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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优化中国影视环境
在研修班正式开课之前，组

委会举办了特别的“开班仪式”：
郑晓龙、阎建钢、林楠三位著名
导演和著名编剧王丽萍参与的
圆桌会议。资深媒体人、剧集研
究者李星文抛出了关于“现实题
材突破与创新”的议题，他们共
同交流探讨了新时代电视剧叙
事和创作的思路和方向，干货满
满，直面行业痛点，探索中国影
视的提升破局之道。

在交流中，郑晓龙导演寄语
年轻导演：“作为导演必备的基
本能力，就是会思考、有自己独
特的认知，有对人性有更多的了
解，包括黑暗的、光明的。”去年
的首期研修班上，阎建钢导演关
于“导演的四门功课”，曾引发广
泛热议。这次在上海，他说自己
很赞同郑晓龙导演的观点，“导
演要有感受力、认知力”，这些能
力从何而来？他表示：“导演的
重要工作，就是要将文字转变成
有魅力的可视内容，所以导演的
文学功底如何至关重要，没有几
千个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中人物
形象的积累与滋养，只做表演型
导演，肯定是不行的。”林楠导演
则从技术层面，讲述了年轻导演
需要具备的素质，他说，不少导
演被时代淘汰是因为“在现场不
愿意丧失话语权，新技术诞生
后，他们抵触新技术的植入和跟
进”，但年轻导演因为对新技术
有热情，就能有先天优势，“人类
的本质区别是能使用工具，技术
就是工具，所以新导演应该用很
大的热情拥抱新技术”。

导演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
了一部精品诞生背后，导演所需
要的各种技能，但他们也同时强
调，一切的基础还得靠编剧，靠
好的文本。著名编剧王丽萍曾
经创作过很多的爆款，她的作品
成功，是因为她坚持了自己一直
强调的一个原则——好故事需
要捕捉时代情绪。怎么捕捉？
她说，编剧“要有坚持的勇气和
力量，更要勤奋”“编剧需要积极
下基层、感受生活，也要勤动笔，
只要有空就多下笔去写，去记录
自己的思考和态度”。她自己也
是这么做的，如今，她已经练就
了哪怕坐飞机高铁，也会笔耕不
辍的习惯，她笑着说“我会调小
字号，防止隔壁座位的人‘偷
看’，其实，这样的创作特别有
趣”。

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
是文艺创作的核心任务。新时
代的发展会带来新人、新事、新
观念，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思想
发现和艺术发现，这些都是优质
影视作品创作的源泉。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罗毅表示，希望全国
的影视行业同仁能多来上海，

“加强行业间的互动、联络和交
流，提观点，摆问题，求新意，探
讨影视艺术创作规律，扎实为影
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探索影视文旅深度融合
上海是中国影视产业的重

要基地，近年来在电视剧创作方
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

《光荣与梦想》《三十而已》《安
家》到《繁花》《风吹半夏》《城中
之城》，一部部优秀的沪产电视
剧作品，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
精，更在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上
引领潮流，充分展现了上海影视
创作的实力与担当。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理
事长、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会长张明
智表示，研修班移师上海，可以

“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国际化大
都市所拥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和
广阔市场空间，加强电视剧产
业间的交流合作，打通影视产
业链的各环节，探索电视剧创

作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动内容
创新、形式创新、技术创新增效
赋能”。

确实，正在打造“全球影视
创制中心”的上海，如今影视创
作环境相当优越。行业新的增
长点在哪里？新模式又可能诞
生在哪些领域？此次行业大咖
齐聚，在分析行业技术提升与革
新、分享影视作品创制经验的同
时，“丰富影视与文旅深度融合
的新业态”，也成为他们带给上
海、带给研修班承办地青浦区和
徐泾镇的新课题。

近年来，青浦区积极推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影视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目标，加速影
视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引进优
质的影视企业与人才，积极融入
上海影视的大版图。在当天的开
班仪式上，青浦区文旅相关负责
人特意前来推介文旅资源——作
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
镇，朱家角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
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
号。记者也了解到，“借势”研修
班的热度，青浦同步推出“影
视+文旅”体验线路，涵盖朱家
角古镇、《繁花》取景地等标志性
场景。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4月6日晚，上海民
族乐团的新人新作《脱颖而出V》
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上演，拉开
了乐团 2025-2026 演出季的序
幕。青年报记者获悉，乐团以

