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上海原创
红色是上海的底色

1月24日、25日，原创民族歌
剧《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浦东新区
东·剧场2024年度开幕大戏上演，
同时启动首轮巡演。作为上个月
刚在上海大剧院进行全球首演的
原创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展现田
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等为代表
的进步青年“以笔为刀枪”，在上海
创作出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
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

红色是上海的底色，张颂华
表示，内容创作要厚植于城市文
化精神中，《义勇军进行曲》就是
上海歌剧院用创新手法讲述红色
故事的一次探索，“在作品创作时
梳理城市文脉，提炼内核，找到上
海城市文化的基因，在讲好中国
故事、上海故事的同时，持续打造
城市文化的IP。”随着首轮巡演的
开启，这部原创民族歌剧还将走
进YOUNG剧场、临港演艺中心、松
江云间剧场等，也会走进上海外
国语大学等高校。

谈上海标准
打造创制、管理标准

音乐剧《大彗星》在刚宣布演

出定档时，很多观众都发现：创
作班底和参演演员十分国际
化。这是上海大剧院的一次新
尝试，用中外联合创作演出团队
打造独特的上海版本。

取材于托尔斯泰巨著《战争
与和平》的部分章节的《大彗
星》，最初是沉浸式小剧场音乐
剧。2016年，在音乐、表演和舞
美等环节都提升后的“进化版”
登上百老汇舞台。如今的上海
版《大彗星》正努力尝试树立国
内音乐剧创制的“上海标准”：触
达百老汇核心版权，选拔中方创
制人才，面向全球组建班底，加
强中外交流互鉴，促进国内音乐
剧的新一次转型和探索。

“以前引进高质量的剧目，
在上海首演、首秀，但现在要尝
试上海出品，通过联合制作的方
式让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
合，探索上海标准。”张颂华表示，

“从上海出品到上海标准，有利于
扩大城市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打
造上海样本。”

谈文商旅体融合
让软实力变成“硬功夫”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
的各类演出突破了4万场，吸引
了约2500万人次的观众，票房32

亿左右。演出行业的数据已经恢
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

电视剧《繁花》是今年两会期
间绕不开的热词，《繁花》为文旅
融合提供示范样本。“那《繁花》之
后，城市文化IP的持续性竞争力
在哪？”这是张颂华在上海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专
题审议会上抛出的问题。在他看
来，在完善文化创作机制方面要
做好资源统筹，跨领域合作，深度
挖掘上海文化的富矿，不断打造
城市IP的内核。同时更要促进
文商旅体高度融合。

张颂华表示，要通过提升内
容品质、规划产业布局、设计运
营机制，创新宣推模式，进一步
促进产业融合，将文化消费升
级，为城市发展助力，让软实力
成为真正的“硬功夫”。他还有
一个小愿景：“希望以后海内外
游客来到上海的机场，第一眼看
到的大海报是有关演出或者艺
术作品。在上海出差或旅游期
间，可以接收到文商旅体各方面
的资讯信息，只有这样，他们才
会在上海多留一晚，也会越来越
爱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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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华代表：探索国内音乐剧创制的“上海标准”

让软实力成为“硬功夫”

市人大代表张颂华。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以前引进高质
量的剧目，在上海
首演、首秀，现在要
尝试上海出品，通
过联合制作的方式
让本土文化和外来
文化相融合，探索
上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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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热演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以下简称《大彗星》）以中外联合创作演
出团队，探索国内音乐剧创制的“上海标准”。今年，观众也将陆续看到厚植红色文化的原创民族歌剧《义
勇军进行曲》，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等一系列舞台艺术作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进一步推进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加快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两会期间，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市人大代表，上

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大剧院院长张颂华，听他谈如何打造上海样本。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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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上海是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重镇，鲁迅、巴金、茅盾、郁
达夫、徐志摩、傅雷……现代文学
史上重要的作家们都曾和这个城
市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建设
上海文学馆，是上海几代文学工
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心愿。今年两
会期间，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孙甘露提到，位于上
海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在建设
中，未来这里既能系统展示现当
代文学历史，也能通过展览、讲
座、剧场演出等形式带给青少年
文学启蒙教育。

上海文学馆总建筑面积约
1.4万平方米，由“扆虹园”等3幢

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及1幢新建建
筑组成，离外白渡桥直线距离不到
1000米。孙甘露介绍，在其方圆
一公里内有鲁迅故居、鲁迅纪念
馆、茅盾旧居，曾经巴金先生也在
附近居住过。很多文学家在那里
留下了生活、学习、写作的轨迹，塑
造了今日中国文学的鸿篇巨制。

“上海文学馆所在的位置对中国现
当代文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标。
相较于其他大场馆，文学馆体量虽
然不大，但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方面来说，有着不小的意义。”

青少年是上海文学馆的目标
受众，在孙甘露看来，作家用文学
记录社会生活、人类思想，也记录
人的感情和故事，描绘人的形象，
青少年走进阅读世界，不仅仅是
应付考试，或是掌握一些知识，阅
读是人的基本行为，这是陪伴人

一生成长的，和人的感受、感情、
记忆都有关联，“阅读写作对青少
年来说，能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培养他们的写作能力，最终是否
能走上文学道路并不是最主要
的。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能多一
个空间更早接触到这些优秀的文
学作品，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今年两会现场，《繁花》是绕
不开的话题。孙甘露觉得，《繁
花》的影响力已经溢出了文学范
畴，对上海甚至是全国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繁花》既记录了上
海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也体现
了上海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开放
的一种形式。”

去年8月，孙甘露创作的《千
里江山图》获得了中国长篇文学最
高奖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一
红色题材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

海，以陈千里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
地下工作者，面对白色恐怖和生死
考验，以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
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
展开生死较量，成就了惊心动魄、
震撼人心的红色传奇。

在上海进行文学创作，孙甘
露觉得上海有非常丰厚的文学创
作土壤，从现当代文学方面来说，
从鲁迅以降，到王安忆等作家，都
写就了杰出作品。如今青年作家
也层出不穷，创作也相当成熟。

“当然，文学创作需要个性化。好
作家也都极具个性，还是希望作
家们能根据自己的特点风格来创
作，这对上海的文学创作也会有
促进作用。”

启蒙文学教育 共享阅读喜悦
孙甘露代表：青少年是上海文学馆的目标受众

市人大代表孙甘露。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阅读写作对青
少年来说，能丰富
他们的精神世界，
培养他们的写作能
力。如果在青少年
时期，能多一个空
间更早接触到这些
优秀的文学作品，
是 再 好 不 过 的 事
情。

——市人大代表孙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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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大彗星》在前滩开演。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