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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多个剧场迎来红色舞台精

品 演 出 季 ， 在 5月 至 7月 间 ， 以

“红色经典致敬上海”为主题，推

出40场精品演出、8场文艺党课。

演出内容涵盖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杂技剧 《战上海》、话剧 《觉

醒年代》 等，并举办舞剧纪实电影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 上 映 系 列 活

动，让市民观众从文艺佳作中汲取

力量。

昨晚，红色舞剧电影在83岁的

美琪大戏院亮相、音乐文艺党课搬进

上海大剧院、惠民演出深入浦东唐镇

社区……在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

当天，红色文艺作品连珠成串，红色

情怀在“光荣之城”激荡。“三个月

里，优秀作品轮番献演，相信舞台上

一幕幕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将触发

观众思想共鸣，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喻荣

军说。

赓续红色血脉，呈现“上
海出品”艺术魅力

昨晚，一曲《喜马拉雅随想曲》拉

开《红色情怀——庆祝上海解放75周

年主题音乐会》的序幕，而前一天上海

爱乐在人民广场奏响《红旗颂》特别演

出。“‘红色情怀’既是上海爱乐乐团的

音乐会品牌，更是乐团光荣初心的写

照。”上海爱乐乐团团长高山峰告诉记

者，演出分为“攀登”“时代”“向往”“红

旗”四个章节，“音乐会集中展现了老

一辈音乐人的赤子情怀和新时代文艺

工作者的蓬勃风貌，让乐迷们在红色旋

律中感受上海的城市精神。”

一个月里，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双喜临门”。昨天，

舞剧纪实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宣布定

档，同时，这部“现象级”作品的新一轮驻

场演出将持续至7月1日，而后继续踏上

巡演之路。“今年《电波》将冲击第700场

演出的目标。”上海歌舞团团长王延表

示，《永不消逝的电波》将赓续“光荣之

城”的红色血脉，向全国观众传扬“上海

出品”的艺术魅力。

此外，艺术家们还携红色文艺精品

深入街道、社区、企业和学校，开展丰

富多彩的演艺活动，让红色文化在新征

程上焕发时代光芒。昨天，上海滑稽剧

团的演员们来到浦东新区唐镇文化服务

中心，惠民演出《纪念上海解放75周

年——小滑稽曲艺专场》让市民观众在

笑声中感受爱国情怀。7月7日和7月

17日，他们还将在浦东群艺馆举行音乐

党课《我的祖国》和《不忘初心》，用

沪语讲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故事。

激发澎湃热情，用青春热
血奏响赞歌

五月底到七一期间，多台红色文艺

精品展演可谓高潮迭起，渐入佳境。

6月27日至7月1日，话剧《觉醒

年代》将在艺术剧院演出，呈现百年前

中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对真理的矢志

追求；6月30日至7月1日，上海轻音

乐团将登台保利上海城市剧院，上演

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 《歌唱祖国》；6

月29日起，木偶音乐剧 《报童之声》

亮相仙乐斯木偶剧场，讲述解放战争

时期上海小报童的故事。6月30日，

“华夏之光 · 传承未来”木偶公益导览

及“与报童对话”主题会员活动将带领

观众们在木偶演展中心追忆红色历史。

以崭新的艺术语言、创新的表现手

法，杂技剧 《战上海》 讲述上海解放故

事，用青春和热血奏响英雄主义赞歌。7

月1日、2日，这部屡获殊荣的舞台精品

将以文艺党课形式亮相上海YOUNG剧

场。上海杂技团团长梁弘钧透露，《战上

海》 自 2019年诞生以来已演出超 150

场，今年又收到50多场全国巡演邀约，

预计总场次将突破200场。“一台杂技剧

想达成‘百场如一’的高质量，需要不

断激发全体演员热情投入。红色舞台精

品演出季好像是情绪加油站，为青年演

员们注入高涨的激情。”

