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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宛艺

医线故事
“黑暗里，那束光……带着我

们去远方。”时而温柔婉转时而慷

慨激昂的旋律令人心潮澎湃。由

上海音乐学院出品的红色题材音

乐剧《忠诚》自2021年在上海首

演以来已走过北京、厦门等城市，

并取得不俗票房成绩。5月29日

至5月31日，这部以“中央文库”

历史为蓝本的原创音乐剧将在上

音歌剧院再度开演，向年轻一代

鲜活讲述守护“一号机密”档案的

前辈们的英雄往事。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表

示：“当年为新中国诞生而献出热

血乃至生命的，就是那么一群有

活力、有血性，坚持理想信念的年

轻人。如今排演《忠诚》，希望学

子能从心底里致敬英雄、珍惜今

天的美好生活，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上音音乐戏剧系的毕

业大戏，《忠诚》的排演已跨越了

三届毕业班，同学们在舞台实践

中获得了宝贵经验。”《忠诚》作曲

兼音乐总监、上音音乐戏剧系主

任安栋教授告诉记者，本轮演出

纳入上音学科建设展演季暨上音

歌剧院春季演出季，方书剑、胡超

政、马良、夏振凯、袁野等实力派

音乐剧演员倾情加盟，于申城舞

台再现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弥足珍

贵的红色记忆。

现当代风格创新红
色作品音乐表达

在“中央文库”这座中国共产

党首个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保

存着中共中央从1922年至1935

年的2万余件历史文献。从中共

中央秘书处建立到上海解放，中

国共产党的“一号机密”就秘密存

放在上海。20多年中，10余位地

下党员舍生忘死，接力守护着党

的“一号机密”。解放后，这些珍

贵的档案资料都完好无损地入藏

中央档案馆，它们被誉为“比黄金

还要珍贵的国宝”。

音乐剧《忠诚》讲述的正是以

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陈来生

等为人物原型的我党地下工作

者，在上世纪接力守护“中央文

库”、完成光荣使命的故事，也是

首次以音乐剧形式展现这段中共

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传奇篇章。

盛大的群舞场面与多媒体画

面结合，把观众带入上世纪30年

代的动荡岁月。当谢幕音乐响起

时，一幅幅“中央文库档案”守护

者原型黑白照片呈现在舞台正中

央大屏幕上，向英雄们致敬。“这

一红色题材此前从未以音乐剧形

式表现，我们在创作《忠诚》时，也

注重让整体音乐更具现当代风

格，融合摇滚、说唱、爵士等元素，

让旋律易于流传。”安栋介绍。

作为剧中黄包车夫向晓辉的

扮演者之一，青年音乐剧演员方

书剑深有感触。为了尽可能还原

凡人英雄，方书剑努力去感受黄包车夫的生活状态。“作为年轻一

辈音乐学子，我们要不忘初心、用心演绎，让更多人通过音乐剧了

解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希望这样的中国音乐剧能让更多人看到，让大家了解那些

为国家付出鲜血的英雄们”“将旋律说唱融入后出人意料地好

听，刷新了我对红色题材音乐剧认知的边界”……从部分网友留

言看来，音乐剧可以不止于复述历史，而是通过饱满的人物情感

与动听的音乐编排，让历史人物更立体，让红色主题以更“可视”

“可听”的形式在观众心中永驻。

在课程教学与音乐思政中常演常新

《忠诚》这部剧，融入了上音本科四年级课程《音乐剧剧

目排演》课程的教学。该课程已荣获多项殊荣：2022年，不

仅获得了上海市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还荣获了首届上海

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人文艺术组的特等奖。这门课

的任教老师正是安栋。“在上音‘教创演研’一体化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指导下，我们将高质量原创剧目的排演过程

融入课程，而剧目不断上演所获得的反馈也能反哺课程教

学。”安栋说。

记者获悉，《忠诚》在过往演出历程中荣获第二届文旅部

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优秀剧目”，入选2023文旅部“全国舞

台艺术优秀节目创作扶持计划”、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23年

度第二期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2022—2023年度上海文

艺创作优品等。

不止步于剧目排演，《忠诚》 剧组还找到了“音乐+思

政”的有效路径。此前，《忠诚》主创和上海市档案馆合作，

走进厦门理工学院开展音乐党课。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上音

音乐戏剧系毕业班学生将《忠诚》（音乐会版）送进上海杉达

学院，这也是该剧目首次以音乐会的形式进入高校。

时代在发展，档案事业也在传承中

发展。档案工作者一直在传承革命先辈

的崇高精神，赓续“中央文库”红色血

脉，认真践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

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不断开创档案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最新一轮演出期

