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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曲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的

英杰壮歌。”知名戏曲编剧李莉说。上

海京剧院的红色题材创作 《龙潭英

杰》在经过修改提升后，于前昨两晚

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亮相宛平剧院。作

品取材于“龙潭三杰”的真实历史事

件，以上海为背景，讲述长期在中共

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英雄，他们潜伏

于敌人内部，不顾安危、不惧牺牲，

为党提供了大量宝贵情报，为中国革

命作出了杰出贡献。

反复打磨，制作一部真
正的“谍战京剧”

上海这座光荣之城，不仅是党的

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

初心之地。党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

机构——中央特科，就诞生在这片热

土上。被称为“龙潭三杰”的李克

农、钱壮飞和胡底，是中央特科情报

科的重要成员。1931年4月，他们将

顾顺章叛变投敌的情况，以最快的速

度通报给周恩来等同志，党中央断然采

取措施，中共中央机关紧急转移，避免

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我党历史上

惊心动魄的一幕。学界认为，如果没有

“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能被

改写。

作为上海京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创排的红色现代京剧，

《龙潭英杰》的前身《红色特工》首演

至今已过去了三年。2022年，李莉曾

凭借《红色特工》获得第十七届文华编

剧奖。在一个成熟剧本的基础上进行再

加工，难度不言而喻。主创们反复沟

通、讨论，凭着一股“啃劲”完成作品

的升级，目的只有一个——制作一部真

正的“谍战京剧”。“在京剧舞台上，纯

粹的谍战戏几乎没有前例。”李莉告诉

记者，此次她新写了一场主角李剑飞与

女儿机智化解敌特阴谋的戏份，并对其

他场次进行凝练，以加大作品的谍战感

和悬疑度，同时也更适应年轻观众的欣

赏习惯。

剧中，打入敌人心脏的李剑飞(蓝

天饰)和中统魔头江溢海 （董洪松饰）、

中统总干事张来 （孙伟饰） 有许多交

锋时刻，尤其是围绕破解重要情报的

关键——高级密码本，展开了一系列

的较量博弈，令观众不禁屏住呼吸，为

人物和情节捏一把汗。面对江溢海及中

统特务的搜捕试探，李剑飞、胡兆雄、

龙克等一批红色特工，一次次经受住智

慧、人性乃至生死的考验。在党中央面

临重大危机时，他们在关键时刻守护了

“红花种子”，拯救了无数同志、保卫了

党中央。

创新呈现，历史人物与观
众隔空“交流”

在李莉看来，舞台剧虽然无法像影

视剧作品一样，多视角地营造谍战戏的

紧张感，但却善于刻画和挖掘人物的内

心世界。她发挥戏剧之长，剖析了李剑

飞与江溢海在十年间的不同遭遇和心理

活动。最终，这对曾经的同窗好友相逢

于上海，却发现彼此走向了两条截然不

同的道路。剧本创作前期，李莉翻阅了

大量人物的自传和相关资料，并前往龙

华烈士陵园等红色场馆实地采风，为戏

剧加工奠定扎实的基础。

《龙潭英杰》在舞美上也进行了大幅

度修改，谍战剧情与多媒体技术相得益

彰，当现代舞美遇到红色特工的惊险故

事，不仅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更

凸显了英雄们深入龙潭虎穴、睿智勇敢

的人物形象。演出中，台上台下共同构

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充满奇幻色彩的戏剧

世界。共产党人的英勇形象和执行任务

时敏捷的身影，在多媒体的渲染下更显

传奇，他们的智勇双全通过舞美设计得

以全方位呈现。

年逾八旬的知名戏曲导演杨小青将

舞台上的谍战因素放大。剧中，主角们

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他们需要时

刻保持警惕，以防身份暴露和被捕的危

险。同时，他们也需要密切关注周围的

一切，以获取有用的情报信息。记者看

到，从服装、道具到场景布置，都充满

了谍战剧的未知感。配乐与舞台也体现

出了现代审美趋势和创新精神：多元配

乐和大胆而富有张力的色彩搭配，为观

众带来别样的视觉与听觉体验。

剧情进行到尾声，一张张照片出现

在屏幕之上，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隔空

“交流”，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红色题材创作《龙潭英杰》修改提升后焕新亮相

中共隐蔽战线英雄故事登上京剧舞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红色题材现代京剧《龙潭英杰》经过大幅度修改和提升后日前与观众见

