品，法

国豫园灯会已受到中法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海

外社交平台上，充满好奇心的网友已开始自发

为法国豫园灯会预热。目前，法国豫园灯会已

开始向公众售票，巴黎风情园线上和线下售票

渠道同步开通。

  架灯组    余盏彩灯开始组装
法国豫园灯会  天后正式亮灯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讯（记者占悦）由民建上海市委和临港集团共同
主办的2023（第十五届）上海民建浦江论坛日前在沪举行，

论坛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

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博勇出席。

论坛上，民建上海市委发布2023年民建上海市委一号

课题“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相关成果。课题从加快培育科创领军企业、支持企业

参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升企业创新开放合作水平、发挥

科技基础设施创新溢出效应等方面提出建言。

论坛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民建上海市委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全面加强合作，联合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的活动，共同助力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

上海民建浦江论坛自2009年举办以来，充分发挥民建

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和优势，为助推国家战略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可行之策。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民建上海市委主委解

冬出席。

    上海民建浦江论坛举行

提升企业创新开放合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儿童医院获
悉，上海市儿童医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青浦）门诊

部（又称“朱家角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将于12月4日试运

行，届时将为青浦及长三角周边地区儿童提供全方位、多学

科医疗服务。

门诊部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石家浜东路99号，独立成

区，设有独立的儿童预检分诊系统、候诊区、挂号收费窗口，

诊室设施完善，配备儿科专用治疗室、输液室、雾化吸入室

等。试运行期间，将开设儿内科、儿保科、皮肤科、中医科等

门诊，上海市儿童医院知名专家定期坐诊。

随着门诊部的试运行，上海市儿童医院也将通过远程

协作、标准化门急诊建设、适宜技术推广、高危儿管理网络

建设、儿科临床能力提升、专家柔性流动等项目带动青浦区

儿科服务能力，有望全面提升区内儿童疾病诊疗能力（特别

是眼、耳、口、心、骨等学科）、儿童健康管理（生长发育、心理

与精神卫生、营养、康复等）、儿童中医诊疗等技术水平。

12月7日上午，上海市儿童医院儿内、儿保、呼吸、内分

泌、中医、皮肤科等科室医生将在此举行大型义诊。

记者获悉，门诊部将于2024年1月1日正式运行，上海

市儿童医院将牵头进一步发挥市级儿科医疗机构优质资源

集中优势，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儿童健康联盟，

形成市-区-社区的联动发展模式，在专业对接、双向转诊、

公共卫生、医教结合、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方面进行一系

列交流合作，进一步推进区域儿科医疗资源的共同发展，辐

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儿科健康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

为青浦及长三角周边地区儿童
提供全方位多学科医疗服务

上海市儿童医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青浦）门诊部下周试运行

吕其明亲临排练厅把关作品排练。 （上海爱乐乐团供图）

▲中篇评弹《千里江山图》采用独属于江南的艺术形式，演绎孙甘露笔下

1933年的上海的故事。

 淮剧《火种》以1926年至1927年间发生在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

题材，聚焦底层产业工人的故事。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