间，上海市档案馆也会在上音歌剧院展

陈相关档案文献、影像资料，让英雄故

事在光荣之城继续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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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方

音乐剧《忠诚》今起连演三天。 （上海音乐学院供图）

在这个讲究效率、万事“求快”的时代，

周征兵的工作似乎有点背道而驰。在手术

室里，他可能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一个通

宵。周征兵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一名

骨科医生，主要做创面修复、肢体重建。

六院骨科有着辉煌的历史，1963年，这

里诞生了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金字招

牌绵延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这里的中青

年医生依旧在无影灯下做着“最极致的修

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飞速迭代，

依然难以替代这些医生的“手艺”。在旁人

看来，他们从事的工作性价比“有点低”，他

们操持的不少手术技术还未被列入最高难

度的四级手术。即便如此，周征兵也有自

己的坚持：尽力修补患者的人生。

医生要有担当，很多时候得
给病人“作主”

“我们这个学科一大特点就是急诊

多。”周征兵难忘三年前刚来到上海、进入

六院工作的那天，一上班，就是一场硬仗。

这天傍晚，一名工人从工地被送到六

院急诊。“整个胳膊前臂血肉模糊，骨头一

节节露在外头，人还是清醒的。”职业容不

得周征兵嗟叹，他飞速在脑海里计划治疗

方案：“受伤主要碎在前臂，但五个手指是

完整的，手掌近端压碎了……不但要接神

经、血管，还缺了很多肉、皮，得立马补上；

前臂背侧还可以，骨头一节节拼上，手掌补

上，血管桥接上。”

如同一名身体建筑师，周征兵在脑海里

部署着重建计划，包括一期手术、二期手术，

分阶段任务。“我有信心给他保（肢）下来。”

周征兵当即启动急诊手术，他和两名同事联

袂上台。这天，他们通宵做完了手术。

第二天上午他们就跑去看患者，“肢体

和皮瓣的血运都很好。”周征兵感慨地说，

后来，这名患者的康复手可以喝水、穿衣

服。关于这个手术决定，周征兵也面临压

力。“花了那么多精力，如果最后手术不成

功，还是得截肢，或最终康复不好，手还是

废了……不敢想这个结局。”周征兵还记

得，这个通宵手术里，为这名患者，他们用

了10多个单位的血和血浆。第二天部分择

期手术停掉了，因为暂时没血了。

“医生是要有一定担当的，患者到你这

来，就是信任你，很多时候你要给病人作

主。这个时候体现一家医院的担当，一个

学科的良心。”周征兵说。

择难路，是为了患者“更好
走的路”

2002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周征兵成为

一名骨科医生，他此前职业生涯的大部分

时间是在湖南省湘雅医院度过的，从硕士

读到博士，确立了专攻显微外科方向。

“我们显微外科就像消防队员，一旦有

险情，得马上就位。”周征兵如今所在的六

院骨科，至今保留着骨科医生轮流值守急

诊的传统，六天轮一个急诊，遇到危重病例

就可能是通宵手术。

因为，这里是上海24小时开设的创伤

急救中心，更因为“六院骨科”的招牌，上海

大部分骨科急诊损伤病例被送到这里，包

括最难的、最急的，其他医院处理不了的，

这里如同一个托底的平台。

周征兵大部分的手术操作是在显微镜

下完成，他手里的缝合线比头发丝还要细

三四倍。这样的线，放在手里不一定看得

见，却是患者的肢体能否“接活”的生命线。

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工作状态，也给医

生带来了职业伤害，除了常见的腰椎、颈椎

病，在强光下对着显微镜看十多个小时，眼

睛会因为极度干涩而流泪。“火辣辣的，非

常疼。”周征兵说。

是否选择截肢？但周征兵和同事依然

愿意选择“保命且保肢”的高难度路径。

“我们面对的患者大部分是工伤、交通

事故伤伤员，男性为主，年龄集中在20岁到

60岁之间，中位年龄40岁，都是家里的顶梁

柱。”周征兵说，医生选择难的路，某种程度

上是为了患者往后“更好走的路”。

“医学是遗憾的艺术，但我
想至少要无愧于患者的信任”

