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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范彦萍

本报讯“为了胜利，向我开
炮！”当革命电影《英雄儿女》中
的经典台词，在北站剧场内被演
员“喊”出来，全场观众都深受感
染，掌声瞬间响起。这就是红色
经典影视作品的力量。昨日，
2020年“鉴往知来 静听苏河”静
安白领经典影视剧配音大赛决
赛展演如约而至，20余名参赛选
手和表演嘉宾共聚北站剧场，共
上一堂特殊的党课，用“心”感悟

“四史”力量。

经典影视剧中
蕴藏精神宝藏

在当天的比赛中，从上世纪
的经典《英雄儿女》到多年前的
《风声》《建国大业》，再到近两年
观众热议的《大江大河》《在一
起》《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
国》，一部部红色经典，被参赛选
手和表演嘉宾演绎得声情并茂。

这项比赛由静安区委组织
部主办，静安区北站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静安区党建服务中
心、SMG 影视剧中心联合承办。
组委会透露，比赛的初衷，就是
期望选手和观众，能从红色经典
影视作品中，感受经典作品无穷
的精神力量，从亲身演绎感动和
影响几代人的历史事件中，找到

“初心”和“使命”，“苏州河两岸
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也
蕴藏了太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决赛展演现场按照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的顺序，分为“信仰——初心
难忘”“矗立——开天辟地”“改革
——春天序曲”“自行——复兴
脚步”4个篇章。SMG影视剧中心
提供了不同时期的优秀影视剧作
为比赛节目选段。在比赛中，选
手们除了现场配音，还通过搭配
契合人物造型的服装饰品，让观
众享受声音盛宴的同时，能更加
身临其境地了解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

除了选手们的精彩表演，现

场特邀嘉宾——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建华和国家
一级演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
明分别朗诵《祖国啊 我亲爱的
祖国》和《红色1921-1922》，他
们专业并且激情的朗诵让现场
观众无不热血澎湃。

“四史”学习创新
贴近当代青年生活

据了解，本次配音大赛共分
为前期预热、海选初选、培训选
拔、决赛展演四个阶段，经过前
期海选的激烈角逐，共50名选手
进入培训选拔阶段并接受了专
业的理论和实践培训。

“参赛的白领青年们由街道
范围内扩大至全静安区，以求拉
近静安白领青年们与‘四史’的
距离，让‘四史’学习走深走实，
入脑入心。”组委会透露。

为了让参赛者能够更好地
诠释经典，各方专家也加入了进
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
员、国家一级演员黄莺从电影
史、译制片厂的发展讲起，带领
选手们感受声音的魅力以及语
言的艺术；上海戏剧学院语言台
词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杨明教
授，以及动感101明星主持人阚
晓君，从如何发音、吐字、表达方
面及情感入手，为参赛选手参赛
送上“锦囊”……

在培训过程中，参赛选手们
在掌握配音技巧的同时，还重温
了红色岁月的点点滴滴，体会了

“初心”与“使命”的深刻内涵。最
终，经过激烈的角逐，20名选手顺
利进入决赛展演，用“声”展示影
视剧中红色经典的魅力，用“声”
共同演绎一场生动的情景党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决赛展
演通过上海静安APP进行全网直
播，东方影视频道精选精彩环节
播出，让更多网友及电视观众能
参与到这场“声宴”中来。优秀
的影视作品可以感染人，新颖的
活动形式可以凝聚人，这样贴近
青年生活的方式，无疑让“四史”
学习多了一种新范本。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日，一直备受关
注的上海文化“新地标”西岸
艺岛Art Tower正式启用，迎
来了”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
中心”的整体迁入，中央美
术学院教学实践基地——西
岸科技与艺术创新实验室率
先入驻揭牌。当天，随着上海
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开幕，西岸
艺岛的三大重量级启幕展览，
也将于交易月期间同步向公众
开放预约参观。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当传统越剧遇到民
族舞和钢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
化学反应？上海越剧院入选市

“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首
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的新编当
代越剧《山海情深》今日将首
演。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越剧所
多的是才子佳人古装戏，此次
《山海情深》的排演可谓是上越
的一次重要“破圈”。

《山海情深》讲述上海与贵
州苗寨之间的扶贫奔小康的故
事。在全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时代背
景下，上海越剧院觉得越剧是绝
对不能缺席的。他们多次远赴
贵州采风，找到了很多上海帮助
贵州苗寨脱贫奔小康的感人故
事，并以此创排了这部当代越剧
《山海情深》。

