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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宣晶）长河无声
奔去，唯爱与信念

永存。明晚，上海

出品的舞剧电影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将作为第二十

六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开幕影片进

行世界首映。6月

18日起，该片将全

国公映，赓续红色

血脉，致敬为党和

人民抛头颅洒热

血 的 无 名 英 雄 。

主创和演员们将

从上海出发，去往

北京、广州、深圳、

南昌、长沙、成都、

杭州等地路演，与

广大观众面对面

交流。

英 雄 应 当 被

永远铭记。舞剧

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由上海歌舞

团携手上海尚世

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改编自上海歌

舞团由韩真、周莉

亚担任总编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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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歌舞团荣典 ·首

席演员王佳俊、朱

洁静领衔主演，该

团原班青年舞蹈

演 员 倾 情 出 演 。

故事取材于李白

烈士的真实事迹，

“红色电波”的往

事串起了这座人

民城市既惊心动

魄又波澜壮阔的

解 放 历 程 。5月

27日 ，上 海 解 放

75周年纪念日之

际，舞剧电影《永

不消逝的电波》在

上海美琪大戏院

举办了“致敬场”

观摩活动。银幕

上 ，主 人 公 李 侠

和 兰 芬 步 履 坚

定 ，引 领 观 众 穿

越时空回到记忆

深 处 的 血 色 黎

明。“同志们，永

别了！我想念你们”这部

时长90分钟的影片仅有一

句画外音，却足以让人热

泪盈眶，心潮澎湃。

李白烈士的故事曾数

度被改编成文艺作品：1958

年由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

不消逝的电波》是极具影响

力的影史佳作；2018年由上

海歌舞团创排的同名舞剧

迄今累计演出600余场，获

得 文 华 大 奖 、

“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等

殊 荣 ；舞 剧 电

影则以新的艺

术形式讲述关

于爱与信念的

故事。一个经

典 IP，从 银 幕

诞生到舞台重

构 ，而 后 回 归

银 幕 焕 新 再

造 ，跨 越 数 十

年的艺术创作

历 程 ，成 为 具

有范本价值的

文化现象。“我

们用多种方式

去演绎‘电波’

故事，有了这次

电影的经验后，

再回到舞台，比

之前的状态更

好了。”朱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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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剧

场和影院‘双向

互哺’，通过大

银幕将这份感

动传递给更多

人，也期待观众

走进剧场，感受

现场演绎的魅

力。”

创 新 是 永

不 止 歇 的 脚

步。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

波》凸显其独特

的视听艺术语

言 ，是 红 色 文

化、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融合

呈现的一次全

新探索。在保

留舞剧华彩片

段的同时，影片

顺应新载体的

特点，融合剧场

演 出 、实 景 拍

摄、影像资料等

丰富内容，将跌

宕起伏的情节

穿插于实虚之

间，创造多时空

交错的观看体

验。杜比全景声、4K超高

清、动作捕捉摄影机、伸缩

炮、LED虚拟摄影等技术的

全面应用，更将舞蹈的动人

魅力与情节的惊心动魄融

为一体。

据悉，本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期间，主创团队还将前

往上海戏剧学院，与青年学

生互动交流，解码舞剧电影

的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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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东