无疑，这份手术技艺对患者来说是重

要的，但如今在各大医院里，会这份“手艺”

的人不多了，不少医院已经无法开展这项

业务。

六院骨科，作为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作

为世界断肢再植发源地，这群医生是“手艺

人”，也是“守艺人”。他们传承的这份技

术，对患者意义非凡。用六院骨科一名护

士长的话说，“虽然我们的病人病情都很

重，但我们的病人满意度是最高的。因为，

医生的付出，病人都看在眼里。”

周征兵说起一个最近的病例，这是一

名双下肢坏死的老太太，属于坏死性筋膜

炎，整个下肢化脓、坏死、感染，70多岁的她

心功能还特别差，跑了多家医院都建议大

腿截肢，但老太太和子女都强烈要求保肢。

“我只能说，我们尽力。”周征兵所在的

骨科与感染科联手，一次次为老太太做清

创治疗。一个多月后，老太太的腿保住了，

感激不已。

“这类病人，从纯经济效益看，会被认

为‘费时费力’。但是，如此煎熬的病情，老

人挺过来了，不用截肢了，对医生来说是很

有成就感的。”周征兵说，最初学医时，立志

“当一名无愧于病人的医生”，后来发现这

点很难，“医学是遗憾的艺术，很多问题还

没办法解决，总会有愧，但我想至少要无愧

于患者的信任，无愧于医生的身份。”