上海越剧院院长梁弘钧告
诉青年报记者，越剧体现当代题
材其实是有很大挑战的。因为
越剧过去基本上演的都是才子
佳人古装戏，而且戏迷也习惯于
看这样的越剧。之前上海越剧
院排过反映法官邹碧华感人事
迹的当代越剧《燃灯者》，不过相

比《燃灯者》的纪实，《山海情深》
的创作意味显然更为浓重，可以
说这是上海越剧院真正的“破
圈”的一次尝试。

为了让越剧能够承载当代
故事，梁弘钧说，他们有意把《山
海情深》做成一部中国的音乐剧
——在保留越剧传统唱腔的前
提下，加入民族舞蹈，还邀请青
年音乐家龚天鹏来担任钢琴演
奏，同时在灯光运用、音乐创作
和服装造型方面也作了大量尝
试。“我们力求让老戏迷看了，觉
得还是有越剧的味道，让不熟悉

越剧的青年观众觉得越剧原来
也挺好听。”梁弘钧说。

上海越剧院一团团长、越剧
袁派传人方亚芬这次饰演苗家
媳妇应花。为了演好这个角
色，原先在舞台上都是一番古
装打扮的方亚芬，这次还要跳
苗寨民族舞。“周边都是比我小
十几岁的演员，我不能让观众
有违和感，得努力跳出苗族舞
特色。”

“越剧不能脱离流派，但流
派要为人物服务。”唱腔设计陈
钧被《山海情深》的剧本感动。

由上海市作协和徐汇区委
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诗
歌节，是目前上海规格最高的
国际诗歌盛会，其颁发的“金玉
兰”奖则是上海最重要的诗歌
大奖。鉴于全球均面临新冠肺
炎疫情的严峻挑战，本届诗歌
节以“天涯同心”为主题，凸显
艰危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和珍贵。

德拉甘·德拉戈洛维奇在疫
情期间创作了新诗《一个朋友关
于新冠病毒的建议》，在诗作里，
诗人展现了对于疫情之下人们
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诗歌
界和读者为之动容和鼓舞。由
于疫情原因，德拉甘没有亲临现
场，由塞尔维亚驻沪总领事代领
奖。现场播放了德拉甘获奖感

言的视频，著名朗诵家刘家祯朗
诵了德拉甘的这首诗。叶延滨、
梁平、杨志学、徐芳、安谅、孙思、
龚璇、冬青、肖水等多位中国诗
人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现场播
放了阿多尼斯等来自世界五大
洲的多位国际著名诗人发来的
贺词与个人诗作朗诵的视频。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
主任叶延滨和四川作家协会副
主席梁平分别发言。

作为今年国际诗歌节重要
内容的“天涯同心”中外诗人论
坛昨天上午先期在上海作协举
行。并为新出版的《上海文学》
第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举
行首发式。来自塞尔维亚、叙利
亚、英国、爱尔兰、韩国、罗马尼
亚、阿根廷、意大利、墨西哥、比

利时、法国、意大利、摩尔多瓦、
匈牙利、乌克兰、印度等世界各
国和中国各地的十多位著名中
外诗人，通过现场网络连线的方
式，表达他们对于疫情期间诗歌
创作的看法。诗人们表示，在疫
情面前，各国人民都是一个大家
庭，应该携手抗疫。而在这个过
程中，诗歌对于提振人心应该发
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学》杂志社为本届
上海国际诗歌节编辑出版了诗
歌特刊，特刊中刊登了本届上海
国际诗歌节所有中外诗人的诗
歌新作，并刊发了有关诗歌创作
的评论和随笔。这是2020第五
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丰富读本，
也生动诠释了“诗歌是我们共同
的母语”这一主旨。

给红色经典影视剧配音

这群青年“四史”学习成新范本

第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开幕，塞尔维亚诗人获“金玉兰”大奖

艰危时期“天涯同心”更显珍贵

上海越剧院“上新”扶贫大戏《山海情深》

挑战当代题材 越剧原来可以很“青春”

上海文化“新地标”诞生

每年的上海国际诗歌节，最大的看点还是“金玉兰”大奖的揭晓。第
五届上海国际诗歌节昨日在衡复艺术中心开幕。塞尔维亚著名诗人德
拉甘·德拉戈洛维奇获得本届国际诗歌节“金玉兰”大奖。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上海文学》杂志社出版
的诗歌特刊中刊登了本届上
海国际诗歌节所有中外诗人
的诗歌新作。 受访者供图

新编当代越剧《山海情深》讲述上海与贵州苗寨之间扶贫奔小
康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

西岸艺岛Art Tower正式启用。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