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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上海原创出品话剧
《向延安》即将在“七一”前往北
京亮相国家大剧院继而开启下
半年的全国巡演。在近日召开
的《向延安》专家研讨会上，二十
余位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济济
一堂，从专业角度对这部刚刚在
5月27日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
日首演的新作提点把脉。

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教授
荣广润认为，《向延安》这部戏提
供了很多新的东西。一是非单
纯谍战剧。海飞擅长谍战剧，但
这个戏谍战是表层，重点是写人

性、写人文、写人物的。而且这
一点并不只是落到向金喜这个主
人翁身上，而是落在所有人身上。
第二是非模式化的人物。模式化
的英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很多。
而《向延安》当中的英雄没有模式
上固化，提出了一种新经验。第三
是诗意象征和写实的剧情与地域
特色有着比较好的结合。

上海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
教授戴平表示，《向延安》由小说
原作者来担任编剧，能够把握作
品当中的灵魂和精髓。戏中人
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故事跌
宕起伏，但是导演梳理了复杂的
情节，突出了一些主要的东西，

让观众能看懂，而且觉得好看。
有一条红线是一直贯穿的，那就
是向金喜心向延安，在上海隐蔽
战线的各种险恶境遇中，心中的
理想、信仰坚持不变。《向延安》
塑造了一个非典型、成长型的英
雄形象，使我们认识到，讴歌伟
大、敬仰崇高，也可以这样表现。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吴孝明认为，东艺很
不容易，从买节目到做节目再到
卖节目，三部曲做得非常好，把
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很好地融
合在一起，来推动上海文化的发
展。从制作出品来说，剧院从生
力军变成了主力军，他们的优势

在于可以主宰自己，推动发展，
而其他文艺创作单位还挺难做
到产业链完整。东艺把自己做
成文化平台，从导演到演员都来
自全国各地，包括国家话剧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及上海戏
剧学院，《向延安》这部戏可以说
是做成了创新平台的概念。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原理事
长、秘书长郦国义表示，话剧《向
延安》体现了我们的主流文化价
值。当下，一切向上向善的内容
都可归属于主旋律创作的范畴。
而《向延安》就是一部有红色底蕴
和海派特色、又具艺术感染力的
主旋律佳作。同时，他颇为赞赏

李伯男导演的舞台调度，多时空
交集的即时呈现尤为灵动而凝
炼。该剧的舞美设计简洁大气而
富意韵，多媒体和灯光的运用、音
乐的作曲及呈现，也都相得益彰。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胡晓军认为，该剧
的政治严肃性和艺术娱乐性，通
过文学性的转化、戏剧性的转换
融合起来了，很是成功。在红色
谍战题材上，舞台剧的表现与影
视剧相比较弱一些，在题材选
择、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戏剧矛
盾上都有探索自身规律的必要，
该剧的成功可为相似题材、同类
创作提供一个好例子、好参考。

从纪念碑到里程碑
“电波”根深行远
李白烈士的故事曾数度被

改编为文艺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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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
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是
由上海这座城市红色基因孵化
而成的一张红色名片。该片在
电影节的闪耀亮相，更是致敬上
海这座电影之城的艺术底蕴，致
敬这座光荣之城的革命底色。

适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
际，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用电影工作者的诚意雕刻一座
纪念碑；面对该作出色的表达，
有学者称，它将成为海派文化里
程碑式的一部作品，在中国电影
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存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
部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陈东回忆了“电波”从创
意、改编以来的过程，指出我们
之所以如此热爱“电波”这个故
事，在不同时代一再用文艺作品
的方式来表达，正是因为故事本
身传递出了人类的大爱和共同
情感，“我们不能忘记为了这个
国家、这座城市而牺牲的烈士，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没有这
种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拿什么
来讲？这是很重要的。”

创新表达
科技赋能划时代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
国影协原秘书长饶曙光提到，自
己已经看了一万多部电影，“电
波”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观影体
验：“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风格非常独特，它既有真实
历史的影像，也有实景的拍摄，
又有舞台的拍摄，还有舞台与观
众的交流。我觉得这是一种在