近年来，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推出一

批红色舞台佳作，话剧 《千里江山图》

《英雄儿女》《浪潮》、音乐剧 《伪装

者》、交响曲 《新时代》、音乐会 《新征

程、新起点》 等接连涌现，受到观众喜

爱。“我们持续创新理念，深度开发题

材，打造红色系列话剧，以此传承红色

基因，感染年轻观众。”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总经理张惠庆表示，红色是英雄城市

的底色，壮阔的革命历程激发了旺盛的

创作生命力。

多个剧场共迎红色舞台精品演出季

  场精品演出8场文艺党课致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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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旗颂》最后一个音符落

下，上海大剧院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持续了近一分钟。前一天刚度过94岁

生日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从座位上起

身，向台上的演奏家竖起大拇指，并激

动地向热情的观众致意。昨晚，上海爱

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以大型音乐会的

形式，推出一场全新编排的“红色情

怀”文艺党课，该演出也是“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之红色舞台作品

展演活动之一。“我深深地爱着上海这

座城市，我的生命里融入了难以割舍

的上海情结。”吕其明动情地说。

在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之际，

上海爱乐乐团奏响多部深入人心的经

典作品，不仅让市民们近距离感受到

交响乐的艺术魅力，更让红色力量浸

润人心。演出中，热烈的掌声多次响

起——致音乐，致耄耋之年的艺术家，

致红色基因流淌的上海！

妈妈把煮熟的鸡蛋塞给
战士们

“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我7岁，

小学二年级，也许是上海第一批戴红领

巾的少先队员。”著名作曲家金复载率先

登台，“我成长在上海，始终努力汲取这

个城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精神。我

为生长在这个光荣的城市而感到骄傲。”

1949年5月27日清晨，家住四川

北路大桥大楼的奚其明和母亲打开厨

房后门，看见疲惫的解放军战士抱着

枪，整齐地睡在大楼回廊上。奚其明

陪着妈妈把煮熟的鸡蛋塞给了战士

们。“上海人民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

的子弟兵。上海，我爱她！”

整场文艺党课带领观众在红色旋

律中感悟上海城市精神，集中展现了

老一辈音乐人把心交给祖国的赤子情

怀，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音乐会曲目编排独具匠

心，涵盖了吕其明、金复载、奚其明三

位作曲家的六部经典作品，包括吕其

明改编的钢琴与乐队《红旗颂》、重新

修订的管弦乐序曲《雷雨》和弦乐小品

《喜悦》，金复载的《喜马拉雅随想曲》、

二胡协奏曲《春江水暖》，以及奚其明

的抒情音诗《向往》。

历史上，上海爱乐乐团孕育和诞

生了诸多红色经典，“七一勋章”获得

者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更是起源于

上海爱乐乐团的团址（武定西路1498

号），这也是乐团常演不衰的经典之

作。他用极具历史画面感和民族史诗

性的交响音乐，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强音。

《红旗颂》黑胶唱片即将发行

昨晚的演出中，钢琴与乐队《红旗颂》由钢琴家孔祥东担

纲独奏，而《春江水暖》则由二胡演奏家段皑皑倾情呈现。首

演的新版管弦乐序曲《雷雨》是吕其明第一次用现代派作曲技

法，将戏剧冲突转化为音乐，在《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之际

带领观众重新走进经典。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自1965年首演以来，已经走过近60

年的历程，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深情描

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的情景，旋律激昂、节奏雄壮，成为新中国乐坛的

标志性作品。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诞生54年的

《红旗颂》终于定稿——这是吕其明送给祖国和人民的礼物。

据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上海爱乐乐团计划在

国庆节前将《红旗颂》的八个版本整合成一套双黑胶唱片并出

版发行。这八个版本不仅涵盖了多种乐器组合，还展现了各

异的演奏风格，旨在全方位呈现《红旗颂》的丰富内涵与多元

魅力，使听众能够深刻领略到这部经典之作的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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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尾声，旭日初升，李侠与兰芬隔江

