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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在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有
哪些自然生灵与市民生活相伴？5月20
日22点，全国首档聚焦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观察节目《我的城市邻居》将登陆
东方卫视，为观众打开一扇与城市自然
生灵交流的窗口。

这部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上海广
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作品，由上海市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与上海广播电视台
真实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历经4个月
拍摄完成。制作团队携手上海籍演员陈
龙，以实地走访和观察对话的方式，走进
社区、公园、绿地、湿地保护区，用影像记

录城市公园中翩跹的飞鸟、暗夜里灵动
的小动物、砖石缝隙间倔强生长的苔藓，
以及落叶深处隐秘的昆虫王国。

曾在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
两季拍摄中深入中国环保前线，践行低碳
理念的陈龙，此次以“观察员”的新身份回
归。他感叹：“在《一路前行》中我们关注
的是大江大河的保护，而这次《我的城市
邻居》让我发现，生态文明的课桌其实就
摆在自家窗台下。”同时，本片结合4组物
种专家的知识介绍，以及数位自然爱好者
的故事分享，深度揭秘物种的栖息与生活
状态，生动展现城市中人与自然万物和谐
共生的图景。据悉，本片还将在看东方
App、看看新闻App等平台同步播出。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上海是一个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城市；同时，上海还是海
派文化的摇篮，黄浦江承载着百年风云的
历史厚重感，也涌动着创新求变的活力。
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演出季，将给上海观
众呈现中国话剧在新时代的努力方向。”5
月18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携手上海黄浦
文化旅游集团召开了“2025国话·上海演
出季”新闻发布会。会后接受记者采访
时，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达了阔
别5年后重启上海演出季的期待。

记者了解到，2025国话·上海演出季
将于7月-9月举办，涵盖经典剧目展演及
多样主题艺术活动，为沪上观众带来戏剧
盛会。开幕大戏《四世同堂》由田沁鑫院
长执导，7月将在大上海剧场登场。该剧
改编自老舍同名巨著，历经15年打磨，巡
演全国70余城、演出近400场，赢得30余
万观众盛赞，堪称中国话剧史的里程碑。
田沁鑫以“新现实主义”手法，将老舍笔下
北京胡同的市井百态生动再现，祁家、冠
家、钱家三户人家的命运交织，展现抗战
时期北平百姓的生活图景。

原创话剧《鼓楼那些事儿》以“鼓楼
苑”社区为舞台，用松弛自然的戏剧语汇
讲述“背包法官”走街串巷的故事，展现传

统人情与现代法治的碰撞融合。剧作生
活气息浓郁，兼具法律精神与人文温度，
生动诠释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智慧与关怀。

现象级话剧《大宅门》将70集电视剧
的恢宏叙事浓缩于两个半小时，聚焦白氏
家族百年沉浮，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
沧桑巨变。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通
过紧凑结构与精湛表演，深刻展现宅门内
外的人性与命运，重现“宅门文化”的独特
魅力。

红色谍战话剧《直播开国大典》以独
特的视角切入历史现场，通过广播人的隐
秘战线，再现开国大典背后的惊心动魄。
该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运用
现代多媒体技术实现时空穿越，让观众身
临其境感受新中国广播事业初创时期的
艰难与荣光。简洁有力的舞美设计与扣
人心弦的谍战情节相得益彰，打造出兼具
思想性与观赏性的舞台佳作。

闭幕大戏《北京法源寺》作为田沁鑫
导演的又一力作，以戊戌变法为历史切
口，通过法源寺这一文化地标串联起不同
时空的历史对话。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
来，屡创“开票即售罄”的票房神话。今年
适逢演出十周年，这部思想深邃、形式创
新的历史大戏必将为上海观众带来震撼
心灵的观剧体验。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
为上海观众带来“CNT现场”高清戏剧展
映，包括《抗战中的文艺》《青蛇》（高清修
复版）《苏堤春晓》三部作品。

田沁鑫表示：“在未来几年，中国国家
话剧院上海演出季会持续举办，这是我们

的决心，也是和上海的约定。”
据悉，演出季将深度联动2025黄浦文

旅“促消费”活动，串联周边商圈与地标景
点，打造“文商旅”一体化体验。“2025国
话·上海演出季”信息已在大麦、猫眼等平
台开启预约，5月22日正式开票。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上海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发祥
地。今年是中国电影诞辰120周年，上海
这座“电影之城”也将举办系列纪念活
动。5月18日晚，“4K修复版《神女》现场
交响乐配乐特别献映”在上海影城SHO一
号厅杜比剧场举办，这部公认的中国默片
巅峰之作、现实主义电影的永恒经典，由
著名作曲家邹野作曲、上海交响乐团现场
配乐，著名导演胡雪桦现场执导，为千位
观众完成了属于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
特别献映。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由上海
市电影局指导，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海电影资料馆
共同承办的这场“电影+交响乐”的大秀，
将电影的最新修复技术、上海影城的顶级
放映设备、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现
场舞美编排完美结合，给上海观众带来一
场超越单一艺术载体的新型体验，实现了
对艺术形态的多样性探索，为电影之城注
入了新鲜血液，也为上海的文旅商体展打

造了新样本。
1934年，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

《神女》上映，轰动一时。本次展映的《神
女》为最新修复4K版的上海首映，中国电
影资料馆技术团队依托先进的AI技术，将
35毫米硝酸底片进行4K扫描及修复，极
大地提升了修复效率和质量。阮玲玉旗
袍的丝缕褶皱在上海影城杜比剧场的大
银幕中纤毫毕现，老上海街巷的烟火气息
跨越九十年时空扑面而至，让影史珍珠
《神女》呈现出最完美的视觉效果。

上海交响乐团也派出了三管编制、
70余人的演奏团队与女高音歌唱家的豪
华阵容，演出人员更是配合场景，穿上了
具有海派传统风格的服饰完成演奏。影
院里还重新搭建了舞台、灯光和音乐演
出音响系统，只为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
视听体验。

随着2024年《弘扬城市精神打造电影
之城 上海市电影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的发布，上海不断擦亮

“上海电影”这块金字招牌。本次特别献
映活动立足上海，为新老影迷量身定制复

合型文化消费场景，同时为建设中的“电
影之城”提供一份富有启发性的文化消费
案例。

此次创新放映活动，不仅依托于技术
与艺术两个层面，引领观众重返20世纪
30 年代的沪上时光，让《神女》“重获新
生”，也以实际行动响应了今年“国际博物
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
未来”。

5月18日当天，上海电影博物馆和上
海电影资料馆还为观众准备了两场大型
主题论坛。第一场为“4K修复版《神女》现
场交响乐配乐特别献映”导赏论坛，论坛
特邀吴永刚之孙吴嘉葵，《神女》配乐作曲
家邹野，以及现场导演胡雪桦，为大家解
读《神女》和本次特别献映活动的看点和
文化意义。第二场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再价值化”主题论坛。现场我们请到了上
海电影博物馆副馆长王腾飞、上海交响乐
团团长周平，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
划沙丹，各位嘉宾通过各自的实践，热烈
探讨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何让珍贵
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摄

观众打卡留念。 受访者供图

这部纪录片带你观察上海生物多样性

“国话·上海演出季”7月开启

共同擘画“演艺之都”的全球图景

4K修复版《神女》现场交响乐配乐版献映

在电影之城见证经典默片焕“新”生

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