面，再现隐蔽战线英雄的智勇传奇。 （上海京剧院供图）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婷）
“借助数字技术将打卡红色地

标与室内健身结合，很新

颖。”上海图书馆 （淮海路

馆）第一展厅，小张戴上VR

眼镜，脚踩动感单车，开始

了红色VR骑行之旅。中共中

央文库遗址（西康路）、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

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

地旧址……中共中央驻守上

海12年留下的一个个光辉足

迹迎面而来，每到一处都有

语音和图片介绍。“身临其

境，仿佛真的在街上骑行探

访红色地标。”体验了10分

钟，他的额头冒汗，直呼有

趣又长知识。

这是日前开幕的“红色

印迹——馆藏文献里的中共

中央在上海奋斗历程主题

展”的一个特色展项。此次

展览选取 150余种珍贵文

献，其中 60余种为首次展

出，围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成立”“推动大革命走向高

潮”“在白色恐怖下坚定前

行”“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

争”等四方面展开，让参观者

真切感受党初创时期艰苦卓

绝、曲折发展的奋斗历史。

除了展出一批未公开亮相和

较少露面的特色藏品，如《共

产党宣言》华岗译本、博古译

本、一百周年纪念版，《东方

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上海大学附设平民学校国

文讲义》《红旗周报》《列宁青

年》伪装本等，上海图书馆还

依托数字人文技术打造多媒

体项目，并通过多个网络平

台持续推出线上展览、馆藏

文献小故事等。

据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

介绍，该馆是国内少数几个

设立“红色文献专藏”的公

共图书馆之一，目前收藏有

各类红色文献 15000余册

（件），包括《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第一版和第

二版，斯诺的著名报告文学 《西行漫

记》 的英文初版本、中译本初版本及

在 《密勒氏评论报》 的首次刊出，第

一个中国共产党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 《共产党底计画》 等。为用好

用活这些珍贵资源，上海图书馆一方面

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服

务读者，另一方面构建了

革命 （红色） 文献服务平

台、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

数据库、上海文化总库三

大数字平台，让红色文献

“活”起来。

截至目前，革命 （红

色） 文献服务平台共收录

了8500多种革命 （红色）

文 献 ， 其 中 7141种 有 全

文，支持多种检索功能，

提供多终端、跨平台的资

源开放服务，还开设了中

共组织史和红色旅游两个

栏目。比如，依据 《中共

组 织 史 资 料》 前 四 卷 内

容，围绕机构和人名两条

线索做了数据整理和可视

化展示；收录的上海1000

多个红色景点，支持手机

访问每个景点的概况、相

关人物、景点大事和相关

文献等，并根据读者需求

推荐可实地走访的路线。

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

数据库由市委宣传部牵头、

上海图书馆承建，与市委党

史研究室、市档案局、市文

旅局、中共一大纪念馆等合

作，以《上海市红色资源名

录（第一批）》为基础，涵盖

了612处遍布全市16个区

的重点旧址、遗址、纪念设

施或者场所类红色资源，以

及分藏于本市11家场馆单

位的236件/套重要档案、文

献、手稿、声像资料和实物

类红色资源。

上海文化总库整合了

与上海历史文化相关的各

类馆藏资源，突出体现包

括红色文化在内的上海三

大 文 化 品 牌 特 色 文 献 资

源，借助记录上海形象和

声音的老电影、老照片、

老唱片等影音资料以及人

物、机构团体、优秀历史

建筑和街区建筑的红色印

记，用上海历史文化年谱

串联起来，形成具有鲜明上海特点和文

化特色的红色数字记忆。

据透露，未来，三大数字平台还将

不断升级、上新，努力实现全市红色文

化资源一站式服务，以新颖的方式扩大

红色文化的传播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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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本周末适逢小暑节气。随着更多

