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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为纪念上海解放76周年，5
月27日，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上海芭蕾舞
团联合举办的“初心不改，百合花开”文艺
谈系列活动中，一段关于“寻找一大会址”
的文博往事成为连接历史与艺术的精神
纽带。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委员、副馆长
阮竣分享道：作家茹志鹃之兄沈之瑜（原
名茹志成）正是勘实中共一大会址的关键
人物，这段跨越时空的家族往事，为芭蕾
舞剧《百合花》注入了更深层的红色基因。

文艺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正
式开启。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
则透露了创作难点：“原著5000字要撑起
90分钟舞剧，必须在‘留白’中做加法。比
如编导王舸为‘通讯员’设计的独舞《走向
战场》，用连续的凌空跃步象征他从青涩
青年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蜕变。”辛丽丽感
慨道：《百合花》这部作品与上海芭蕾舞团
非常契合。上海芭蕾舞团拥有一种革命
浪漫主义的红色基因，在不同时代都会涌
现相应的艺术作品。因为这部作品，年轻
的演员们踊跃读经典，排演过程中都在经
历一场精神洗礼。

辛丽丽回顾创作历程时感慨万千。
2022年冬，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向著名作家
王安忆提出将其母亲茹志鹃1958年发表
的同名小说改编为芭蕾舞剧的想法。令
她惊喜的是，王安忆不仅爽快授权，更亲
自执笔改编剧本。短短一个月，王安忆就
完成了剧本创作，并全程深度参与到舞剧
创作中。辛丽丽充满感激地说：“安忆老

师用作家独特的笔触，将小说中纯净、清
新的青春故事完美搬上芭蕾舞台，让我们
看到了文字与舞蹈碰撞的无限可能。”

Z世代的主演团队在现场分享了创作
经历。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该剧
主演戚冰雪谈及“新媳妇”的情感层次：

“献被子那场戏，我特意设计了‘手指轻抚
百合花纹’的慢动作——这不仅是对战友
的缅怀，更是对‘人民至上’信念的接力。”
饰演通讯员的00后演员许靖昆透露：“那
个年代的年轻人眼中有光，我的每一个旋
转都在寻找这种赤诚。排练《百合花》的
过程中，我反复阅读原著，去寻找他们的

精神特质，尽量去靠近那个年代的人物。
我希望把当年的军民鱼水情表达给观
众。”饰演大姐的郭文槿则从江南文化切
入：“文工团女战士教群众唱的《茉莉花》
旋律，是作曲家杨帆特意融入的民歌元
素，让芭蕾足尖也有了吴侬软语的温柔力
量。整部剧呈现了一种淡淡的感觉，贯穿
于整部剧的细节中。我需要在角色塑造
中尽量去把握和放大这种特质，进而去升
华剧中角色。”

2025年 7月18日—20日，作为上海
市委宣传部委约创作的重磅之作，原创芭
蕾舞剧《百合花》即将在上海大剧院迎来

世界首演。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萍萍表
示，《百合花》的创排是对革命精神的传
承，也是当代芭蕾人匠心与恒心的体现。
它以海派芭蕾风格赓续上海红色文脉，用
国际视野下的创作弘扬城市精神品格与
地域文化。“芭蕾的语汇中，不乏表现坚韧
与顽强的元素。这种力量，如同军民之间
的深厚情谊，坚如磐石，牢不可破。而当
我们走进一大会址，那承载着红色基因的
历史圣地，我们仿佛能听到芭蕾艺术与红
色历史的对话。在这里，芭蕾以其独特的
魅力，与红色基因碰撞出火花，照亮了我
们前行的道路。”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四届石榴杯征文活动5月
27日揭晓，《守护蒙玛拉尔》《九章奇案》
《志怪书》《惊山月》等一批网络小说获奖，
并被收录入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

由阅文集团、天成嘉华文化传媒主办
的此次“石榴杯”获奖作品类型多样、题
材丰富，涵盖科幻、现实、古言、仙侠、悬
疑等多个题材，体现了网络文学作为新
大众文艺范本，多维度展现中华文化的
鲜活切面。获奖10部作品除了上述四部
之外，还有《异度旅社》《伪像报告》《她攀
山而上》《泼刀行》《穿甲弹不相信碳基怪
物》《四季琳琅》。这些作品和近年火爆的
现实题材网络文学有交集，但“中国味道”
更浓。

在传统文化方面，《泼刀行》以武侠叙
事为载体，巧妙串联红拳、秦腔、皮影等近
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刀光剑影中勾勒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图谱；《志怪
书》在古典志怪与仙侠修行的艺术想象
中，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创造

出富有诗意的精神世界。在民族文化题
材方面，《守护蒙玛拉尔》聚焦新疆天山深
处的精伊霍铁路，从日常细节中刻画退伍
军人守护欧亚大通道的坚守精神。这部
作品取材于现实，作者天街小风就是来自
新疆的复员转业军人。

数据显示，本届获奖作品的跨地域读
者互动量是往届的3.2倍，用户生成内容
（UGC）占比达41%。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专
家肖惊鸿认为，这印证了网络文学已从单
向传播转向多维共创，为网络文学IP转化
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

记者了解到，自创办以来，“石榴杯”
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
其影响力不断通过IP转化辐射扩展。据
悉，历届获奖作品中已有20余部授权IP
开发，其中第三届获奖作品《我本无意成
仙》已开启影视、动画、漫画、出版等多业
态开发，作者金色茉莉花也凭借新作《志
怪书》，再次获奖。同时，多部优秀作品在
海外上线，《神藏》《大讼师》《画春光》等作
品均已入藏大英图书馆。网络文学已成
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
推进和今年两会热议管理体重和慢性病
防治的背景下，中国首部营养食疗纪录片
《了不起的食物》于5月27日在东方卫视
首播。该片由真实传媒有限公司秦博工
作室历时一年精心制作，恰逢5月17日
—23日全国“全民营养周”以“科学减重”
为主题开展科普活动之际推出，深度探讨
了饮食与肥胖慢性病防治的重要关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病防控
形势严峻：成人超重及肥胖率突破50%，高
血 压 、糖 尿 病 患 病 率 分 别 达 27.5% 和
11.9%。《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明确将“合理膳食行动”列为15项重大专
项行动之一，要求到2030年成人肥胖增长
率持续减缓。

该纪录片通过院士专家团队的科学
解读和真实案例追踪，首次系统揭示了

“厨房里的健康革命”如何助力慢性病

防治。
《了不起的食物》采访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陈君石，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临床营
养科主任葛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营
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秀华，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范志红等营养领域专家，并
结合动物和真人实验，用 40 分钟时间，
就营养对慢性病改善的作用，进行了深
入探讨。

上海交大沈秀华团队健康饮食实验：
参与测试的10年脂肪肝患者王女士内脏
脂肪几乎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东方医院
糖尿病干预项目：患者周先生通过营养师
调理，最终减重并将血糖控制在正常水
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范志红认为，医院
的营养科可以解答很多问题，但是资源有
限，消费者可以结合营养师进行饮食干
预，调理肥胖以及预防慢性病。

据悉，该片还将于5月30日在上海都
市频道次轮播出，同时，影片将于近期在
看东方、腾讯、优酷等网络平台上线。

受访者供图

第四届“石榴杯”征文活动收官

网络文学诠释“故事里的中国”

《百合花》“绽放”中共一大纪念馆

用足尖讲述红色故事致敬光荣之城

纪录片《了不起的食物》上线

揭开食物与健康的科学密码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外，演员们展示剧
中动作。