相望，也寓意着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李侠一

袭长衫，默默伫立在外滩高处，眺望着陆家

嘴天际线的朝霞满天——那是无数先辈英

雄奋斗来的幸福生活。这一幕让很多观众

湿了眼眶。

“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表演，

我更深切地明白了《电波》的情感浓度和穿

透力在哪里。”李侠的扮演者、上海歌舞团荣

典 ·首席演员王佳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回想最后一场重头戏，所有细节都历历在

目：“所有的拍摄必须抢在日出时分完成，剧

组凌晨三点出发，五点不到赶到外景地，守

候太阳升起。当阳光透过黑云洒下金线，这

座城市瞬间变得生动。”王佳俊微微停顿了

一下，继续说：“那一刻，我的眼中只有上海

的壮美，心里升腾起时空穿梭的感觉，仿佛

接收到了从75年前传来的那道电波——爱

与信念永存。”

我和兰芬在电影里有了家

“在电影里，我和兰芬有了一个家。”王

佳俊告诉记者，剧组在车墩影视基地为他们

建造了一间小屋。“小小的房间，却是那么温

馨。”屋里的生活用品由王佳俊与朱洁静共

同挑选，几乎每一件东西都经过他俩的反复

讨论。拍摄期正值夏日，“家”里没有空调，

演员们摇着扇子，体验最真切的炎热味道。

“我们边琢磨边商量，平常饭菜摆在哪里，会

不会招苍蝇……”于是，王佳俊就提出在桌

子上放一个老式菜罩，这是上海人常用的物

什。“舞台的有些场景，需要演员靠想象去实

现；电影实景拍摄时，我发现一切都那么具

象、可感，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

从布置“小家”开始，贴近真实生活的电

影场景在王佳俊眼前逐渐展开。“发报机是

淘来的老物件，我认真‘琢磨’了它一整天。”

王佳俊告诉记者，电影里有一段一镜到底的

长镜头——李侠跑进小阁楼，锁好门，搬出

发报机并组装好，发完电报后再物归原处，

不能有一点错漏。“我反复研究排练了整个

晚上，这条实拍3分钟的镜头，对我这个‘零

基础’的电影新人来说，绝对是‘天花板’级

别的挑战。”

此前的电影经验是一张“白纸”，但“原

生态”有时也成为了一种优势。总导演郑大

圣常常告诉演员，舞剧演过几百场，千万不

要固化思想，不能一到那个点，就下意识地

顺着演下去。“剧场演出要照顾到二十几排

的观众，舞姿会习惯性‘放大’；电影镜头入

微，表演必须‘往里收’。”王佳俊坦承，其实

他对导演所说的“回收”似懂非懂，干脆把自

己完全交给了电影主创。全情投入，大胆尝

试，尽管有时并不那么完美，但在镜头之下，

自然、真实的反应更加珍贵。

艺术的魅力就在指尖微微的
颤动中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融合历史

影像、实景拍摄、台前幕后等多重空间，用电

影手法突破剧场局限，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视

听质感。

去年7月1日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开机后，王佳俊发现，从舞剧到电影的表

演方式转换过程充满了惊喜。他用“造梦”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电影带我们穿越回了

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场景，你走过那条街，

便感觉自己是‘戏中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是舞剧的补

白，说出了舞台表演的“未竟之意”。比如舞

剧里，李侠和兰芬最后拥抱仅维持一两秒

钟，随后他们各奔东西，完成自己的使命任

务；而舞剧电影则将镜头推至演员的手指末

梢，聚焦拥抱时轻轻敲击着摩斯密码——

“爱”与“永恒”——“这是夫妻之间的无声道

别，也是写给新中国的一封情书！”王佳俊透

露，拍摄这段戏的时候，大家都处在浓烈的

情感中，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潮澎湃。“艺术

的魅力就在指尖那微微的颤动中，最隐秘的

动作给出了全部的感情支撑。”