混杂基础上的新创造。”而这种
新创造，离不开借助新科技下的
想象力、创意力、呈现力的提升，

“电波”电影在新科技赋能艺术方
面有非常好的体现，“在这样一个
与高科技抢跑的时代，我们中国
导演应该有更好的文化自觉和美
学自觉，来创作出更多的这样有
创新力和表意力的作品。”

影像魅力
人性成就不平凡

“电波”电影中弄堂烟火气、
平凡夫妻背影等生活化段落，屡
屡被提及，不少学者都认为片中
的人间烟火气、人性平凡味，最是
打动人，也最有电影的影像魅力。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
部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陈东介绍，自己看片时，
为男女主角走在弄堂里的背影
所打动，“一对年轻人赴死的精

神，是在一片烟火气的石库门
里。弄堂里倒马桶、生煤炉的过
程，是那么有生活气息那么美
好，让我觉得这对年轻夫妻，做
出英雄事迹，其实也是普通平凡
人。”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视
协原主席滕俊杰强调电影的氛
围感、电影性：“舞剧电影《永不
消逝的电波》在两个方向勇敢地
直奔了电影主题，一个是舞台镜
像的电影符号，另一个就是实景
融合下的电影氛围的刻画。这
种电影的氛围迅速笼罩观众，让
观众沉浸在光影里。”

中国评协原副主席，原上海
市文广局副巡视员毛时安也认
为，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打动几代人的影像魅力，在于人
情味：“这部舞剧电影最大的特
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革命者人
性的深度和情感的丰富性，它不

是一个概念的、符号的英雄。过
去，我们往往把英雄理解为一个
坚强的、符号的、没有人的情感
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在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当中注入一些新质
审美的要素，来满足今天的大众
审美需求。”

多重解读
一场“解密”之旅

不少观众在表达对影片的
喜欢之余，还称特别享受寻找

“密码”的爽感，“比如看似穿帮
的‘安全出口’、观众席的出现、
小裁缝练功厅舞段、密码雨、油
画天空等”。

主持人何卿就把观影过程
比作一场“解密”之旅，称影片很
大的看点在于“舞剧电影里运用
了非常多有导演巧思的电影语
言去表达，里面暗藏很多关口”，

“这里面会有一些看似是穿帮的

镜头，像安全出口以及剧场观众
的出现，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看
似穿帮的镜头后期没有处理掉，
这一定是导演的一个巧思在里
面，每次这些观众镜头出现的时
候，背后又有怎样的表达，我觉
得大家不妨带着这些问题去电
影里找找答案。”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
作协副主席孙甘露指出场景的
多重解释：“电影中的很多场景
都是有多重解释的，它既是一个
舞台现场，又同时与这个故事有
关，例如李白在舞台上时画面出
现的‘安全出口’，就涉及到了电
影中的李白要不要从安全出口
离开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做不同层面的解读。”

表演出色
主、配角都到位

从舞蹈演员到电影演员，朱
洁静、王佳俊等领衔主演，以及
邓韵、方光、吴雨承等，在银幕上
的呈现，颇受好评。中国文联副
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表
示，两位主演让观众从他们的表
演中感受到了“什么是既有生活
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的境
界”，“影片中其他一些配角演
员，比如扮演黄包车的通讯员
等，好几位都表演非常到位。对
于第一次面对镜头工作的年轻
舞蹈人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
难得的，值得鼓励。”

舞蹈演员们的银幕表演，几
乎得到了一致认可。上海市文
联副主席、上海影协原主席任仲
伦称赞影片“是影像魅力和舞台
魅力成功的双重融合”后，坦言
朱洁静可以转型去演电影了，

“主创团队一直在追求用电影的
思维，而不仅仅是电影的技巧，
去传达舞台艺术本身。朱洁静
的演技非常好，完全是一名合格
的电影演员。”

6月18日，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登陆全国艺联各大影院。连日来，沪上媒体和业界专家从影片的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交流性进行解读，称赞其对这一红色大IP作了具有时代特征和审美属性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原主席任仲伦表扬了舞蹈演员们在片中的出色表演，“朱洁静可以转型去
演电影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今日公映

人们热爱的“电波”终于跳上大银幕

上海出品话剧《向延安》精益打磨迎接“七一”演出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