“传统为根、创新为翼”的理念，
在本季推出五大板块，展现国乐
在当代的多元生命力，期待在每

位观众心中写下属于这个时代
的“诗意中国”。

培养民乐的新生力量
《脱颖而出》系列音乐会是

专为青年才俊量身打造的展示
平台，自2016年首秀以来，已成
功举办四季。作为乐团第21个
演出季的开幕演出，由乐团指挥
姚申申、彭菲执棒的此次《脱颖
而出V》音乐会汇聚了8位90后、
00后青年演奏家，挑战了多部极
具分量的当代协奏作品，用实力
证明了民乐新生代的力量。

打击乐演奏家胡嘉倩以唐
建平作曲的《仓才》拉开序幕，作
品中以中国京剧打击乐中“仓”
和“才”的节奏组合展开，大胆融
入各种创新技法，她表示，“作品
十分考验打击乐手的综合能力，
琴、鼓精湛技术兼具的同时，更
需极强的耐力、爆发力，再结合
情绪、气息的多重转换，才能将

乐曲精彩呈现”。
同样是由唐建平作曲的《春

秋》，由琵琶演奏家刘嘉演绎。
这是现代琵琶协奏曲的代表之
作，演绎这部作品不仅需要具备
高超的技巧，更要有深厚的人文
底蕴和跨越时空的叙事能力。
他透露，乐团前辈鼓励自己“要
有年轻人的锐气”“我也想把我
的锐气通过音乐将春秋时期百
家争鸣、雄才辈出的这种欣欣向
荣的气势释放出来”！

此外，二胡演奏家董施栾演
奏谭盾作曲的《火祭》，中阮演奏
家李晨晓带来刘星作曲的《第二
中阮协奏曲》，笛箫演奏家王泽
带来李博禅作曲的《云水三章》，
笛箫演奏家高雅将演奏郭文景
作曲的《愁空山》，箜篌演奏家刘
宣邑演奏王丹红作曲的《伎乐
天》，中阮演奏家王楚卿演奏李
玥锦作曲的《自在》，都受到了观
众的热烈追捧。

展示诗乐交融
演出季开幕后，乐团将在

“上海制造”“青春派对”“大师风
采”“中流砥柱”“阖家欢乐”等五
大板块，以诗为魂、以乐为脉，带
领观众来一场中华文明壮游。

现象级驻场演出国风音乐
现场《海上生民乐》第六轮15场
将开演，创造累计140场的纪录，
点亮七月上海之夏，为暑期档的
沪上文旅演出再添精彩一笔；沉
浸式声场《云之上——让听觉从
东方出发》十月回归1862艺术中
心，邀观众回归自然、灵动、简
约、素朴的东方美学怀抱。

《国乐咏中华》和全国首台AI
创作的国乐音乐会《零·壹|中国色》
等2台原创音乐会，将于“五一”假
期精彩上演。后者不仅将在上海
音乐厅、西岸大剧院上演，还将巡
演于广东、深圳、海南等地。

新乐季将结合年轻人的观

演风格，推出系列的青春气息浓
郁的演出。《相遇》音乐会，由乐
团阮演奏家与日本指弹吉他演
奏家开启弹拨乐的东西对话；女
高音歌唱家王静的《飞歌》则以
当代的音乐语境呈现少数民族
原生态艺术的生命力。

作为本季重磅原创，《诗的
国度》将于11月12日、13日在
上海交响音乐厅震撼首演。音
乐会由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授
骆玉明担纲文学顾问和策划，由
青年作曲家李博禅作曲，著名指
挥家汤沐海执棒，驻团指挥姚申
申及全编制民族管弦乐团共同
呈现。中国历来是诗的国度，诗
情画意传承在中国人的情感深
处。音乐会由具有历史纵深而
非编年的文化视角撷取古典诗
词名篇精粹，以国乐之声展现诗
词韵律、意境及其承载的文化美
学基因，传递中华文化的深厚底
蕴与永恒魅力。

2025电视剧导演高级研修班在沪开班

打造影视人才成长的“加速器”

圆桌会议直面行业痛点。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某种意义上来说，拍片子，拍的内容才最重要。”4月7日，著名导演郑晓龙在朱家角古镇出席一场名为“潮涌江
南 角里花开——中国名导进朱家角”的圆桌会议时，寄语年轻导演。当天，他和阎建钢导演、摄影大师鲍德熹等11位
影视名家担任导师的“2025电视剧导演高级研修班（上海站）”正式开班，他们将亲手为中国的年轻影视人剖析《甄嬛
传》《繁花》等现象级爆款电视剧的“密码”，而这场干货满满的圆桌会议，正是开班仪式的特别环节。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以乐为笔谱写“诗意中国”
上海民族乐团开启第21个演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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