新片入市，电影暑期档正进一步加

热。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

天，2024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超过

了25亿元。《云边有个小卖部》《头脑

特工队2》《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暂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作为一年之中跨度最大、自6月

延续至8月底的档期，夏天的电影市

场既是包容度相对更大的，也是能令

口碑效应释放更充分的。纵观中国影

史，票房超过30亿元的影片共21部，

其中7部出自暑期档。正因此，这个

档期常被寄予“爆款集散地”的热望，

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支柱。

截至目前，已有超80部中外影片

定档今年暑期档。与往年类似，其中

不乏阵容堪称豪华的大制作，视效大

片、喜剧、动画也依然有望成为拉动票

房的三驾马车。而特别的是，2024年

暑期档尤其注重类型的多元化、表达

的年轻态，以期与更多Z世代相逢在

影院。

传统文化的“自来水”

中国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偏爱，已是时代大势。许多年轻人，愿

意为彰显中国气象、传递中国美学、传

承中国精神的电影埋单。

最新的暑期片单里，传统文化依

然耀眼。动作奇幻大片《传说》、改编

自古典名著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青春故事《倒仓》等，这些影片类型不

同，却不约而同以中国风抒写中华文

化基因。

“读不尽的红楼梦”要搬上大银

幕，这简直是事先张扬的创作冒险。

导演胡玫自述，早在2006年，她就带

着团队踏上了这趟“战战兢兢”的旅

程。十年磨剧本，两年选角、培训、置

景，2018年开拍，历经漫长的后期，终

将在2024年7月26日公映。《红楼梦

之金玉良缘》从贾宝玉雪天出家倒叙

为始，以“贾坑林财”为线索，构筑了结

构全新但又归于宿命的宝黛钗爱情故

事。家喻户晓的名著以全新视觉形象

登场，胡玫希望，新片能成为一个契

机，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了解原著的不朽。犹记得去

年夏天，《长安三万里》掀起影院里背

诗的盛景。一年过后，电影能否再次

与传统文化共襄盛举，在上映后激发

年轻人阅读原著的热情，值得期待。

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焕然新生，在今

天俨然成为创作者共同的母题之一。7

月27日上映的《倒仓》便是传统文化在

当下传承与新生的现实版故事。如片

名所示，这是一名京剧少年与即将到来

的变声期“短兵相接”的故事。此前，该

片亮相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年轻

的主创团队这样自荐：“它是戏曲少年

对国粹真挚的热爱，也是成长过程中普

遍的青春烦恼。”