方现出微明，星儿藏入天空……”一首《渔

光曲》从蔡楚生导演的同名电影，经过舞

台，飘至今天的大银幕，这便是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与左

翼电影的精妙连结。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左

翼电影诞生的摇篮。75年前，为迎接上海

解放，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了建立新

中国的梦想，无畏地倒在黎明前夕；75年

后的今天，上海立于东海之滨，成为国内外

知名的经济中心和文化高地，依然吸引着

四面八方的人们来此追逐自己的梦想。

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以历史书写未

来，穿越时空，找寻曾经的信念，延续红色

的基因。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

苹导演，孙道临主演，以隐蔽战线的优秀共

产党员李白为原型，讲述李侠等革命先烈

在上海英勇奋斗的故事。

2018年，韩真、周莉亚将《电波》故事

改编，创作了同名舞剧，王佳俊、朱洁静主

演，公演600多场，再一次让红色上海的故

事舞动全国。

2024年，由郑大圣总导演、崔轶导演，

将舞剧重塑为电影，让李侠和兰芬的故事

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回到银幕，成为新的光

影传奇。

红色血脉，代代传承，也接续书写着充

满活力的艺术创作。

影像元素的传承与重构

左翼电影代表作《渔光曲》的同名插

曲，在舞剧中原本只是板凳蒲扇舞的配乐，

以表现老上海弄堂里平民生活的日常，并

非主要刻画剧情；但在舞剧电影中，歌曲的

主导性被凸显出来，段落放置影片开头，音

乐旋律、节奏与画面剪辑、影调完美契合，

动感、流畅，显现透净而静谧的美感。

不仅如此，这段非叙事舞蹈的电影化

表达把观众“熟悉”的元素以“陌生化”的

方式重新呈现，打破电影叙事的连贯性，

使观众欣赏的同时升华出某种艺术的距

离感，为整个影片铺垫了富有间离效果的

影像基调。

“间离效果”源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

的戏剧理论，指戏剧创作打破舞台的“第四

堵墙”，与观众之间保持一种假定的心理距

离，形成超然的接受关系。电影本是“梦的

工厂”，观众观影是全然接受、代入的过程，

影像叙事是统一的、连贯的。然而，随着后

现代文化的演进，电影的解构风格和假定

性表达逐渐被观众熟知，使电影的“间离”

美学再次得以发展，如电影《爱乐之城》《芭

比》等都备受瞩目，被很多00后年轻人追

捧。他们的审美是伴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等

成长起来的，更接受影片中多重维度的拼

贴与丝滑的转换。

《电波》恰逢其时，使红色的英雄故事

被现代的美感包裹。

舞剧电影《电波》，似乎回到《渔光曲》

的默片时代，除了环境声和配乐，全剧只有

一句著名台词重现于无台词的影片结尾：

1958年版电影中孙道临“同志们，永别了！

我想念你们”的原音，显然已超越台词叙事

表意的功能，具有一种穿透力，把情感推向

高潮，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传承？

影片在戏剧性冲突和情感表达的段落

都用了有绘画元素的特效，在画面上产生

一种超越现实的间离感，同时又是导演表

达冲突气氛和人物情感的手段：如地下交

通员、人力车夫路勇与特务打斗的场面，导

演的镜头语言较大程度地还原了舞台调

度，原属舞台天幕位置则用油画的天空特

效，配合剧情紧张感的递进，天空的影调逐

渐压暗下来，风云变幻的速度也随着剧情

而加快。

当李侠与兰芬的爱情在工作中悄悄滋

长，有一段比较经典的双人舞，肢体语言的

情感表现本已达到饱和。电影此处沿用舞

剧的花卉背景，但做成老上海墙纸的仿真

特效，随着双人舞和音乐的节奏提升，镜头

一转画面特写中，藤蔓也以动画的方式生

长蔓延，花朵也竞相开放，影像表意深情、

含蓄而浪漫。

舞者是真实的，布景是假定的，天幕是

虚拟的，三种维度的元素融合进同一电影

语言中，以其独有的方式展现出不同于原

先电影或舞剧的美感。

电影中还有几处耐人寻味的符号化表

达，比如旗袍店暴露、老板老方（实为中共

华东局情报组组长）在李侠和兰芬眼前牺

牲，李侠把妻子送上人力车后，自己则从后

门进入一片狼藉的旗袍店，寻找老方遗留

下来的情报；这里镜头从马路的实景一转，

以第三人称视角，俯拍李侠从带有“安全出

口”指示灯的真实舞台后门进入情境。

此外，影片的其他段落还出现了侧幕

条、警戒线等，这些都是舞台后台的装置，

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电影中，更不会出现

在舞台演出中。导演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

“穿帮设计”呢？从影像本体而言，把“后台”