身处世界断肢再植发源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医生周征兵有自己的坚持

无影灯下的“手艺人”：修补患者人生

周征兵在手术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曾经的北站地区，是人们印象中的老火

车站。10多年前，这儿还是密布着老旧住

宅。城市更新腾笼换鸟，“一江一河”沿岸空

间贯通提质，带动了北站地区的腾飞。如今

的北站地区，是静安苏河湾的标志性区域之

一，正着力打造精细化管理滨水示范区。

苏河奔涌，让北站变化飞速——一方

面，高端商业体多起来，“信息流、客流变

多”，以万象天地为例，日均人流最高达16万

人次；同时，人口结构变化，白领与居民，头

一次出现“数量倒挂”。

更令人惊喜的是，艺术机构自发集聚，

“北站滨河艺术走廊”沿着苏州河蜿蜒成

形。目前，除四行仓库、天后宫、慎余里、福

新面粉厂等传统历史特色建筑外，更吸引诸

如UCCAEdge、苏富比空间等一批世界级顶

尖艺术文化机构纷至沓来。

业态、生态、神态同步转型，直指新的需

求——管理思路和手势的更迭，精细化意味

着不再是点缀，而是内核。

年内，这个精细化管理滨水示范区范围

由0.43平方公里扩大至1.08平方公里。“通过

精细化绣花，让北站地区悠长的文脉有崭新

表达。”静安区北站街道党工委书记姚磊说。

大商圈巧设动线

高端商务楼宇多了，快递小哥、外卖骑

手常穿梭其间。苏河湾万象天地物业总经

理姚冕说，刚开业时，曾一度因为非机动车

乱停靠而头疼。

小哥们确有苦衷，等车停好了，外卖都

超时了。物业也痛苦，甚至想过“一刀切”，

外卖不接单，这下商铺不干了，生意怎么做？

姚冕向北站街道求助。双方一合计，再

与交警部门商量：能不能根据外卖骑手设计

一个动线，征询小哥意见，看看哪儿接货、送

货最方便，就专门设置骑手的非机动车停放

点，增设非机动车位标识，便于他们停靠车

辆，又不围堵人行道。

同时，北站街道也协调了共享单车运营

商，在投放过程中另辟点位，避开骑手临时

停放点。这样一来，人行道打开了，商圈周

边也能最大限度保持秩序井然。

北站街道还辅以探头等技防措施，结

合后台实时数据管理，主动深入地发现城

市运行和管理中产生的问题，助力社会面

管理提标。

眼下，慢行交通系统的优化也在持续进

行，对北苏州路（浙江北路—河南北路段）约

900米长的慢行道实施改造，科学划分“骑行

道”和“慢步道”，倡导慢行生活理念。

据介绍，去年以来，北站街道以硬件、管

理、理念和艺术4个维度为抓手，不断提升街

区环境品质。目前，更是以苏河沿岸为空

间，制定了17个类别、42个项目细化目标，让

精细化有了更具象的指征。

艺术气质为精细化加分

聚焦苏河湾区域特色，北站街道致力打

造“不一样的精细化”。街道正打造“北站滨

河艺术走廊”，搭建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助力

艺术企业更好地发展，让艺术氛围、艺术气

质为精细化加分。

影像展览馆Fotografiska自发选址落于

苏河湾地区，理由简单：“福康、福源钱庄联

合仓库这幢老建筑，符合我们的期待。”Foto 

grafiska中国区业务发展及公共事务总监江

美玲说，但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艺术机

构，也希望获得一些支持。

他们加入了街道发起的区域艺术联盟

和产业交流平台。“获得资源信息的共享和

业务往来。”江美玲说，平台开展各类国际文

化交流活动，持续创造艺术主题爆点燃点。

Fotografiska也希望反哺市民，“作为街区

一分子，有能力把街区的艺术氛围提升起

来。”如今，在光复路晋元路口，Fotografiska与

相关部门联手，在不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

下，摆出富有设计感的公共座椅等公共装

置，供游客、路人小憩。小椅子带来流量，也

让周边营商环境更优。本周四，一本本“艺

术护照”将发到500名学生手中，让孩子们可

以徜徉街区，欣赏历史文化街区景观。

刚过去的周末，苏河湾步道上，人流络绎

不绝：去天后宫打卡拍照，在街边咖啡馆外摆

位聊天小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CityWalk（城

市漫步）。一名年轻设计师受此启发，想要用

画笔将这一幕幕浓缩为艺术，在这个夏天呈

现在北苏州河慢行步道的白墙上。街道助力

下，更多市民、艺术机构站出来一起参与。

这个夏天，河畔艺术墙即将面世。“通过高水

平、多维度、精细化的管理，让更多公共空间

被更多人充分地亲近和享有。”

静安苏河湾着力打造精细化管理滨水示范区

老北站更新蝶变，业态生态神态同步转型

本报讯（记者单颖文）这几天，苏州河
虹口段首次开出限时步行街——“河滨源 ·

屿光荟集”市集在北苏州路（吴淞路—四川

北路段）举办。市集自启动以来，3天吸引

8.8万人次参与。

市集亮点之一是提供“坐着游船逛市

集”新体验——在市集久事文创工坊消费

满188元，可兑换久事旅游旗下“悠游苏州

河”价值百元的船票；或通过购买福袋获取

盲盒，也可能抽到船票。久事文传“河滨

源 ·屿光荟集”项目负责人唐铭泽介绍，消

费者只需过乍浦路桥至市集对岸，就可从

外滩源码头上船，途经四行仓库码头再回

到外滩源码头，从多个维度体验海派风情。

本次市集共设66个摊位，靠近吴淞路

一侧以艺术类消费体验为主，靠近四川北

路一侧主推餐饮小吃。艺术市集段既有非

遗漆画、肖像速写，也有创意花艺饮品、蔬

菜制成的饰品等。昨天，北外滩集团与虹

口区属国企长远集团推出一组文创产品，

包括北外滩集团雷士德工学院的套叠印章

互动体验、包袋、书签、徽章等，也有长远集

团“音乐谷”积木、石库门冰箱贴等。上周

六，展台则与位于北外滩的航海邮局合作，

带来了市集同名款邮资机戳。

餐饮市集段有上海小吃、特色咖啡，也

有米其林餐厅厨师推出的轻量化餐点。亲

水平台上设置了小舞台，人们可以在露天

位上喝着咖啡看乐队演出。在“世纪同框”

广场，主办方设置了“苏州河鲜花取景框”，

供市民游客打卡。

北外滩集团弘控商管公司总经理顾维

介绍，周末客流数据显示，来市集的以年轻

人为主，也有不少商家经营者在集团后台

询问摊位报名详情。希望此次活动为苏州

河两侧及北外滩高质量发展赋能，提升区

域品牌能级、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据了解，本次市集将持续至6月2日，

每天上午11点至晚上9点对公众开放。

市集设  个摊位，启动3天吸引8.8万人次参与

“河滨源·屿光荟集”亮相北外滩

市集推出66个摊位，联动多方资源提升市民游客休闲体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