2005年，成龙主演的《神话》上

映，奇幻、动作与爱情结合，观众看得

如痴如醉。现在，他与导演唐季礼再

度合作，姊妹篇《传说》将于7月12日

公映。故事里，考古学家从学生带来

的文物上发现，其纹理与自己梦中女

子所戴玉佩极其相似。冥冥之中，他

感觉两者必然有所关联，于是带着问

题，踏上奇幻之旅，梦回西汉。对比前

作，新片有更为宏大的视效，影片在新

疆取景，还动用了12000匹真马实拍，

以展现古代战争场面。更引人关注的

当属“AI成龙”的出演，大银幕上70岁

的成龙与27岁的他同框，也许是故事

内外缘起缘灭的奇妙互文。

“二次元”的狂欢季

瞄准学生族为主力的消费群体，

暑期档的中外动画作品、漫改作品供

给格外丰富。无论是仍在上映的《排

球少年！！垃圾场决战》，还是一年一

度的追光新作《白蛇：浮生》，抑或漫改真

人电影《异人之下》，暑期档的每个周末，

年轻人都能在影院里穿越次元壁，尽享

“二次元”的狂欢季。

自2015年《大圣归来》斩获近10亿

元票房，此后每年夏天，我们已习惯“国

漫崛起”的热血宣言如期响起。7月13

日、8月10日，3D动画《二郎神之深海蛟

龙》与2D动画《白蛇：浮生》先后登场，接

棒回应中国观众对国漫的热爱与厚望。

两部新片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从古典神

话里撷取IP，用新技术诠释新故事。《二

郎神之深海蛟龙》在《封神榜》的基础上，

融入元杂剧中《灌口二郎斩健蛟》的元

素，进行全新创编。故事里的二郎神有

新使命，他将为守护万家灯火而披上战

服、化身战神。《白蛇：浮生》既是追光动

画一年一度的“作业”，也是同系列“白蛇

三部曲”的终章。新片将在七夕时节上

映，对观众而言，追光的精良制作已历经

多年验证，最大悬念仍是“故事新编”成

色几何。《白蛇传》的新传说怎样契合如

今越发多元的女性表达，能否满足现在

观众对更多烟火气的追求，可能会左右

新片票房走势。

《异人之下》改编自米二创作的爆款

国漫《一人之下》，讲述一直隐藏自己异

人身份的张楚岚遇到身世神秘的冯宝宝

后，被卷入了异人的门派争斗旋涡。这

部奇幻动作片可谓自带“天然流量”，原

作漫画拥有超300亿点击量，影片导演

乌尔善、主演胡先煦等都因过往作品圈

粉不少年轻人，而奇幻、武术、无限流

空间的杂糅更是风靡Z世代的全新表

达。加之《封神第一部》带来的工业化

制作经验，国风异能世界从漫画照进真

人电影，或许大有可为。一切等待7月

26日揭晓。

此外，《神偷奶爸4》《死侍与金刚

狼》《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航海王：

强者天下》等中外大IP续作都会陆续与

观众见面。小黄人和羊村的新篇不约而

同延续前作的幽默与温情，主攻“二次

元”拥趸的同时更看重合家欢市场。而

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超级英雄对垒，一样

话题十足。

“旧”类型的新看点

从电影到电视，喜剧与悬疑都是富

有“基本盘”的类型，喜性消费和悬疑钩

子一次次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与此同

时，现实主义力作也始终是市场的期待

之一。今年暑期档，创作者们或在“旧”

的类型中引入新话题，或用新的“打开方

式”赋予旧故事全新的交互性，以回应Z

世代对电影“社交属性”的需求。

今天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如何，爱情

喜剧《欢迎来到我身边》和科幻喜剧《从

21世纪安全撤离》都有话要说。前者借

主人公的“幻视症”直击当代青年的恋爱

观、人生观；后者从高分短片《李献计历

险记》改编而来，故事里三个少年被命运

选中，在时空穿梭间时而有“说干就干”

的豪气，时而显现几分“清澈的愚蠢”。

两部新片脑洞大开地讲述年轻人的生

活，主演于适、王影璐与张若昀、钟楚曦、

宋洋、吴晓亮也无不是人气演员。7月5

日、8月3日，年轻的主演、年轻的故事能

否撬动青年同频，等待见分晓。

前有小说与电视剧，电影版《解密》

几乎是场失去了悬念的谍战风云。不

过，该片有着堪称豪华的班底：陈思诚编

剧并导演、曹郁摄影指导、韩忠美术指

导，刘昊然、美国著名影星约翰 ·库萨克

领衔主演，陈道明、吴彦祖、俞飞鸿特别

出演，全程IMAX特制。陈思诚相信，大

银幕奇观能将观众熟悉的数学天才容金

珍的数字潜意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带

上全新的视觉世界。

《我不是药神》曾在暑期档凭借好口

碑成就了当年的票房奇迹。今年夏天，

同样由徐峥主演的《逆行人生》再战暑期

档，而另有几部待定新片向现实中的小

人物投以注视，希望在现实的担当中让

温暖现实主义照拂人心。就像《逆行人

生》的宣传看点——在外卖员的喜怒哀

愁中，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超  部新片定档暑期，类型更多元化、表达更年轻态

期待更多佳片与Z世代相逢在影院

■本报记者 王彦

“红色印迹——

馆藏文献里的中共中

央在上海奋斗历程主

题展”现场，观众体验

红色VR骑行。

（主办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2024年暑期档尤其注重类型的多元化、表达的年轻态，以期与更多Z世代相逢在影院。

目前已有超80部中外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截至昨天票房（含预售）超过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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