符号纳入镜头，以“前台”表现，打破了舞台

“第四堵墙”的桎梏。这种拼贴式的元素超

越了艺术门类的语汇，又未打破作品的完

整性，恰恰契合了当代文化的艺术表达，有

且只有电影可以做到。

李侠本可以有自己的“安全出口”，是

与家人全身而退，还是独自逆向而行？李侠

选择了后者，英勇的先烈们选择了后者。

历史的长河中无数人、无数次的选择

背后，信念和爱是唯一的底色。

空间维度的多重与间离

《电波》在舞台空间表现的基础上以解

放前上海的报馆、旗袍裁缝店、石库门弄堂

民居等为主要场景，并穿插了旧上海的文

献纪录电影，再加上动画特效等，全片一共

呈现了七重维度的影像空间。

影片开头，李侠与兰芬各自临危受命到

达上海。镜头语言极其简练，背景影像用感

光度低而反差大的画面，抹去层次，只剩下

平面的黑白轮廓。于是，延安圣地的宝塔山

形成一种朦胧的、酷似中国水墨画的影调，

前景是战士李侠向远处的宝塔山敬礼告别。

前景是实像，后景则为写意虚境。这样

“虚实结合”的影像和新中国初期诸多戏曲

电影不同，那个时候戏曲电影主要以实景与

彩绘背景结合；而电影《电波》则从黑白纪录

片中选取画面，通过过滤灰度的处理，加大

光影对比度，与演员的实景形成间隔于真实

影像的反差，画面有一种高级的现代美感。

随后，李侠与兰芬相遇，相携走向纪录

电影中，接着镜头一转，李侠与兰芬出现在

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忙不迭地和邻居们

打着招呼。尽管视觉上似乎是从假定空间

跳转至现实空间，但因为作品本来从舞剧

而来，舞台表现感是天然的，叙事剪辑又很

流畅，因此观众在心理上完全接受这样间

离的空间跳转。

电影对现实与虚幻的天然表现力和包

容力不是舞台可比拟的，它能最有效地处

理交错糅杂的时空主题。在多维空间中恣

意驰骋大约是《电波》最显见的过人之处。

影片中有诸多刻意的穿帮镜头、意识空间

及超现实表达，与影片的现实空间奇迹般

融为一体，其中最能体现电影打破原舞剧

束缚的神来之笔是加入了有“穿帮”元素的

天堂情境和舞台下的观众席场面。

当交通员赵晓光为救李侠而壮烈牺牲

后，老方和李侠分别回忆他们与赵晓光相

处的前史，又融合他们在天堂与晓光相遇

的想象。这一段导演运用MOCO（动作捕

捉摄影机）拍摄，为表现人物痛失战友添上

一种轻柔而浪漫的意识流影像。这段画面

采用高光，拍得非常唯美，但背景则又有明

显的穿帮（排练室的灯具、把杆等），让观众

陷入幻觉的同时又保持清醒的疏离。

另一场英雄们牺牲的段落：为表现上海

地下组织被反动派大规模地破坏，导演不仅

打破舞剧的“第四堵墙”视角，更大胆地180

度跳越轴线，镜头反打舞台下面的观众席，

而舞台上演员们扮演的烈士反而成了画面

的前景。

180度轴线是电影中保持观众连贯的

空间感知的拍摄原则。然而，任何原则都是

用来被打破的。《电波》中镜头打断空间的

一致和人物视线的连贯，用大跳轴把舞台

下的观众席作为另一个表现空间，观众既

与艺术保持疏离地欣赏，又在视觉上加强

了节奏，升华了情感。这样的镜头语言让人

不禁想起1939年经典美国西部片《关山飞

渡》中著名的跳轴段落。

郑大圣和崔轶两位导演都是科班出

身，他们分别都钻研过实验电影和纪录电

影，这些经历深深刻在他们的创作肌理中。

当李侠、赵晓光、老方等诸多烈士站在

舞台上向台下观众告别，银幕上出现的观

众席并未打破影片的叙事脉络：镜头讲述

的是后辈演绎先烈的故事，传承的是牺牲

与守护的信念。大跳轴产生的视觉间离感

与故事、音乐、表演等所有元素融合在一

起，形成影像的力量；紧接着文献纪录片中

共产党人被枪杀的真实画面出现在银幕

上，枪声则做了杜比全景声处理。真实的影

像和震耳的音效猛烈地撞击着观众，甚至

超越了跳轴带来的视觉冲击。

郑大圣曾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超越

‘真实现场’的震撼力”。因此，在影片中间

歇性地插入纪录影像，形成基于现实又超

越现实的表达，使故事与画面之间产生一

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交织的光束带来只属

于电影的、超越平庸的诗意。

“电影是什么？还可以是什么？”这是郑

大圣30年前从先锋艺术学府——美国芝

加哥艺术学院毕业时，对未来的踌躇。30

年后的今天，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横空出世，成就了从舞台深处滋生而成的

间离影像文体，与1958年电影版本以及

2018年创排的舞剧版本形成一段故事、三

种审美，相互观照、相互成就，凝结为上海

独有的红色记忆。

电影不会仅仅“为了艺术而艺术”，它不

拘泥于任何艺术语言或创作原则，在文化世

界与价值空间中争得一席珍贵的存在。

也许这，就是电影的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间离影像与红色基因
沈嘉熠

长河无声，唯信与爱永不消逝

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申城再一次切入电影时间。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值上海解放75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5周年。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

于明晚的金爵盛典之后正式与观众见面。从1958年的电影版本、2018年创排的舞剧版本到今年的舞剧电
影版本，一段故事、三种审美，相互观照、相互成就，凝结为上海独有的红色记忆。 ——编者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6月18日起将全国公映，图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