王佳俊：日出时分，我收到  年前传来的电波

昨晚，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9:49和20:24

两个时间，浦江之畔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塔

以亮灯发送摩斯密码“爱”“永恒”的方式，写

下献给新中国成立75年的红色情书。与此同

时，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申城揭开

神秘面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用

浪漫的‘电波表白’向先烈们致敬。这既是电

影主人公李侠与兰芬之间的真情告白，也代

表了我们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兰芬的扮

演者、上海歌舞团副团长朱洁静动情地说。

作为“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

中“文艺影视”板块唯一一部市级重点电影项

目，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昨天在上海

美琪大戏院举行“致敬场”观摩活动。现场还

宣布：这部创新之作将作为第26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的开幕片，于6月15日首映，并将自6

月18日起全国公映。

影舞融合，爆款“红色  ”再出发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上

海歌舞团出品的原创同名舞剧，由郑大圣担

任总导演，崔轶担任导演、总制片人，王佳

俊、朱洁静领衔主演，该团原班舞蹈演员倾

情出演。“电波”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解放前

夕，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是由上

海红色文化基因孵化而生的一张城市名片。

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屡次被改编成艺

术作品：1958年由孙道临主演的同名电影，

是一部影响力极其广泛的佳作；2018年，上

海歌舞团创排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突

破性创意和优秀表现力成为“现象级”作

品。首演一炮打响，至今已经演出614场，还

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大奖等

殊荣。如今，上海歌舞团携手尚世影业推出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再度焕新故事

表达。

从电影到舞台，又回归电影，“电波”

的故事在“光荣之城”的上空勾勒艺术的

螺旋，用持续的生命力，记录下铭刻历史

的英雄赞歌。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

波》为打破舞台表演的“第四面墙”创造

了丰富的叙事脉络。“电影可以将优秀青年

演员最美的年华、最棒的表演定格在镜头

里。”上海歌舞团团长王延表示，“影舞融

合”探索不同艺术门类的跨界拓展，可视作

爆款“红色IP”再出发，“希望开拓剧场、影院

‘双向互哺’的新模式，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

场，感受现场表演的魅力。”

这不是对舞剧的照搬和还原，而是用电

影语言进行了一次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索。

在保留原舞剧的主体呈现外，电影取景车墩

影视基地，进驻LED虚拟摄影棚，选取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实景、排练厅环境等，将

故事穿插于虚实之间。同时，影片全面应用

杜比全景声、4K超高清、MOCO（动作捕捉摄

影机）、伸缩炮、LED虚拟摄影等技术，使动

人舞蹈与紧张情节融为一体。电影后期制

作近6个月，先后剪辑共15个版本。“没有任

何形式感抵得过真实现场的震撼力！”郑大

圣表示，基于这种艺术思考，主创团队选择

在电影中融入若干历史资料片的方式，以一

种“偶然插入”的状态呈现。

真情流露，回应时代的创作要求

“舞剧电影保留了精华舞段，现实和虚

幻交替，以更适合银幕的方式讲述故事。”资

深舞剧迷小顾已经看过70多遍舞剧，而电影

里的“小光之死”依然让她热泪盈眶。“回忆

中小光啃苹果的那段戏真的太戳泪点了，虽

然电影和舞台版不同，却更生活、更细节。”

舞剧电影为何感人至深？“我们在舞台上

用了很多生活化的表演，但到了片场，这种真

切特别‘落地’，具象到摘菜、织毛衣等细小之

处。曾经我以为把‘最好的一遍’通过电影的

方式留存，事实上，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更得

到镜头的青睐，完成了微妙的跨越。”朱洁静

还发现有了电影经验后，再回到舞台后状态

更好；“演员们可以尝试多元的表演方式，塑

造人物、讲述故事的能力不断进步，是时代创

造了这样的艺术生态。”

昨天，美琪大戏院的大堂还举办了小型

展览，展出李白烈士家书、“双百”人物座谈

会入场证、“双百”名册等文物。据悉，舞剧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纳入上海市电影

发行放映行业协会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联合推出的“红色电影之旅”主题教育活动，

以及由团市委发起的“光荣之城 青年行”上

海青少年红色大寻访活动。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昨举行“致敬场”点映，定档6月  日

“电波”回荡“光荣之城”上海
这是写给新中国的红色情书

作曲家吕其明上台讲述“我与上海”。本报记者 张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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